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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林良标 文/图）
7月 25日下午，为纪念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十周年暨“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周年，
泉州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与可
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邀请海丝、陆丝，国
内、国际世界遗产城市代表参加，共同探讨
世界遗产保护利用经验做法，共商世界遗
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学术研讨会，
中外世界遗产研究领域的 50多位专家学
者出席，围绕考古遗址的发展与未来、世界
遗产保护与经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世界
遗产景观与环境生态的和谐共生、世界遗
产利用与社会民生需求等议题展开发言，
共商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与可持续发
展大计，深化世界遗产城市的交流合作，擦
亮世界遗产，让历史文化活起来、传承下
去，展现世遗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
共同讲好中国故事、海丝故事！其中，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沈睿文发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暑期教学实践介
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
勃发言《市可喧攘 城需清明——泉州古
城体系性阐释的必要性》，中国古迹遗址保
护协会文化遗产管理研究专委会秘书长魏
青发言《世界遗产监测框架体系和发展趋
势》，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出宝
阳发言《探寻与世界遗产共生的实践——
以泉州古城活态保护为例》等。

泉州市副市长陈小辉表示，泉州是宋
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海上丝绸
之路”历史遗存保留最完整的城市，22处遗
产点星罗棋布，涵盖海外贸易经济体系中
的管理、生产、运输、交易、消费、服务等核心
环节，见证了宋元时期泉州与世界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涨海声中万国商”的
繁荣景象。泉州市委市政府十分珍视这些
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高度重视保护利用
工作，聚焦打造世界遗产典范城市的目标，
围绕让文化遗产本体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更充分的展示和更科学的利用，建立起“政
府主导、部门共管、社会参与”的世界遗产保
护传承体系。“我们坚持活态传承，注重民众
的文化认同，深入挖掘世界遗产的价值，实
施世界遗产周边环境的整体提升，在微改
造中留住泉州古城的‘根’与‘魂’，让文化遗
产‘活’起来，以‘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景
象再现宋元时期独特的海洋风貌，延续千
年古城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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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举行“世界文化
遗产的活化利用与可持续
发展”学术研讨会

泉州世界遗产能够得到世代保护、千年传承，源于广
大民众，泉州人民热心和热爱遗产的基因代代传承，有许
多人充当遗产的志愿者、守护人，默默奉献。在启动仪式
现场，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出宝阳，泉州府文
庙文物保护所主任、研究馆员何振良，晋江市文物保护中
心主任、研究馆员吴金鹏等泉州世界遗产首批导师级志愿
讲解员代表和泉州留学生联谊会副会长曾国恒，泉州大开
元寺副寺、知客释德远，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保科
副科长李庆军等泉州世界遗产首批金牌志愿讲解员代表
上台接受颁发证书。

现场，主办方还举行泉州世界遗产研究成果发布暨授书
仪式。据了解，“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
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泉州市坚持系列遗产的价
值挖掘，扎实深入推进泉州世界文化遗产考古发掘、文物保
护等方面的研究和阐释工作，取得一些成果。出版了《百越
探源 海国寻珍——泉州百年考古文集》《泉州城遗址考古
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
2019-2021年》《磁灶窑研究资料汇编》《炉火照天地》《永春县
古窑址》等。通过此次授书仪式，这些研究成果将分享到各
县（市、区），把泉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好。

此外，主办方还启动“我爱泉州”世遗之城创意传播榜
征集和评选活动。据悉，为了进一步宣传和弘扬泉州世遗
文化，推广“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城市品牌，增加人们对泉
州历史文化的认知度和关注度，值此泉州世遗两周年之际，
泉州市文旅局牵头多家单位发起“我爱泉州”世遗之城创意
传播榜征集评选活动，面向全球征集并评选泉州世遗故事、
世遗人物、世遗线路、世遗听觉、世遗歌曲、世遗礼物等六大
榜单。“我爱泉州”世遗之城创意传播榜征集评选活动上线
启动后，泉州将通过六大世遗榜单的征集评选，向全球展示
泉州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吸引更多人走进泉州、了解泉州、爱上泉州。

颁发证书，启动评选
举行授书仪式

两年来，泉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
产保护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
用”谆谆嘱托，以打造世遗保护利用典范城市为牵引，从制
度法规、要素保障、能力建设等方面实施提档升级，“政府
主导、部门共管、专家支持、社会参与、司法监督”工作格局
日益完善，“1+N”保护管理规划体系稳步施行，“宋元中
国·海丝泉州”世遗品牌效应逐渐显现，全民爱遗、护遗社
会氛围日趋浓厚。

当前，“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
产地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
和管理》项目可持续生计活动第五处试点地。“这既是荣
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泉州市市长蔡战胜表示，泉州将
以此为契机，秉持珍爱之心、尊崇之心，积极推进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
值，持续推动泉州世遗品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
年古城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成为中国第 56项世界遗产，也是为
数不多的城市型世界文化遗产。在泉州
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东亚多部门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于视
频致辞中宣布，“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地成功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
理》项目可持续生计活动第五处试点地。

“泉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
由 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
空间构成，展示了泉州在公元10-14世纪
作为海上商贸中心的活力，以及它与内地
的联系。其中，建筑遗产是构成该遗产地
突出普遍价值的重要部分。”夏泽翰指出，
和中国的38处、全球的900处世界文化遗
产一样，建筑遗产在建设包容、安全、有韧
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居住区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也正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一项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泉州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包括六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涵盖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建
筑营造技艺（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

因此，此次新试点活动被命名为“古
厝新声”，将选取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作为项目重
点，以探索遗产保护的新视野，通过闽南
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基础调查、举办闽南传
统民居营造技艺保护与传承系列活动、编
撰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系列教材等形
式，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

“2023年是非凡的一年，标志着新的
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通过 20周年之际，这一新
的试点活动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泉州
和中国在城市层面以文化驱动可持续发
展的绝佳机会，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泉州及合作伙伴的平台，多方合力，分
享遗产保护的优秀实践。”夏泽翰表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与故宫博物院、泉州携
手开展建筑遗产保护工作，通过传统建筑
和非遗的共同纽带，把东亚和东南亚的相
关方聚集在一起；泉州还将成为明年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的第二次中德文化
交流的重要合作伙伴。“我们希望通过遗
产教育，使更多的年轻人更深入地了解彼
此的遗产价值。”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林良标 文/图

“3、2、1，启动……”7 月 25
日，2023 年泉州世界遗产日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厝新声”
新试点活动在“世遗之城”福建
泉州启动，助力泉州提高遗产保
护和管理水平，打造世遗保护利
用典范城市，提升泉州在世界遗
产保护利用方面的影响力。

据悉，本次活动在中国古迹
遗址保护协会的指导下，由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
办事处、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福建省文物局和泉州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

命名“古厝新声”
探索遗产保护新视野

挖掘多重价值
让千年古城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023年泉州世界遗产日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厝新声”新试点活动现场

泉州举行“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