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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年前，南安九日
山下，金鸡古港开埠迎宾，
航通四海，发展成为举世
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起
点，见证了“东方第一大
港”千帆竞发、万商云集的
盛世繁华。南坑古窑址出
产的瓷器曾借着“海丝之
路”，远销日本、东南亚等
地。

近年考古专家证实，
《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
的“距城十里”的产瓷地，

被日本学术界称为“珠光
青瓷”的宋元古瓷的产地，
便是位于南安东田南坑一
带的古窑址。

南安是著名侨乡，也
是民营经济大市。上世纪
90 年代初，爱拼敢赢的南
安人紧紧抓住机遇，投身
全国各地的建材产品销
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后，南安提出建立泛
家居产业联盟的倡议，推
动石材陶瓷、水暖厨卫、五

金安防、家具等传统产业
跨界融合，抱团走出去。

如今，南安的建材产
业蓬勃发展，涵盖了石材、
水暖、卫浴、泵阀、消防等
众多细分领域，各类商品
畅销“一带一路”沿线市
场，去年更是闪耀卡塔尔
世界杯。根据统计数据，
南安建材产业链的年产值
超过 2000 亿元，已经成为
南安县域经济产值的主要
贡献者。

10年来，泉州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引进来”“走出去”

泉州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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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一 带 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这十年来，泉州市主动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加快推进21
世纪“海丝名城”建设，

“引进来”“走出去”双
向奔赴。

安溪是中国乌龙茶之乡、
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

这十年，安溪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今年 5
月，安溪铁观音走进联合国
纽约总部等地举办“茶和天
下·雅集”文化交流推广活
动，开展茶酒对话；在意大
利举办铁观音“‘香约罗马’

共享农遗”活动；“以茶为
媒、凝聚侨力”系列活动走
进泰国曼谷；举办“一带一
路”国家农业文化遗产研修
班，来自5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 20名学员参加此
次研修班，多角度直观感受
中国茶文化魅力和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实践。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安溪铁观音将延续

“丝绸之路”文化的历史情
缘，依托千年的茶文化积淀
形成的文化自信，不断促进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文化交流，成为全球
爱茶人心中的“中国符号”。

安溪也列出了关于茶

的“计划表”：力争至 2025
年，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
350亿元，努力打造引领业
界、全国最强、世界知名的茶
业制造中心、茶叶交易中心、
茶配套生产中心、茶业数字
中心、茶业科技创新中心、茶
文化旅游中心、茶业金融中
心，建设现代茶业强县。

永春县曾是古代海上
香料贸易的重要物资集散
地。永春篾香，又名神香、卫
生香，是一种选用上等芳香
植物和中药材配制后供人点
燃的名贵香料，是唐宋时期
移居福建泉州的阿拉伯人蒲
氏家族后裔引进、发展起来
的。2021年6月以“永春香”
为代表的福建香制作技艺，
入选国务院正式公布的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达埔镇汉口村党委书
记洪毅湘介绍，作为永春香

文化发祥地的汉口村，历史
上就与“海上丝绸之路”有
着密切的机缘。300 多年
来，为了得到更好的香料，
蒲氏后人去越南开设分店，
将当地采集的沉香、肉桂等
香料，运到永春总店配制生
产，再销往东南亚、日本、欧
洲等地。

近些年，随着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永春
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
发展期。一根小小的篾香，
已壮大成为永春的主导产
业之一。

泉港 古与今的丝路海运
安溪 打造全球爱茶人心中的“中国符号”

永春 一缕篾香，望见千年海丝繁华

南安 石材从“海丝之路”再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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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香在永春汉口已有300多年历史（康庆平/图）

作为中国海港文化之
乡，泉港在“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独一无二的“水密隔舱
福船制造技艺”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非遗保护名
录和国家级非遗名录，是海
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载体；土坑港市遗址
则是泉州保存最完好的港
市遗址，填补了泉州“海丝”
港市遗址的缺环。

福船作为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上令人瞩目的运载
工具，无数的丝绸、瓷器、茶
叶、香料等物品通过它跨越
海洋，远销异域他乡。

如今，来到泉港可以见
到，一艘古色古香的福船悠荡
在锦绣湖上，引来不少市民围
观。这是一艘1∶1复原的明
代福船。据介绍，这艘福船的
复原建造历时5个多月。

2014 年 11 月，泉港区
“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
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扩展项目名录，随后水密隔
舱福船船模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永久收藏，让全

世界感受到福船的魅力。
从空中俯瞰，位于泉港

区后龙镇土坑村成片保护
的闽南古厝群，蔚为壮观。
因为与海外往来密切，这条
古街也就有着浓浓的“海
丝”文化气息。

土坑古村落有600多年
历史，它自古以海为生，海运
商业发达。据介绍，土坑村
港市遗址是泉州市目前保存
最完好的港市遗址之一，是
古代泉州海上贸易的重要组
成部分，填补了“海上丝绸之
路”中国史迹遗产点目前暂
无港市遗址的缺环。

过去十年里，泉港搭乘
“一带一路”春风，主动融入
“丝路海运”，推动港口发展，
逐渐成为工业和贸易的重要
区域，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天然良港肖厝港区，港
口吞吐量从2010年首次突破
千万吨，至2022年已达3000
万吨/年，十年里翻了三倍。

随着港口建设发展，泉
港进一步密切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出口涉
及“一带一路”64个国家。十
年来累计出口额43.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