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安是著名侨乡，也
是民营经济大市。上世
纪 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
浪潮席卷整个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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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组成
一支势不可挡的供销铁
军，为南安建材产业开天
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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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安市石材协会秘书
长介绍，长期以来，南安致

力于将国外优质、有特色
的石材品种引入国内，特
别是与“一带一路”国家的
合作，为国家的经贸合作
做出积极贡献。

数据显示，今年1至5
月，南安对“一带一路”国
家出口 28.46 亿元，比增
15.97%。今年 7月正式上
线的南安跨境电商服务平
台，以助推本地跨境电商
企业出海为核心目标，将
帮助更多南安优质企业闯
出订单新空间。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赖淑玲 文/图） 8月
10日，记者现场探访得知，
自前段时间防台风防暴雨
应急响应解除后，泉州市一
批重点项目已有序复工复
产，抢抓工程进度。其中，
泉州市洛江区各重点项目
均已复工。

“轰轰轰！……”走进
泉州第十一中学塘西校区
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再度
响起，各班组施工师傅们有
序开展模板搭设、钢筋绑
扎、水泥铺设等各项作业，
建设现场恢复了往日热闹
的景象。

记者现场采访得知，由
于台风前做了充足准备，台
风期间，项目除了围挡和临
时广告有部分损坏，其他受
影响不大。台风过后，项目
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修复
损坏设施，并按要求有序
复工。“复工前，我们进行
了塔吊等大型机械的检
测，排查临时用电、基坑积
水等情况，对地下室高边
坡的位置进行监测。同
时，帮助工人进行进场前
的安全交底，所有的隐患
点都解除后才进行复工。”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戴文

首告诉记者，与此同时，项
目部还组织人员对生活区
和办公区进行消杀，确保安
全复工复产，“台风后，政府
也很支持我们，提前靠前服
务，指导我们进行灾后重
建，现在复工率已经达到
100%，已经基本上达到了
台风前的进度要求”。

在洛江区医院新院区
扩建项目现场，记者见到
同样的繁忙景象——近 50

名施工人员在各个岗位上
忙碌，各类机械开足马力，
有序运作，加快项目施工
建设步伐。

记者现场了解到，该
项目工地围挡、办公区广
告等设施在此次台风中受
损。“台风过后，我们立即
组织人员进行抢修，目前
除部分工地围挡外，其余
基本修复完成。另外，我
们也在复工前对现场进行

了全面排查整改。”项目经
理李杰钦告诉记者，台风
过后，项目部第一时间组
织人员对现场进行全覆盖
检查，包括排查整改临时
用电、加固临时工棚、重新
检测大型机械、抽排基坑
积水、工地全面消杀、工人
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等方
面。在确认项目的安全生
产条件后，于 8月 2日全面
复工复产。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赖淑玲 文/图）
受台风“杜苏芮”及强降雨
影响，泉州市洛江区不少
农户大棚损坏，未长成的农
作物受淹。8月10日，记者
从泉州市洛江区获悉，为及
时恢复生产、减少损失，连
日来，洛江区各农户纷纷抢
抓农时，采取各项补救措施
抢种果蔬晚稻，有力地保障
农产品供应。

9 日上午，记者来到
丰田农业果蔬种植基地
现场，只见当地村民正操
作犁地机翻耕土地，待全
部翻耕过后就可以开始
播种了。

目前基地抢种的作物
以小白菜、空心菜、红苋菜
等短时作物为主，约 22~
30天就能收成上市，以保
证市场供应和收入。

同时，基地也积极组
织人力物力，对部分损坏
的大棚进行抢修。“大概有
20个大棚受影响，面积将

近 9 万平方米，目前已经
恢复了 2万平方米左右。”
该基地负责人庄荣枝表
示，目前抢修重点主要是
因台风受损的大棚顶膜，
相应棚内的智能温控系统
也完成修复检测，待播种
后投入使用。

而在华优自然教育基
地现场，记者看到，水稻田
里插满了秧苗，一排排秧
苗随风摆动，生机盎然。
一旁的农户们卷起裤腿，
弓着腰，育秧、抛秧、插秧
一气呵成，呈现出生机勃
勃的晚稻种植农忙景象。

“我们总共有 50亩的
水稻农田，在立秋之前已经
抢种了大概 40亩，这两天
能全部播种完成。”该基地
负责人刘淑华表示，为抢抓
农时，保证晚稻播种，台风
过后，基地第一时间组织大
型耕地机，运用机器犁地，
同时农户们分工配合、流水
作业，“人机合作”，大大提
高晚稻种植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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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泉州欢迎您

南安九日山：“海丝之路”从这里启航

泉州一批重点项目有序复工
包括泉州第十一中学塘西校区、洛江区医院新院区等

泉州灾后农业生产复工忙

1400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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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丝”重要考察点之一，南坑古窑址出产的瓷器曾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地。

南安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目送过先辈们漂洋过海、寻梦天涯，也见
证过“东方第一大港”千帆竞发、万商云集的盛世繁华。时至今日，南安仍然具有很深的
海丝情结。在如今的雪峰开发区，依然保留着印尼、越南人传承下来的异域风情，为南
安烙下了浓浓的海丝印记。

南安丰州九日山，是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
起点。

九日山摩崖石刻是北宋
及南宋时期泉州地区官员和
市舶司为“番舶”举行“祈风”
祭祀活动的石刻文字记录，
也是现存唯一的古代中国官
方有关航海事宜举行国家祭
典的真实记录，印证了十二
三世纪我国宋代泉州港同东
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
和东非等地区海上经济贸易
和人民交往的史实，是见证

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
端起点的最重要史迹之一。

九日山下的昭惠庙，祀
奉闽南最早海神通远王。宋
元时，泉州郡守每年都要在这
里举行祈风盛典，目送浩浩荡
荡的船队从山下的古港出
发，驶向泉州湾，将中国的商
品和文化带往世界。如今每
年的仿古祈风仪式，更是传承
了这一海丝文化，九日山祈
风仪典也因此被列入泉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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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古窑址依山而建，以烧制
青瓷、青白瓷为主。釉色繁
多是它的一大特点，除大量
烧造篦点划花青瓷外，还仿
烧龙泉官窑等多种釉色青
瓷，工艺水平已经非常成熟，
产品在日本及东南亚大量出
土或出水，是宋元时期福建
最重要的外销瓷窑址之一。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通讯员 陈鑫炜 黄瑜鹏
傅锦圳 文/图

“海丝”东端起点九日山“珠光青瓷”南坑古窑址 乘着“一带一路”东风 越来越多南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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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第十一中学塘西校区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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