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曾是我国古代
“东方第一大港”，也是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自 2013 年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泉州
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经贸
往来具备的独特优势，积
极推进“海丝”先行区建
设，着力打造泉州 21 世纪

“海丝名城”，取得明显成

效。泉州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日
益紧密，成为泉州开放型
经济新亮点。

8月10日，记者从泉州
海关获悉，2022 年泉州市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1487.7亿元，同比增长
14.2%，占泉州市外贸总值
的54.86%。今年前4个月，

泉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额 461.6亿元，同
比增长 3.4%，成为拉动泉
州外贸稳增长的强劲动
力。而今，“泉州造”的纺
织品、服装、鞋类、工程机
械、瓷砖、陶瓷等商品热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矿产、化工品、

石材和农产品等也较好地
满足泉州能源和原材料、
民生需求，经贸合作不断
升温。

泉州海关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今年5月25日开
通的泉州—中东航线为双
周班，截至6月6日，新航线
已运行 2个航次，共出口货
物111标箱、1238.09吨。

永春县达埔镇汉口村
是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产
业历史悠久，产品远销海内
外，是生产篾香的专业村，
更是中国最大的神香生产
基地之一。走进汉口村，空
气中流动着香料特有的芬
芳，沁人心脾。

“人之喜香，如花之向
阳。汉口村的制香工艺正

是源于阿拉伯蒲氏后裔，迄
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汉
口香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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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世代经
营香料的阿拉伯大商人蒲
寿庚在泉州长期从事香料

贸易，其后裔蒲世茂于清顺
治三年（1646年），迁居到汉
口村“后溪寨”，制香技艺也
随之传入。

蒲氏家族原是以香料
经营为主，后由于朝廷实施
禁海政策，香料进口锐减，
无法满足国内需要，蒲家先
祖便到处寻找本土香料制
香。当时的汉口村植被很

多，原料充足，为篾香的生
产提供了极大便利，于是蒲
氏家族便在此定居，开始了
制香之旅。依托当地丰富
的竹资源，蒲氏以细小的竹
篾为骨，将异域香料研成粉
末后涂于篾骨，是为永春篾
香。蒲氏将制香手艺传授
给了广大乡亲，永春的制香
史由此开启。

永春篾香见证千年海丝繁华
永春香由阿拉伯后裔传入，如今续写千年海上“香路”传奇，全县有

制香企业近300家，香品深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喜爱

更多“泉州制造”沿“丝路海运”走向世界
泉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日益紧密，累计开通“一带一路”外贸航线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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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杨江参

今年5月，泉州石湖港区举行泉州—中东外贸集装箱航
线首航仪式。当日，在泉州海关监管下，装载着66标箱、总价
值290万美元货物的巴拿马籍外贸集装箱班轮“星源”轮，从
石湖港区出发，经广州南沙港奔赴阿联酋杰贝阿里。这标志
着中国著名侨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福建泉州正
式开通首条中东外贸集装箱航线，开启“丝路海运”新征程。

此前，泉州港国际集装箱航线仅限于东北亚、东南亚地
区内。此次开通的中东航线，一路西进，直抵中东深处的阿
联酋，全程约20天，后续延伸航线可向西过苏伊士运河后
进入地中海到达欧洲地区。伴随着新航线的开通，更多“泉
州制造”商品将沿着“丝路海运”走向世界。

近年来，泉州港积极融
入“丝路海运”战略，深入对
接RCEP国家航线，随着石
湖港区十万吨级新泊位投
产，5G无人集卡成功参与实
船作业，智能理货、无人闸口
等智能化改造持续推进，港
口效率持续提升，泉州港的
集装箱业务不断突破。

根据泉州海关统计，
2022年，泉州港外贸集装箱
突破十万标箱，达到10.96万
标箱，同比增长29.61%。今
年以来，泉州依托优良的港
口条件和地理优势，新开通
外贸集装箱航线 3 条。目
前，泉州市累计已开通“一带
一路”外贸航线 18条，航线
直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
亚、新加坡、印尼、日本、俄罗
斯、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

此前，在泉州海关的全
力支持与悉心指导下，晋江
陆地港业务高速发展，现已

汇集海陆空铁邮多式联运
资源，形成以“国际陆港口
岸”“跨境服务口岸”双口岸
并行的服务体系，成为泉
州、晋江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的枢
纽。十年间，进出港也从
2013年的4.56万标箱、进出
口额 7.79 亿美元，跃升至
2022 年的超 30 万标箱、年
贸易总额 60 亿美元。目
前，晋江陆地港共有 200多
家企业入驻，2000多家企业
入港开展进出口业务。

泉州海关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泉州海关将
助力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新
开辟国际航线、中欧班列业
务增量扩容，支持做大做强
泉州综合保税区、晋江陆地
港等平台，推动泉州港对外
开放和新开外贸集装箱航
线，推动“丝路海运”稳步发
展、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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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丝起点——泉州的下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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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踏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
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这里相遇，孕育出独
有的芬芳并相传至今。永春篾香，是中原
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因缘际会，却成就了中
西文明碰撞交汇的璀璨结晶。

永春的“乡愁”诗人余光中评价永
春篾香说：“香始于嗅觉而通于文化，
文化之芬芳赖美名以传，制香业者实
功同蜜蜂，泽被人群。”

300多年来，虽扎根山
间，永春香依然向海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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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到永春总店进行配制
生产，再销往东南亚、日本、
欧洲等地。在蒲家的带动
下，汉口村的香坊越开越
多，产量越来越大。

洪毅湘表示，自上世
纪 90年代起，汉口村敏锐
把握时代机遇，以深厚的
香文化底蕴为根基，致力
拓宽香品制作销售上下游
产业链，由此开始了飞跃
的发展。汉口村凭借制香
产业，1994年成为永春县
首批亿元村，1995年汉口
村委会荣获全国模范村委
会的称号，2020年入选福
建省第三批省级传统村
落。发展至今，汉口村现
有香企 30多家，每年创造
的产值高达2.3亿元。

蒲氏后人介绍，历史
上“永春香”与国运相伴，曾

经历过一段困难的时期。
清代“海禁”等闭关锁国政
策和近代积贫积弱的社会
环境，导致“永春香”发展受
到严重制约，产业一落千
丈。改革开放后，“永春香”
才枯木逢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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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永春县获悉，
一根小小的篾香，不仅造
就汉口村独具魅力的产业
特色，更是壮大成为永春
的主导产业之一。近年
来，永春县不断加大扶持
香产业聚集发展力度，助
推永春香高质量发展，全
县已拥有制香企业近 300
家，出产的香品不仅畅销
国内，也深受“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喜爱。

“永春香”是文明交融
的历史遗产，见证了千年海
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如今，
我们也期待它在新时代，续
写千年海上“香路”传奇。

共建“一带一路”
永春香迎黄金期

阿拉伯后裔传入制香技艺 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泉州造”热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泉州开通“一带一路”外贸航线18条

制香在永春已有300多年历史

中欧（泉州—莫斯科）班列开行（黄忠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