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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晚，随着暮色渐
浓，精心布置的灯光如彩
带般沿着石井郑成功山
门、郑成功庙、郑成功雕像
一路点亮，海峡两岸嘉宾
及信众跟随着流光，欣赏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行进式
情景演绎。

石头区域的织网捕鱼
对话场景结合戏曲唱腔
展示石井的仙鹤传说；长
廊上老者与青年跨越时
空的诉说，将石井的历史
渊源和郑成功的英雄史
迹娓娓道来；60 名小朋友
用清澈的童声合唱《我们
在这里长大》，表达对成
功故里秀美山川、丰富海
域的赞美之情；封神、兵
甲操练的高亢与悲壮震
撼人心。随着嘉宾们将

“成功牌”挂在祈福台上，
地面缓缓升起大小不一
的帆布，犹如千帆竞发的
景象，也标志着纪念郑成
功诞辰 400 周年系列活动
正式启动。

“本次启动仪式，首次
创新采用行进式情景演绎
这种非常规形式，邀请海
峡两岸嘉宾及信众等各界
人士共同参加，取得非常
好的效果。”南安市成功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文堤
介绍，启动仪式当天，石井
镇还举办“最成功在石井·
泉州乡村好货展”和“中国
乡宴·石井成功宴”两大活
动。“最成功在石井·泉州
乡村好货展”共设置近百
个展位，吸引 60余个海峡
两岸“一镇一业”、“一村一

品”、乡村老字号（伴手礼）
等农特产品参展，进一步
打响泉州市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促进农产品产销
对接。“中国乡宴·石井成
功宴”充分挖掘石井成功
文化与饮食文化的内在联
系，首次发布的“成功故里
成功宴”10道美食，每一道

菜名都与郑成功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从“唇齿相
依”的紧密团结，到“披肝
沥胆”的英勇无畏，从“唐
山过台”的坚定决心，到收
复台湾的“四海欢腾”，每
一道菜都仿佛在诉说着郑
成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更为活动上“新”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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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下旬，福建海
域“夏种”“夏收”繁忙，大
黄鱼在养殖渔排中畅游、
渔船满载海带回港卸货、
鲍鱼在养殖笼中活跃地生
长……福建是海洋渔业大
省，产出全国八成以上的
养殖大黄鱼、超过七成的
鲍鱼和约五成的海带。来
自福建海域的海产品，成
为提供丰美优质蛋白的

“蓝色粮仓”。
水产种苗是渔业的

“芯片”。走进福建闽锐宝
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鲍鱼育种车间，塑料薄膜
上生长着指甲盖大小的鲍
鱼幼苗。这里 24小时不间
断供应氧气和海水，物联
网传感器将温度、盐度等

环境参数实时传回公司研
发总部，研发人员利用种
质性状测评装置和回传的
环境参数，开展鲍鱼品种
选育。

在该公司的鲍鱼活体
种质保存库中，保存着各
类鲍鱼种质资源。公司负
责人曾剑雄介绍，公司联
合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
院教授柯才焕及其团队，
培育出耐高温、生长快、规
格大的水产新品种“绿盘
鲍”，填补了国内传统鲍鱼
无法养成大规格鲍的技术
空白。“鲍鱼在种质改良大
规模养殖之后，价格越来
越亲民，已端上寻常百姓
家的餐桌。”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福建
的大黄鱼、鲍鱼、牡蛎等六

个品种养殖产量均居全国
首位。大黄鱼、牡蛎、鲍鱼、
鳗鲡、紫菜等品种全产业链
产值均超 100 亿元。水产
品育苗覆盖鱼、虾、贝等
120多个品种，建有省级以
上水产原良种场 40 多家、
苗种繁育场超2600家。

从高空俯瞰福建连江
定海湾海域，大型钢结构的
深远海养殖平台三三两两
坐落于海上。这些机械化、
智能化的平台将海水养殖
从近海向深远海拓展，智慧
养殖、绿色养殖、规模养殖
成为现实。

踏上“定海湾 1 号”养
殖平台，可以看到大黄鱼在
其中“畅游居住”。平台负
责人卢统辉说，平台长60.9
米、宽 32米，可养 100多吨
大黄鱼，只需一两人管理。

养殖的水温、盐度等环境条
件在手机上都能看到。传
统的养殖网箱较难清理，而

“定海湾 1号”的养殖网可
自动旋转晒网，减少了藻类
附着造成的缀网和破网。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福建深远海养殖发展迅
速，新建深水大网箱数量、
深远海养殖装备规模均居
全国第一。

“闽在海中”。福建海
域面积 13.6 万平方公里，
有大小海湾 125 个、海岛
2200多个。蔚蓝的大海蕴
含着富饶的海洋物产，福
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数据显
示，2023 年福建水产品出
口额和水产品人均占有量
均居全国第一，“蓝色粮
仓”充盈丰沛。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5月19日上午，“遇见鲤·在
京城”泉州市鲤城区重点
产业推介活动暨京津冀产
业加速中心揭牌仪式在北
京举行。记者获悉，该中
心位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7号长安大戏院11楼，今后
将成为鲤城在京的招商引
智平台、科技合作平台和
对外宣传平台。

“作为泉州市鲤城区人，
非常高兴同家乡人相聚在北
京，我将全力充当家乡连接
京津冀地区的桥梁，助力鲤
城与京津冀地区互通互联，
推动跨区域的交流互促、协
同创新、共同孵化。”中国科
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欧阳钟灿说道。

据悉，泉州（鲤城）京

津冀产业加速中心将成为
鲤城接受京津冀产业发展
辐射的重要窗口，同时，发
挥首都资源优势，创新打
造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和
异地孵化平台。

现场还举行了泉州市
鲤城区招商项目签约仪
式，海丝文旅智慧体育及
配套设施项目、鲤城科创
基地项目、北体大战略合
作项目、数字经济战略合
作项目、保利供应链项目、
杉杉集团文商旅战略合作
项目、北建院文商旅设计
合作项目、中国教育福建
总部项目等16个项目上台
签约。此次签约项目总投
资达 149亿元，涉及文旅、
教育、数字经济、供应链、
智能制造等行业。

故里颂英雄 聚力共成功
泉州启动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系列活动，25场活动将贯穿全年

遇见鲤 在京城
泉州鲤城区重点产业推介活动

暨京津冀产业加速中心揭牌仪式
在京举行

福建多个海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目前福建的大黄鱼、鲍鱼、牡蛎等六个品种养殖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2023年福建水产品出口额和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均居全国第一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文/图

“启航！启航！”5月22
日晚，随着两个巨大风帆
扬起，泉州南安市石井镇
纪念郑成功诞辰 400 周年
系列活动盛大开启。据
悉，该系列活动以“故里颂
英雄·聚力共成功”为主
题，25场活动将贯穿全年，
旨在弘扬郑成功的爱国主
义精神，促进海峡两岸的
文化交流与合作。

石井镇是福建省历史
文化名镇，是朱松、朱熹“二
朱过化”之地，故有“理学渊
源开石井”的赞誉。这里享
有多个国家级荣誉，“中国
石材第一村”源于石井镇溪
东村，“中国航运第一村”源
于石井镇营前村，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高甲戏发
祥于石井镇岑兜村，中国传
统村落坐落在石井镇奎霞
村。“石井镇是民族英雄郑
成功的故乡，文化底蕴深
厚，地理位置优越，很荣幸
这两年能有机会到石井投

资，与这座城共成功。”在石
井的台商郑先生说道。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成功精神”在这座千年古
镇传承不息，激励着代代石
井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
而今，深受郑成功英雄气概
浸染的石井，泉州南翼国家
高新区建设指挥部在此批
准设立，以高新技术、港航
物流、精品石材、文旅服务
为支撑的产业布局迸发活
力。石井将全力打造新质
和美“成功故里、双港芯
城”，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首次采用行进式情景演绎 发出“共成功”邀请

郑成功是海峡两岸的共
同信仰和情感纽带。据不完
全统计，台湾各地修建的成
功庙就有100余座。适逢郑
成功诞辰400周年，作为郑成
功的故乡，石井镇精心推出

“序曲”“有戏”“庆典”“传承”
“视师”“循迹”“融合”7大主
题25场活动，从2024年5月
起贯穿全年，精彩纷呈。

“这一系列活动将展现
石井镇丰富的历史文化底
蕴，更彰显海峡两岸同胞共
同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
系。”据石井镇镇长王胜蓝
介绍，22日启动仪式后，6月
份的奎霞乡村音乐节以及7
月份的“岑兜有戏”，将围绕

石井的“侨韵”“戏韵”两大
文化特色进行；8月的庆典
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届
时，两岸同胞齐聚，共赴民
俗祈福踩街，共游成功故
里、共话成功论坛，千人成
功宴精心推送石井特色佳
肴，色香味俱全细品“成功”
好物。

下半年活动主打文旅
推介、融合迸发，将开展成
功进古城文旅推介、海上视
师实景演出、CityWalk古镇
徒步、海峡两岸年货节等活
动，让四方游客切身体验

“成功故里”的自然风光和
人文魅力，对推动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大主题25场活动
海峡两岸全年同庆

千年古镇传承不息
成功故里风华正茂

郑成功雕像前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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