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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近日，福建省“海丝国际经
贸沙龙”活动在泉州泉港
举办。活动现场，由泉港
国际商会牵头促成法影
律师事务所与印尼高景
律师事务所合作项目，共
创“海上丝绸之路（中国
泉州-印尼雅加达）法务
合作办公室”，印尼高景
律师事务所进行了项目
推介。

活动现场，福建省商
务厅外经处、中国信保泉
州营业部的专业人士，分
别就对外投资管理及保
险、企业如何“走出去”等
政策进行解读。

“今天特地从宁夏飞
来泉港参加沙龙活动，专
家们对境外投资、出海开
拓市场等方面的精彩讲
解，让我们受益良多，增进
了我们‘走出去’拓市场的
信心。“宁夏盛元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焱说，
固原市和泉港是对口帮扶
的友好城市，希望今后借
助国际商会这个平台，加
强山海协作，携手促进闽
宁发展。

据悉，本次活动是泉
港国际商会会员服务活动
系列之一，目的在于帮助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海丝国际经贸沙龙”
在泉港举办

海都讯（记者 杨江参）
7月7日，记者从南安罗东
镇获悉，经过一年来紧锣
密鼓的施工，南安市罗东
镇第一小学黄瓶学堂教学
综合楼预计 7 月中旬竣
工。该楼由热心乡贤、大
洋集团董事长黄清海与香
港联合集团创始人李明

治，共同以实物捐赠的方
式所捐建。

据悉，该教学综合楼
总投资 1000万元，总建筑
面积约 3200 平方米，共 5
层，配备16间教室、1间多
功能会议室。项目计划今
年7月中旬竣工，9月正式
投入使用。

南安一小学
新综合楼即将竣工

总投资1000万元，由热心乡贤捐建

海都讯（记者 杨江参
通讯员 林晓燕） 7 月 7
日，记者从晋江市交通运输
局获悉，晋江晋新路快捷化
改造工程Ⅲ标段桥梁下部
结构工程基本完成。

据悉，晋新路快捷化改
造工程Ⅲ标段起于晋新路裕
福集团，终于西滨镇军垦农
场，右侧紧邻东部快速通道，
线路全长 1.94公里，主要包
含Y形互通主线桥梁 1座、
匝道桥4座、新建人行天桥1
座以及主线两侧辅道工程。

“目前，往东部快速通
道方向的桥梁桩基、墩柱已
基本完成施工，现浇箱梁已

经完成 20%，桥梁上部结构
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晋新
路快捷化改造工程Ⅲ标段
项目党支部书记赖有华表
示，近期天气晴朗，施工组
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施工现
场共有 300 多名工人，6 套
支架模板，全力抢抓时间，
推进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年
底可以基本完成现浇箱梁
主体工程。

作为福建省、泉州市和
晋江市三级重点建设工程，
以及泉州市“聚城畅通”工
程，晋新路快捷化改造工程
起于六源路（北接晋江大
桥），终于西滨镇军垦农场，

路线全长约 8.74公里，路基
宽度 60米。项目总工期 30
个月，计划 2025 年年底完
工。项目建成后，全线主车

道无红绿灯，泉州与石狮的
过境车辆可快速通过，将大
大缓解晋东新区及周边道
路的交通压力。

晋江晋新路快捷化改造工程“上新”
工程Ⅲ标段桥梁下部结构工程基本完成，整个项目预计2025年年底完工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7 月 25 日是泉州的第三个

“世界遗产日”。7日，记者
从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获
悉，“海丝新空间”戏剧孵化
计划作品将于 2024泉州世
界遗产日期间，在泉州多个
新空间进行沉浸式演出。

“海丝新空间”戏剧孵
化计划旨在通过挖掘、培
育、孵化创新形态的中国戏
曲及跨界作品新人新作，为
优秀的创作方案及计划提
供创作辅导、场地使用及资
金支持，最终将作品成品展
现给行业专业人士、观众、

媒体及社会各界。计划自5
月启动以来收到来自全国
各地共63份投稿作品，经过
初选、终选两轮筛选以及创
作营阶段，最终 6部风格不
一、类型多元的戏剧作品进
入最终孵化环节。

“此次作品创作逻辑均
遵循以戏曲艺术为核心元
素，将戏曲元素与戏剧、舞
蹈、音乐、电影、偶、面具、新
马戏、肢体剧、多媒体剧场
等艺术形式相结合。”福建
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此外，在表演
形式、观演关系等方面，本

次演出打破原有的舞台表
演模式，带领观众走出传统
的镜框式舞台，来到文旅小
镇、文博场馆、文旅酒店等
演艺新空间。

记者获悉，展演地点共
有 6处，分别在惠安小岞美
术馆、伯勒小镇、南外宗正
司、源·1916工业遗产馆、伯
勒七星村、泉州录莳人文酒
店，其中泉州录莳人文酒店
分为天台和1层两个演出空
间。展演时间为，7月 21日
将在惠安小岞美术馆进行预
热演出，7月24日至27日在
古城新空间进行展演，并于

7月27日在梨园古典剧院举
办第二届海丝泉州戏剧周暨
2024全国南戏展演闭幕式。

本次活动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
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泉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中共泉州市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支持，福
建省艺术研究院、福建省戏
剧家协会、中共泉州市委宣
传部、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
府承办，福建省梨园戏传承
中心、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曾静萍工作室执行。

7月泉州将有新戏上演
2024泉州世界遗产日期间，“海丝新空间”戏剧孵化计划将在

泉州多个演艺新空间展演

海都讯（福建日报记者
苏 依 婕 通 讯 员 汪 桢
黄秋雅） 记者 7 月 5 日
从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获悉，今年上半年，福建
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
旅客约329.1万人次，同比
增长约 96.4%。其中，内
地居民约174.7万人次，港
澳台居民约 98.5万人次，
外国人约 55.8万人次，同
比 分 别 增 长 约 69.9% 、
108.3%、220.4%。

闽台往来方面，闽台
人员往来增速明显、日趋
活跃。上半年，福建边检
机关累计查验闽台往来旅
客约 92.1万人次，自福建
省口岸入境的台胞达 42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近
1.3倍、超1.2倍。

国际人员文化交流、
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上半
年，共有约 28.5万人次外
国人经福建口岸入境，系
2023年同期的3倍多。其

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近9.8
万人次，约占所有入境外
国人的 34.3%。外国人来
闽以旅游观光最多，其次
为探亲访友、会议商务、工
作、学习等。同时，厦门口
岸国际中转业务保持高增
长态势。上半年，24小时
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
续便利措施已惠及超过
110个国家（地区）4.4万余
人次。

空港口岸方面，上半
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
国际（地区）客运航线增至
17 条，覆盖新加坡、马来
西亚、泰国、日本、韩国、美
国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共
有国际（地区）客运航线
25条，通往四大洲16个国
家。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口
岸国际（地区）客运航线增
至 8条，覆盖新加坡、马来
西亚、菲律宾等 7 个国家
和地区。

上半年福建口岸出入境

客流量同比增长约一倍

N据福建日报

7月底，2024 年巴黎奥
运会即将拉开帷幕。乘着
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事
带来的东风，我省尤其是厦
门体育用品行业出口掀起
热潮。来自厦门海关的数
据显示，今年 1—5月，福建
省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值
突破 50亿元，其中，厦门市
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 29.9
亿元，占全省一半以上。

形状裁切、加热成型、外
观涂装、打孔穿线……炎炎
夏日，在厦门新凯复材科技
有限公司（下称“新凯复材”）
的生产车间，流水产线火力
全开，一支支款式新颖的碳
纤维网球拍生产完成，随后
被打包装箱，等待发往海外。

专注于碳纤维材料研

发应用的新凯复材，已经深
耕该领域30余年，产品品类
覆盖体育用品、安全头盔、
航空航天、3C 以及医疗器
械等众多领域，尤其是以网
球拍为代表的各式碳纤维
体育产品风靡海外市场，已
经成为世界高端网球拍第
一大生产厂商。

得益于巴黎奥运会、法
网、温网等多个赛事叠加的
效应，今年初以来，新凯复
材的网球拍、自行车等与赛
事相关的产品订单量持续
上涨，部分热销产品销量同
比增长近15%。

“去年底，企业接到相
关订单后就开始紧密筹备
生产。如今，每周都有订单
产品发往海外，产线始终处
于满产状态。”新凯复材经
理陈玉洪介绍，公司生产的

网球拍、自行车等有望亮相
奥运会赛场。

不只是网球拍等比赛
用品，随着“奥运经济”持续
升温，各类相关体育产品出
口热度也节节攀升。

朗美（厦门）健身器材
有限公司（下称“朗美”）是
一家以欧洲和北美洲为主
要市场，销售商用中高端健
身器材的公司，产品主要供
应健身房和高档酒店。朗
美总经理吴纪东介绍，从过
去的经验来看，奥运会、大
运会等国内外重要体育赛
事，都会促进相关体育用品
的热销。今年1—4月，公司
出口 1.68 亿元，同比增长
28.23%。

“奥运会不但掀起了全
民运动的风潮，也带动更多
人注重科学和高效的健身

方式。”吴纪东表示，精准化
和定制化就是赛事热潮带
动下的市场趋势。

以朗美当下销量最好
的“IP”系列为例，一方面，产
品更注重训练的“精准度”，
即通过对设备进行研发，改
善运动轨迹，更有针对性地
训练目标肌肉；另一方面，产
品提供专项定制，更好地满
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
1—5月，福建省体育用品及
设备出口值 51.9 亿元。其
中，厦门市体育用品及设备
出口 29.9 亿元，同比增长
9.4%，约占同期福建省体育
用品出口总值的 57.6%，健
身及康复器械，一般体育活
动、体操或竞技用品及设
备，高尔夫球设备等多个品
类的出口数据尤为亮眼。

“奥运经济”升温“厦门造”出海加速
今年1—5月，我省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值突破50亿元，其中“厦门造”占全省一半以上

改造施工现场（董严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