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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城市“根”与“魂”
近年来，泉州把世遗文化、海丝文化、闽南文化等元素融入城建项目中，

让整座城市新颜焕发，持续火爆出圈

我省部署防御台风“格美”
预计25日夜到26日晨在我省中部到浙江中部沿海登陆，强度可能达到

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级

未制止电动车违规充电

泉港一宾馆
被罚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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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近日，泉州市召开筹
划中央活力区工艺美术大师街区专题会，泉州市长蔡战
胜希望各位大师集思广益，助力城市新区加速集聚人
气、商气、烟火气。为提升中央活力区建设品质，泉州正
在策划生成“市井十洲城”文商旅项目，着力打造具有泉
州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方IP故事的文旅新地标。

近年来，泉州在推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同
时，积极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泉州文化的重任，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让整座城
市新颜焕发。

东海中央活力区是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
点，处于晋江、洛阳江两江
入海口核心位置。片区以
西紧邻泉州古城与丰泽中
心区，以东是已建设的泉
州行政中心与公共文化中
心及总部办公与居住社
区，是衔接泉州古城与新
城的重要节点。

“打造没有围墙的非
遗展示中心”“明确街区策
划和定位，形成本地元素
突出、特色鲜明的空间布
局”……“市井十洲城”位
于丰泽区东海后埔片区，
毗邻蟳埔传统村落、滨海
公园，为泉州东海中央活
力区“三大核心区”之一的
蝴蝶湾街区项目。

记者了解到，由泉州
市十洲城文旅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开发运营的“市井
十洲城”是蝴蝶湾街区项
目的重中之重，在建筑设
计上融合闽南特色与世遗
元素。采用现代的建筑手
法，把闽南的建筑元素表
达出来，结合剪瓷雕、铜
雕、出砖入石等闽南传统
建筑工艺，将泉州 22处世
遗点元素融入街区建筑设
计中。同时，通过引入工
艺美术大师，在街区设立
大师展示和传承场所，加
快业态导入和集聚，迅速
形成人气、商气、烟火气。

如果说，文化是一座
城市的根与魂，那么，城市
建筑就是一座城市的名
片，是城市的身体和骨架，
既承载着城市的历史和文
化，也反映着城市的现在
和未来。“市井十洲城”项
目，将为泉州的城市建设
作出新样板。

“天桥上有雨棚遮
阳，两侧又通风透气，很
适合老人遛遛。”在泉州
刺桐路-田淮渠节点过街
天桥上，68 岁的杨大爷
说，在天桥散步不仅有电
梯乘坐，还能欣赏到泉州
的海丝文化。

作为泉州市人大议
案重点关注的民生项目，
也是泉州市第一座设置
电梯的天桥，该天桥由泉
州建工集团承建，于 2021
年底建好通行。天桥设

计紧扣“宋元中国·海丝
泉州”主题，桥面栏杆镶
嵌有 130 片仿古铝板，铝
板双面精雕勾勒出泉州
东西塔、刺桐花、老君岩
等重要海丝名城文化代
表缩影，雨棚所覆琉璃瓦
融入闽南红砖古厝等建
筑元素，并打造特色夜景
工程，渲染强化“闽南红”
整体效果，已成为展示刺
桐古城特色与海丝文化
的新窗口，成了一座新晋
的网红打卡点。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和片区更新改造中，许
多泉州文化元素被带到
了项目中。

记者了解到，除了刺
桐路-田淮渠节点过街天
桥，在洛阳江流域综合整
治——城东浔美滞洪湖
景观公园项目建设中，也
特别设置《海丝雄风》文
化浮雕墙等景观，并同步
配套体育健身等设施，为
周边市民提供一个有“文
化印记”的休闲场所。

在推动城市建设和经
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将泉
州丰富的文化资源融入？

整个泉州古城，就是
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在
古城复兴计划中，泉州非
常注重历史街区和文化遗
产的保护。

在金鱼巷微改造工程
中，项目坚持“微干扰、低
冲击”的原则，以实现“见
人、见物、见生活”为设计
总要求，在不改变原住民
生活形态的前提下进行微

改造。在中山路整治更新
中，通过泉州市中山路骑
楼建筑保护图则的实施与
管控引导，有针对性地保
护了中山路（打锡街—钟
楼段）骑楼建筑的核心价
值要素，更好地展现了中
山路骑楼建筑的原真特
色。

记 者 了 解 到 ，项 目
借恢复街巷传统风貌的
机会，挽救、重现海蛎壳
水洗石、夯土墙、出砖入
石、封珀砖、走山仁、滴

水等 18 种闽南古建筑传
统工艺及构件。同时，
通过活化老城街巷，保
留 不 同 历 史 阶 段 的 空
间，形成记忆叠加，塑造
为泉州古城富有魅力的
日常生活和在地文化对
外展示的窗口。

见人见物见生活，留
形留人留乡愁。泉州在古
城复兴过程中，为泉州文
化的传承与保护注入新的
活力和动力，助力“世遗之
城”持续火爆出圈。

“这里的江景美如画，沿
着江边散步，在微风的吹拂
下，别提有多惬意！”傍晚时
分，市民陈女士带着孩子在
北滨江公园浦西园游玩。这
里原是一个闲置的体育公
园，经过改造后成了周边居
民遛弯、健身和休闲的首选
之地。特别是去年“五一”以
来，每当夜幕降临，36 公里
岸线灯影如画，璀璨夜景让
市民惊叹，“这就是‘光明之
城’！”

这是泉州城建城市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两江
两岸”照明提升工程，沿线 7
座桥梁、7个公园、13座人行
过街天桥、近千栋楼宇建筑

串联成“两江一湾”、古今辉
映的城市照明体系。其中，
别具海丝风情的灯光秀，已
经服务了海艺节等多场大型
活动，为来宾游客直观地展
示了“世遗文化”“非遗艺术”

“泉州精神”等泉州元素。
从金屿、百崎、金鲤等 4

座“跨江过海”通道到刺桐路
等 12 座人行天桥，从提供
2.35万个学位的东海、城东学
园到市正骨医院北峰院区等
4所医院，从城东浔美滞洪湖
到魁屿公园等一批滞洪排涝
项目及景观公园……见绿、见
美、见民生，身边的可喜变化
越来越多，泉州市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也越来越强。

“市井十洲城”
城市文旅新地标

金鱼巷微改造，活化老城街巷

首座电梯天桥，“闽南红”引游客打卡

两江两岸灯光秀，重现“光明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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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十洲城”是泉州重点打造的文旅新地标，图为项目效果图

这是泉州首座电梯天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