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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文
部门供图） 9 月 2 日，“清
新福建·海丝泉州”非遗展
开幕式在北京景山公园观
德殿举行。在北京中轴线
申遗成功之际，此次展览让
福建非遗项目与北京皇家
园林独有的自然人文景观
相融合，更好地迸发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同时为广大游
客带来一场视觉与感官的
双重文化盛宴。

泉州拥有 6 项世界级
非遗和 36 项国家级非遗，
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拥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三大

类别的城市。开幕式现场，
泉州市文旅局为北京市民、
游客带来了世界级非遗项
目泉州南音、提线木偶戏表
演，火爆全网的蟳埔簪花
围、惠安女服饰等互动体
验。此次展览历时一个月，
呈现多项世界级、国家级非
遗。比如，水密隔仓福船、
德化白瓷、惠安女服饰、蟳
埔女簪花、安溪藤编、木雕
等一系列作品，这些展品一
经展出就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欣赏打卡。

泉州市文旅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非遗展品是泉州

独特文化和精神气质的典
型代表，希望通过泉州与北
京中轴线作为世遗点位联
动增进国内外朋友对泉州、
对福建厚重历史文化的了

解，将世遗泉州推向更广阔
的舞台，推动把泉州、把福
建打造成为世界知名旅游
目的地。

“北京与泉州都是首批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
名城保护、文物活化利用、
文化传承传播、文创创新发
展等方面，都有共同的践行
目标。”北京市公园管理中

心党委委员、副主任杨华表
示，希望双方利用各自优势
资源，加强协作，守护好中
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
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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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线木偶戏表演 簪花围互动体验
“清新福建·海丝泉州”非遗展在京展出，将持续一个月

N海都记者 杨江参/文 通讯员 南宣 部门供图

9月4日，记者从南安获悉，去年以来，南安市贯彻落实泉州市“一县一溪一特
色”田园风光建设指导意见，坚持项目化运作、清单化管理、台账化落实，系统策划
水头镇大盈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形成以“美丽河道”为依托、串联沿线“美丽田园”
和10个“美丽村庄”、带动全域“美丽经济”蝶变成景的和美乡村发展格局，共生成项
目37个、计划总投资4.5亿元。今年4月，泉州市2024年“一县一溪一特色”田园风
光建设暨春季农业生产现场推进会在南安市水头镇召开。

指挥体系有序。建立
“指挥部+属地乡镇+国有
企业”运行体制，由南安市
委副书记和分管副市长总
牵头，辅之“136”工作法、大
督导、“蓝黄红”三色分级预
警等机制，实行一日一跟
踪、三日一会商、一周一调
度制度，对项目涉及的土地
流转、招商引资和用地保障
等专题调度，有力有序推进
项目建设。

项目运作有效。以水田
村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同步、农文旅三产融合
为目标，实施以“一廊两核十
村十点”为空间结构的大盈
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采
取“政府投入+专业机构运
营+村级共同参与”模式，深
度对接专业运营团队，充分
发挥村级组织和社会力量，
推动全域土地整治、空间活
化、农文旅融合，让投入产
出效益转化为经济价值、生
态价值、社会价值。目前，
大盈溪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已基本竣工，千亩良田示范
区初见成效，休闲农业设施
基本完工，美丽田园、农业
博物馆、呈美村美丽村庄建
设等一批项目建成。

资金拼盘有力。明确
项目主管单位、业主单位、

代建单位，由水头镇和南安
市属国企文体旅集团联合
成立的南安市水美乡村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投融
资主体，策划生成水头镇农

作物种植基地及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争取专项债
资金 3.1亿元。同时，发动
社会各界力量，撬动社会资
本近1亿元。

产城联动。借力重点
片区更新改造、城乡品质
提升等工作，带动大盈溪
沿线乡村石材、文创、设计
等产业发展，催生商贸、餐
饮、住宿等相关配套行业，
促进农民变成工人、村民
变成股东，帮助1万多名农
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家门口
就业、增收、致富。

文旅撬动。以“一县一
溪一特色”田园风光建设项
目为载体，依托大盈溪流域
沿线文物古迹、华侨古厝等

文旅资源，策划“石壁桃源·
养心呈美”农文旅、五里桥
工业文创园等项目，生成寻
根之旅、世遗文化、田园风
光、现代农业研学等精品旅
游线路，打造休闲旅游体验
带，演绎以“农文水石”为主
题的乡村振兴美景。

数智驱动。探索“数
字+乡村”模式，植入一批
新技术，赋能乡村农业、健
康运动、基层治理等多重
场景，如田园风光数字农
业项目建立智慧农业大数

据平台，引进智慧育秧工
厂、生产机械化等现代化
农业技术，实现生产管理、
在线监控、成虫害监测、远
程灌溉等智慧升级。

基建推动。以实施“五
个美丽”工程为抓手，联动
农村污水纳网纳管、“裸房”
整治，沿线 10个村庄建成
150个美丽庭院、123个美丽
微景观、26个美丽小公园、8
个美丽休闲旅游点、上千亩
美丽田园，推动城乡环境和
村容村貌全面提升。

成片流转耕地开岸。
实施农田“开岸行动”，整
合流转沿线零散“巴掌地”

“边角料”土地，坚持“一户
一策”原则，深入田间地
头、农户家中沟通解释，仅
用20天时间就顺利流转千
亩良田示范区一期耕地
600 亩，实现与本地群众
4000多人、外地菜农200多
人“零纠纷”“零遗留”，现
已推动1000亩农田“优质、

集中、连片”。
盘活利用闲置土地。

运用宅基地入股、出租或委
托经营等方式，唤醒闲置宅
基地、原有废弃用地和民房
等“沉睡资产”。如埕边村
利用 21栋“番仔楼”，融合
文创、非遗等元素，开发创
设邻里“星空”餐厅、侨史馆
等文旅产业，成为“网红打
卡点”。又如朴一村活化吕
承来名人故居，建设石创会

客厅、农事博物馆，为农村
美好生活“加码赋能”。

集约转化集体用地。
创新推出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地票”，村民无偿供地
给村里长期使用。如朴一
村 300多户村民无偿拆迁
房屋 3 万多平方米、捐地
50 多亩，集约整合成口袋
公园、停车场等公共空间，
入选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创建名单。

高效利用土地 释放和美乡村“新空间”

攥指成拳保障 激发和美乡村“新活力”

坚持共富共美 锻造和美乡村“新引擎”

水头镇五化农田示范基地

利用闲置“番仔楼”，发展文旅产业，为农村美好
生活“加码赋能”

南安“一县一溪一特色”大盈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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