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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千年海丝古城邂逅数字经
济之都，文旅产业点燃合
作热潮。5 月 23 日，泉州
今年国资国企首场省外招
商推介活动在杭州启幕，6
大市属国企组团招商，签
下141亿元大单。

招商会上，泉州市政
府副市长、文旅经济发展
总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长
黄文捷带队，泉州市国资
委党委书记、主任王志强，
泉州文旅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文坤等人变身
“城市推荐官”，全方位展
现世遗泉州背景下的文旅
发展新图景。

记者获悉，此次活动
共促成20个项目成功对
接，总投资 190.5 亿元。
另外，14 个项目现场签
约，涵盖文旅经济、低空经
济、创投基金、新材料等前
沿领域。

推介会上，泉州非遗
“天团”大放异彩。灵动的
提线木偶在指尖“起舞”，婉

转的南音穿越千年而来，泉
州用活态非遗展演诠释“活
着的世遗”魅力，在场嘉宾
沉浸式感受“宋元中国看泉
州”的文化底蕴。

“这是泉州主动融入
长三角经济圈的重要一
步，标志着国资国企正以
开放姿态拥抱新机遇，为
城市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据介绍，此次签约项目，涵
盖古城文旅开发及新兴产
业布局，彰显泉州产业升
级的决心。

组团招商 泉州签下141亿大单

海都讯（记者 杨江参）
5 月 25 日，记者从南安获
悉，总投资约 2000 万元的
南安市梅溪洪梅镇河道整
治工程已于近日全线完
工。

南安洪梅镇水利办工
作人员介绍，该项目综合
治理河道长度 5127 米，治
理范围为洪梅镇大坪桥至
东阳桥。工程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河道清淤清障，新
建堤防、护岸，新建排水涵
管 10座，拆除拦水坝 7座，
改建6座拦水坝，新建下河
台阶15处等。

该项目能够快速落地，
离不开梅溪沿岸村民的
大力支持。洪梅司法所
所长、项目负责人李荣艺
介 绍 ，项 目 共 涉 及 洪 溪
村、六都村、新联村、仁科
村、山溪村 5 个村，需征
用土地 40 多亩，涉及 600

多户村民。得知项目即
将启动建设，村民们纷纷
响应，无偿捐地，让项目
建设得以按时推进。

李荣艺介绍，项目建
成 后 ，原 本 梅溪河道从
最窄的 8 米宽扩大到 16

米 宽 ，部 分 河 道 最 宽 处
达 到 28 米 。 经 过 清 淤
清 障 ，新 建 的 护 堤 高 度
从 2 米增加到 4 米多，有
效保护梅溪两岸的农田
和村庄。

记者了解到，在该项

目建设过程中，还配套实
施了绿化、美化、亮化工
程，修建机耕路和灌溉水
渠，种植花草树木，安装
景观灯带等。如今，梅溪
摇身一变成为村民休闲
散步的好去处。

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通讯员 陈秋虹 张惠玲）
2025年5月23日，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
北京召开，惠安荣膺第
七 届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称
号。除此之外，该县还
有 8 个创建集体荣获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各类先
进荣誉。

据悉，自 2015 年起，
整个创城过程中，惠安
聚焦民生，实现城市品
质从“面子”到“里子”的
蜕变。曾经脏乱差的箭
场巷，如今人车分离、设
施齐全；201 个老旧小区
完成改造，居民生活更
舒适；农贸市场硬件与
管理升级，商户生意更
红火；30 处口袋公园、综
合公园的打造，让居民

畅 享 绿 色 福 利 。 十 年
来，惠安累计投入 16.22
亿元，实施 208 个创城达
标提升项目，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

城市之美，核心在
人。文明已深深融入惠
安人民生活，涌现出众多
感人至深的榜样。“中国
好人”杨福成舍己救人，
福建省道德模范陈欠水
坚守服务群众，惠安县道
德模范庄小虹不离不弃
照顾患病丈夫，青山湾海
上志愿救护队守护游客
安全……他们用善举传
递文明正能量。

此外，永春县也新获
评全国文明城市。泉州
市本级及石狮市、晋江
市、德化县继续保留全国
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这条河道整治工程完工 惠安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海都讯（记者 吴臻）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公布戏曲创作优秀案例，全
国 80 个项目入围十佳案
例、优秀案例。福建有 7部
剧目成功入选，入选数量稳
居全国第一。

此次文旅部戏曲创作
优秀案例分为戏曲跨剧种
移植改编十佳案例、优秀案
例，整理改编传统戏十佳案
例、优秀案例，经典剧目传
承演出十佳案例、优秀案
例，优秀保留剧目复排提升
十佳案例、优秀案例，文学、
话剧等作品戏曲转化十佳
案例、优秀案例，共五大板
块进行评审。福建入选作
品在五大板块中均有斩获。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的

闽剧《贬官记》作为戏曲跨
剧种移植改编十佳案例，移
植自梅林戏，在立足本土化
的同时实现创新，遵循戏剧
本体规律，为地方戏曲传承
发展提供了“内容嫁接，形
式创新”的范例；福建京剧
院的京剧《真假美猴王》作
为整理改编传统戏十佳案
例，自 1981 年首演便风靡
全国，2021 年复排青春版
时则起用青年演员，不仅保
留了老版的技巧精华，更充
分考虑新时代的审美需求，
吸引新一代观众喜爱上这
一经典作品；泉州市提线木
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
木偶剧团）的大型木偶神话
剧《火焰山》则入选文学、话
剧等作品戏曲转化十佳案

例，该剧目以《西游记》中
“三借芭蕉扇”为故事蓝本，
通过提线木偶特有的夸张
肢体语言与细腻操控技巧，
赋予角色生动的生命力，成
为木偶艺术传承与创新的
典范。

经典剧目传承演出板
块，福建共有两部戏剧入
选。其中，福建省梨园戏传
承中心的梨园戏《陈三五
娘》荣获该板块的十佳案
例。该剧是福建南戏特有
剧目，跨越 70年持续传承，
从传统版本到创新演绎，不
断焕发新生。而福建芳华
越剧院的《何文秀》则成为
该板块的优秀案例。该剧
是尹派艺术创始人尹桂芳
的代表作之一，历经八代传

承，守正创新，以传统经典
焕发时代魅力。

在优秀保留剧目复排
提升板块，福建同样有两部
剧目入选。福建省梨园戏
传承中心的《董生与李氏》
入选该板块的十佳案例。
《董生与李氏》是新时期梨
园戏“返本开新”的集大成
之作，该剧 1993 年首演，
2004 年再创精品版，成为
数辈梨园戏传承人不断接
力打磨的“新经典”。泉州
市高甲戏传承中心的高甲
戏《连升三级》则列入优秀
保留剧目复排提升优秀案
例。该剧自 2006年复排提
升以来，已演出逾 3000场，
成为剧团看家戏，2021 年
入选《百部优秀剧作典藏》。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戏曲创作优秀案例，福建7个入选，
稳居全国第一

泉州多个剧目入选
海都讯（记者 杨江参

通讯员 林亚惠） 近日，
在南安市官桥镇席里村
幸福院内，608 名 60 岁以
上老人手捧 500元现金红
包，笑容满面。

5 月 23 日，记者从南
安官桥了解到，这份温暖
源自村民王星荣、王淑妹
夫妇的特别决定——将
次 孙 十 六 岁 成 人 礼 的
30.89 万元宴请预算，全
额捐赠给村老人协会作
为敬老基金，以“共享喜
悦”取代传统宴席，为闽
南习俗注入公益新内涵。

5 月 19 日，王氏夫妇
在席里幸福院举办了一
场简约而温馨的成人仪
式。次日，村中老人齐聚
幸福院领取红包，现场温
情涌动。

在闽南传统习俗中，
十六岁成人礼常以隆重
宴席庆贺。但王星荣夫
妇觉得，成长的意义在于
照亮他人、共享喜悦，与
其讲排场，不如让全村老
人共享这份喜悦。

南安官桥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公益成
人礼”是官桥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鲜活案例。
近年来，席里村通过成
立移风易俗劝导队、开
通公益捐赠绿色通道等
举措，引导村民将婚丧
喜 庆 节 省 资 金 投 入 教
育、养老领域。王氏家
族 的 善 举 不 仅 延 续 了

“重教尚孝”的家风，更
以“仪式革新”推动乡风
嬗变，为乡村振兴注入
精神动能。

简办孙子成人礼，30多万宴请
费变敬老红包

608名老人
每人领到500元

招商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南安梅溪洪梅镇新建成的护岸宛如飘带点缀在农田间（李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