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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通讯
员 李玲玲） 23日晚，晋江市 2022
年“泉州世界遗产日”系列活动暨

“多彩世遗 梦回宋元”磁灶窑文旅
嘉年华启动仪式在五店市传统街
区戏台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磁灶镇相关负责人
带着用心绘制的“磁灶文旅地图”，
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推介世遗磁灶
窑、磁灶窑文旅线路、文旅嘉年华
活动等，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2021年 7月 25日，“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项
目在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
审议，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
年来，借力世界遗产的品牌优势，
磁灶镇党委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
世遗点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
的保护和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引导
社会各界深入挖掘磁灶窑文化内
涵，并结合传统陶瓷工艺开发文创
产品，着力打造“磁灶窑”文创品
牌，不断擦亮磁灶窑世遗名片。

当晚，现场还举行了省级考古
遗址公园晋江金交椅山窑、晋江市
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文管所、
晋江市草庵文管所、“晋江市人民
法院世界遗产保护法官工作室”等
揭牌仪式，为“磁灶窑”陶艺大师工
作室授牌，并发佈“磁灶窑”伴手
礼。其中，“磁灶窑”第二批伴手礼

涵盖闽南红砖雕刻、文会急须“乡
愁”系列茶具套装、陶瓷挂画、釉下
彩绘梅瓶等产品，均由磁灶窑“非
遗”传承人亲手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晚文艺演

出中，磁灶民间团体还首次演绎了
结合磁灶窑文化自编自演的南音
原创作品《磁灶陶瓷赞》，以及讲述
磁灶人奋斗故事的歌舞《磁灶谣》，
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记者了解到，即日起，磁灶镇
还将连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磁灶
窑”主题系列活动，借此庆祝泉州
申遗成功一周年，同时也动员全社
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遗产。

23日晚，在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戏台广场，2022年晋江市“泉州世界遗产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高甲
戏《百花齐放贺世遗》、南音新唱《磁灶陶瓷赞》、原创歌舞《磁灶谣》、木偶演绎《我是晋江人》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独
具闽南特色的文艺节目，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本报记者 董瑞婷 秦越 见习记者 杨静雯

近日，浔兴年产拉链8000万条项
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
在办理施工许可。该项目落户晋江
市深沪镇，将建造国家级实验室、新
产品创新中心、注塑拉链生产基地、
智能化仓储物流配送中心等，打造全
新的智能化、数字化车间。

“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
走老路，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深沪镇镇长洪志强说，今年初
以来，深沪镇围绕企业创新能力不
足、增资扩营的步伐放缓、城乡建设
品质较低等短板，发挥产业基础雄
厚，人文底蕴深厚，生态环境向好及
滨海、港口等优势，全力推进“1234”

工程。锚定“一个目标”，即强产兴
城；开展“两项行动”，即产业巩固提
升行动、城乡品质提升行动；聚力

“三大抓手”，即抓项目、抓创新、抓
队伍；谱写“四个篇章”，即经济重
镇、海洋强镇、智造名镇、海丝古镇，
扎实推进传统产业高新化、数字化
转型，城乡建设加速升级。

今年是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关键之年。为了更好地将“规划蓝图”
变成施工图，2月，深沪镇结合实际成
立了“强产兴城”专项行动指挥部，下
设6个专项行动组、10支攻坚分队，策
划推动17个项目，进一步深挖优势产
业潜能，加快项目落地建设。

其中，营商环境提升及手续报批
攻坚组靠前服务，从项目的立项、用
地、规划、建设等报批手续，专人专班
全流程跟踪，有力推动浔兴年产拉链
8000万条、长泰服装智能化生产等项
目的手续报批。而这两个项目也是
深沪纺织服装产业科技创新、强链补
链的重要项目，将争取第三季度实现
开工。

“如何推动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
级，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也是深
沪镇打造‘智造名镇’的重要课题。”
洪志强介绍，深沪镇积极对接上级智
能化改造政策，推动富联、浔兴等公
司率先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打造

标杆企业，后续还将组织企业对标、
参观学习，以点带面推动一批企业开
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作为传统支柱产业之一的渔业，
也不断向科技而兴。据了解，当前，
深沪国家中心渔港扩建项目正有序
推进中，预计于第四季度启动建设。
同时，深沪镇积极争创国家级渔港经
济区，初步策划形成“两中心一走廊”
三大项目共 5个子项目，包括打造深
沪智慧渔港服务中心、海洋渔业救援
中心、渔港东线绿色走廊等。

深沪镇在巩固“金山银山”的同
时，不忘守“沪”绿水青山，提升城乡
建设品质。

深沪湾保护区湿地环境保护成
效显著，常年有20多种珍稀鸟类栖息
于此；大力推动休闲农业、观光农业
等新业态，现代农业活力显现；开启
节能减排、工艺升级热潮，涌现一批
批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同时，深沪
镇着手推动烟墩山、烽火台、庵山沙
丘遗址等一批文化史迹、文保单位的
修缮保护，不断丰富文化内涵。

洪志强表示，下阶段，深沪镇将
继续以“晋江经验”为引领，积极融入

“13137”发展格局，结合全市解放思
想大讨论活动，围绕深沪镇“1234”工
程凝聚共识，全力谱写深沪海丝风情
小镇高质量跨越赶超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按照晋
江传统习俗，已故亲人“三载除服”日，
需宴请乡亲。然而，23日，晋江安海
镇桥头自然村村民蔡英展、蔡辉煌两
兄弟则选择在母亲“三载除服”之日，
响应移风易俗号召，一切从简，并携侄
儿许志向将简办仪式节省下的 10万
元（人民币，下同）捐赠给桥头自然村
老人会，用于敬老公益事业。

23日下午，一场简朴的捐赠仪式
在安海镇桥头村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在下村干部、村“两委”的见证下，蔡氏
一家将善款交给村老人会相关负责
人，并与村“两委”会成员、老人会成员
进行座谈。座谈会上，蔡氏兄弟表示，
现在晋江大力推崇讲文明树新风，提
倡婚丧喜事一切从简，一家人商议后
认为简办仪式将节省钱款用于公益更
有意义。考虑到近期天气炎热，该笔
善款拟拿出一部分，用于为桥头自然
村近 300名老人每人发放 200元防暑
降温慰问金，剩余钱款则用于老人会
日常活动经费。

感念于蔡氏一家的善举，桥头自
然村老人会向其一家颁授了写有“培
育孝悌 和睦家风 简办脱丧”的感谢
牌匾。“他们这么做让我们很感动，值
得大家学习。”桥头自然村老人会相关
负责人说，相信在蔡英展、蔡辉煌、许
志向一家人的带动下，村中将会有越
来越多村民响应移风易俗号召，简办
红白事支持公益，让乡风更文明。

苏轼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
长作岭南人”。

众所周知，水果中的“美娇娘”荔
枝，是名副其实的南方水果。但你可
能不知道，位于晋江灵源山脚下的福
建省源山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有着30
多年种植荔枝的历史。你更不知道
的是，这里种植出来的灵源荔枝，竟
然比乒乓球还大！

这里的荔枝长啥样？有什么“来
头”？日前，记者来到果园一探究竟。

精心培育
新品种“养在深闺人未识”

仲夏时节，正值荔枝丰收。“哇，
好大的荔枝！”初次“见面”，每个游客
都会发出这样的惊叹。的确，个头硕
大如乒乓球，单果重70g，颜色红彤彤
的，单看外表已是喜人。轻轻剥开外
壳，果肉如凝脂，晶莹剔透。一口咬
下，Q弹清脆，汁水丰盈，超级满足！

环顾农场，一串串又大又红的灵
源荔枝缀满枝头，就像一个个红灯
笼，十分喜庆。傍晚的微风徐来，四
处飘着荔枝香甜味，令人沉醉。

果园里，身形瘦削的七旬老伯吴
金矿，总是在不停忙碌着。灵源荔
枝，就种自他之手。40年前，他创办
了福建省源山生态开发有限公司，从
事名优水果苗木培育、果树栽培、果
品加工等经营活动，其中，尤以龙眼、
杨梅的种植培育最具规模和效益。

公司生产的“灵源”牌龙眼干产品被
列为福建省名牌农产品，公司还被评
为福建省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曾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龙眼大
户”，如何摇身一变成了“荔枝大
户”？时间要追溯到 1987年。那年，
吴金矿被灵水五里果林场的一棵野
生荔枝树所吸引。树上荔枝个大又
红，有别于普通荔枝，吴金矿一下就
看出这棵荔枝树“非同一般”。

“这是不是什么特别的新品种？”带
着疑惑，吴金矿小心翼翼剪下了一枝荔
枝树枝带回农场，并通过嫁接技术，持
续进行观测、对比、试种与扩繁，最终选
优培育出来这个新的优良品种。

经30多年的栽培，灵源荔枝有了
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特点：具有良好的
结果习性，果实个头比一般的荔枝果
实大一倍以上，外壳比一般的荔枝艳
丽，果肉晶莹剔透，口感好，且汁多不
外淌。

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今揭
开神秘面纱，游客纷至沓来。连日
来，本报组织小记者前往果园参加灵
源荔枝观赏品鉴打卡活动，并在全市
范围内推出“我为灵源荔枝代言”短
视频比赛，引来许多市民前往参观品
鉴。品尝过后，大家更是对饱满多汁
的灵源荔枝赞不绝口：“这荔枝又大
又甜，水分又多，实在太好吃了！”

打造品牌
助“荔”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最初的一株荔枝，到如今的20
多亩荔枝园，30多年来，吴金矿像养育
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栽培，耐心呵护。

荔枝树生长周期长，种植成本高，
每结一颗果实，都来之不易。这样的
顶级荔枝，数量有限，自然售价高昂。
今年由于雨水多产量稍有影响，单价
由100元一公斤涨至106元一公斤。

“灵源荔枝个头大，外形好看，送
礼特别合适。”吴金矿告诉记者，从生
产、包装、销售，到乡村採摘游，如今
公司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不过，
因为园区荔枝产量较少，灵源荔枝还
没有进驻水果批发市场。

“现在的产量，基本上成熟之后
就在熟人之间销售一空，主要面向高
端消费群体。再过两三年，荔枝树产
量进一步增大，估计可以从现在的
1500多公斤增长至两三万公斤。到
时候，大规模供应晋江市场的机会也
越来越大了。”吴金矿畅想道。

其实，助力灵源荔枝往规模化、
产业化、品牌化升级，打造晋江新的
乡村休闲旅游点，也是晋江市农业农
村部门正在积极努力推动的方向。

“我们对比了市场上其他品种的
荔枝，好吃的没有这么大，有这么大
的没有这么好吃。这个灵源荔枝，又
大又好吃，可以称得上是荔枝界的

‘巨无霸’。”对于灵源荔枝，晋江市农
业区划中心主任林群雄如此评价。

在他看来，无论是外观还是味
道，灵源荔枝完全具备品牌推广价
值，市场前景好。

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有关专家
介绍，从植株及花果特征特性来看，灵
源荔枝与鹅蛋荔和紫娘喜等品种多有
相似之处。当前，他们正在实施“晋江
灵源荔枝品种鉴定利用及国内荔枝优
新品种引进试种”项目，通过深入调研，
了解晋江市场荔枝的需求情况，以及
灵源荔枝的市场前景。同时，他们将
对晋江灵源荔枝展开品种鉴定研究，
引进相似荔枝品种同园种植，展开对
比试验，并对灵源荔枝进行观测、鉴定、
扩繁与试种示范，鉴定其品种特性。

“灵源荔枝特色鲜明，但要把它
真正‘打出去’，打造农业品牌化发展
新名片，促进果农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还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林群雄
表示，他们将坚持走‘品牌富农’的道
路，通过打造“灵源荔枝”品牌，提高
附加值和知名度，助力走上产业化发
展之路。相信有以吴金矿为代表的
灵源荔枝“代言人”合力共进，灵源荔
枝“出圈”指日可待。

深沪:巩固“金山银山”守“沪”绿水青山

多彩磁灶窑 闪耀五店市

老农35年匠心培育新品种 灵源荔枝揭开“神秘面纱”

简办“三载除服”
安海桥头村民
捐资敬老

本报记者 施蓉蓉

本报记者 沈茜 董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