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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护利用
让文物融入百姓生活

如何在保护好文物的同时，合理利用文
物资源，更好地融入社会发展？如何深入挖
掘文物所蕴含的文化、社会、经济价值，让人
民群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近年来，安
海镇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一直在思考、探索
和实践。

聚焦保护文物、活化利用，安海镇党委
政府积极推动文物保护及周边环境整治提
升。近年来，安海镇系统推进了龙山寺周
边环境整治提升、白塔广场整治提升、古码
头水心亭渡头整治、安平桥景区主广场绿
化梳理提升等工作，改善提升文物周边环
境面貌。

自安海白塔广场整改提升工程竣工后，
其周边景观焕然一新，更成为新晋“网红打
卡点”，成为游客了解安海历史文化的窗口
及群众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

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和传承力度，不断拓
展文物保护理念和发展模式，近年来，安海
镇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统筹推进古镇新城
开发建设。老镇区，重点梳理古街肌理，计
划系统实施古街改造提升工程，重塑三里街

“宋元古街”的历史风貌。新城区，以世纪大

道南延伸建设为契机，对内串联拉动北环—
龙山片区连片开发，对外打通安海融
入区域协同发展大动脉，打造安
海北大门新地标、城市前沿
展示面。

与此同时，安海镇
还持续挖掘古镇、古
桥、古寺、古街文化
内涵，充分挖掘文
化旅游资源，推动
文物“活起来”，用
心、用情讲好安
海文物故事，串
联打造一批精品
旅游路线，让文
物保护在文旅产
业中实现良性循
环，带动古镇历史
文化遗产开发新业
态、焕发新生机。

在保护中发展，在
发展中保护。今年，安海
古镇更是成功登上国家特种
邮票，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走进安海这座历史文化名镇，品读故
事，以史鉴今，文物将在保护、利用中重焕光
彩，文物保护工作成果也将惠及更多民众。

安海：守护文物 留住“乡愁”
●安平桥
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 年），历时 14

年建成。桥以睡木沉基法叠砌石墩，因桥长约
五华里，故俗称“五里桥”，为世界最长跨海梁
式石桥。1961年，安平桥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安平桥作为“泉州：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之一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附属文物瑞光塔俗称“白塔”。安海有结
塔点灯的风俗，寄寓“白塔点灯，金榜题名”的
美好祝福。

●龙山寺
位于安海镇型厝村北龙山之

麓，古称“天竺寺”，又名“普现
殿”，俗称“观音殿”，是泉南著

名的千年古刹。1983年，安海
龙山寺被列入全国汉传重点
佛教寺院。2013年3月被国
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福建省
重要涉台文物点。安海龙山
寺作为台湾众多龙山寺的祖
庭，见证了两岸信俗一脉相

承。附属文物千手千眼观音。
●石井书院

前身为鳌头精舍，是泉州最早
创建的授徒讲学书院之一。它串联起

安海古镇千年的文化脉络，见证了朱子一
门三代与安海特殊的缘分。2013年被列为福
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星塔
坐落在安海镇星塔村的岬角上，是一座方

形五层砖石结构实心塔，通高16.6米。相传民
族英雄郑成功少时曾在此学文习武，民间流传
着“郑成功鞭打卧牛穴”的故事，故作为“郑成
功少年读书处”的史迹。2009年被列为福建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清机宅
位于安海镇石狮巷 45 号，是我国近代史

上著名爱国侨领、实业家、慈善家陈清机的故
居。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清机前往日
本经商。1932年，在安海西河境兴建的宅第落
成。2013年被列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霁云殿
为泉南著名的道教观宇，相传始建于五

代。霁云殿支庶流长，还分香泉州滨海的乡镇
及海外。被列为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安海古庙
位于安海镇寨埔南隅。相传始建于宋

代，供奉关夫子圣像。被列为晋江市文物保
护单位。

●东洋桥
横跨安海港东洋海域，长约三华里，

俗称“三里桥”。据清道光《晋江县志》
载：“宋绍兴二十三年，太守赵令衿偕进
士史进建。”现仅残存十九间桥面。被
列为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柯氏祖厝
俗称“柯厝坊”，南宋绍兴元年（1131

年）理学名儒柯国材始建，清初毁于迁界，复
界后重建，较好地留存着闽南大厝的特色。被
列为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后库陈氏家庙
安海后库飞钱陈氏，为宋景定年间徙居鳌

山境发祥，于此建三院落讲学堂，课教子弟，诗
礼传家。历有修葺，仍保持清初原貌。被列为
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获评中国望族名祠。

●鸿塔水心亭渡头
位于安平桥东端白塔下，建于宋代，此乃

古代船舶出入安海港的泊岸点，也是安平商
人远涉重洋的出发点。被列为晋江市文物保
护单位。

●晋江县革命烈士纪念碑
1958年春季，晋江县人民政府在安海兴建

纪念革命先烈的丰碑，1959年秋季落成。被列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第一次干部会议会址
位于安海镇圣殿境的郑宅，俗称“十九

间”。1938年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成立后，以此
作为重要据点，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45年4
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第一次干部会议在此举
行，这是泉州地下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被
列为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溪寮蔡家娇宅
位于安海镇西溪寮村，是爱国旅菲华侨慈

善家蔡家娇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兴建的
宅院。被列为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庄头万安天妃宫
位于安海镇庄头村西里，始建

于南宋，现存为清代重修，坐东南
朝西北，三开间两落。其妈祖信仰
分炉至东南亚和我国台湾地区。
被列为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安海金墩黄氏家庙
始建于明成化十一年，现重

建于安平桥桥头，砖木石结构，典
型的闽南皇宫起建筑。金墩黄氏家

庙历经 546 年，文化遗存丰富，是明代
黄汝良、黄仰、黄虞稷的祠堂。被列为晋

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安海高氏宗祠
位于安海镇小宗埔3号，始建于明嘉靖年

间。安海高氏历代人才辈出，移民至东南亚及
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数众多。被列为晋江市文
物保护单位。

本期策划：本报记者 方锦枞 钱健铭 张志耐
本期执行：本报记者 林伊婷 秦越

见习记者 许金植
通 讯 员 许自属 文图

这里有世界最长跨海梁式石桥
——安平桥；这里有见证两岸信俗
一脉相承的名刹——龙山寺；这里
有朱松 、朱熹论道 、讲学之地——
石井书院……拥有 892 年建镇史的
晋江安海镇，历史悠久，人文底蕴
深厚，文物资源富集。

据了解，安海镇现有54处各类文
物，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3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2 处、一般文物点 37 处。一件件文
物，是一段段“会说话”的历史，诉说着
古镇安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
也留存着一代代安海人的乡愁记忆。

文物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
缓。近一个月来，安海镇认真贯彻落
实省、市各级文物安全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从严管理、防患未然的原则，持续
开展文物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
高文物安全管理水平，筑牢文物安全
保护防线，多措并举全面推进文物保
护工作。

守护文物，留住“乡愁”，安海都
做了哪些工作？安海的各级文保单
位都有哪些？本期“爱安海”带大家
一同了解。

“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各相关单
位、各村（社区）要切实提高文物安全认识站位，牢
固树立安全底线意识和‘文物无小事’的工作理
念，全力守好文物安全的底线红线，保护传承好历
史文脉。”8月初，安海镇召开会议，认真传达省、
市各级文物安全工作会议精神，详细部署文物保
护管理相关工作，正式拉开了安海镇新一轮全面
开展文物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的序幕。

此次排查整治，根据属地原则，以工作分片为
单位，成立了 10个文物安全排查整治组，进行全
覆盖、拉网式排查，筑牢文物安全防线。

据悉，为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和防范隐患工作，
安海镇还对镇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进
一步明确镇有关部门、单位工作职责和安全管理
有关制度；对安海镇文物单位保护工作责任分解
也相应进行调整，现有 54处文物都按属地村（社
区）划分，由包村科级干部、下村干部、文物管理员
（安全责任人）组成镇、村文物保护网络。

“目前该文物点，你们配备了多少消防设施？”
“平日的文物巡查、安全值守工作如何开展？”……
近段时间以来，在安海镇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一
般文物点，可见相关专项检查组实地对文物安全
工作进行检查指导。通过对各文物单位的本体安
全、消防安全设施及安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进行
细致的检查，及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和风险点。
针对发现的不足和问题逐一制定问题清单、整改
清单、落实清单，做到整改闭环销号管理。

除了强化排查整改外，安海镇还不断完善全
镇文物保护工作机制，在文物主管部门的指导及
统筹协调下，加强与消防、公安、规划、住建、宗教
等部门的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强化工作合力，严
格落实文物保护相关规划要求和安全标准，严守
文物安全的底线红线。

日前，记者在安海镇多处市级以上文物单位
发现，文物单位的醒目位置都张贴有“文物安全直
接责任人公示牌”，明确文物安全责任单位，公示
相关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及联系方式，并且公布
了监督电话。

据悉，近年来，安海镇还加强文物管理员队伍
建设，强化文物管理员培训，明确任务，夯实责任，
确保文物安全责任落实到位。随着文物保护工作
机制的日趋成熟，安海文物保护范围实现了镇、村
全覆盖。

关键词：文物保护
筑牢文物安全防线

关键词：全民参与
营造保护文物良好氛围

古有安海民众 800多年来十余次筹款
修缮安平桥，今有安海热心厝边张世源捐款
百万修白塔、安海商文合力义卖筹资“救”文
物……在安海，社会力量支持、参与文物保
护的善举接力不曾停止。

2014年，安海白塔面临“伤病”，修缮迫
在眉睫，热心厝边张世源时刻关注修缮进
展，并与家人商议，捐款 100万元助力文管
单位早日完成白塔的修复工作，该善举至今
被安海人民津津乐道。

无独有偶，2017年，因年久失修，素有
“安海文昌阁”之誉的奎光阁和重要文物保
护单位霁云殿亟待修缮保护，成为安海社会
各界的共同牵挂。对此，安海商会、安海文
化创意发展协会联合组织“爱安海”慈善公
益拍卖活动，发动海内外安海人共同募集善
款，短短几天内得到了社会各界、海内外乡
贤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义捐拍品，或慷慨
解囊意向认捐。

最终，“爱安海”公益慈善拍卖会义卖了

100多幅作品，所得善款全部用于奎光阁等
文物的保护修缮工作。该活动不仅体现了
安海人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人文特质和优
良传统，更探索出了文物保护资金的一种创
新性筹集方式，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
护打开新思路、探索新模式，创造文物保护
的新经验。

据了解，长期以来，安海镇十分重
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为
提升辖区群众文物保护意识，安海
镇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宣传
栏发布、张贴文物保护相关内
容，向群众宣传文保政策及文保
知识，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宣传
方式结合，使民众了解文物、关
注文物、热爱文物，增强村民对
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从而增强
文物保护意识，营造保护文物的
良好氛围。

安海镇有关负责人表示，保护
和传承文化遗产需要久久为功、善作
善成。安海将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用文
物留住一代又一代安海人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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