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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厦高铁的到来，宣告晋江正式迈入“高铁时
代”，这对提升当地群众生活品质和乡村振兴都具有
重要意义。

高铁开通以来，蔡天辅已经两次就近搭乘高铁
外出旅行。家门口的高铁站，让他和家人的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

“盼星星、盼月亮，可算盼来了高铁。”同样为高
铁到来而感到开心的，还有退休老干部邱允丕。国
庆节期间，他和退休老友从青阳乘坐公交来到泉州
南站。进入候车大厅后，他们一路走一路拍，迫不及
待地跟家人朋友分享这大气且具有闽南特色的高铁
站。

早在2017年9月，泉州南站开建的那一刻起，就
承载了太多期待。在晋江，虽然有国际机场和动车
站，但不少市民出行也希望有更快、更加便捷的高
铁，“高铁梦”是许多晋江人心里热切的盼望。

“搭乘高铁的客人来到这里，我们很欢迎，就像当
时我们支持高铁新区的征迁建设一样，满怀期盼、喜
闻乐见。”永和镇坂头村村民蔡景色说，出门就有高铁
站，出行就有了“近水楼台”之便。而让他感触更深的
是，5年前，他也曾参与高铁新区项目的征迁。作为
征迁对象，项目启动之初，他主动提前完成签约；彼
时，作为坂头村西堡老年协会会长的他，积极奔走，夜
以继日，动员群众支持高铁新区的征迁建设。

高铁不仅为人们的出行提速，也带来了更有品
质的生活。

今年 9月，晋江高铁新城实验幼儿园正式开园
招生。“高铁新区的建设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
是出行的便利，也让村里的孩子能够就近就读好学
校。”山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明深说，高铁
新区配套的优质教育资源，让村民享受到了新区建
设的成果，“搭乘高铁通车的‘春风’，周边的交通体
系也日益完善，我们希望对村里的一些低效用地进
行规划和盘活，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发展动能。”

泉州南站的开通，“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快捷，为
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为当地的产业发
展赋能。

对于周边食品园、食品市场的企业来说，高铁拉
近了晋江与其他地区的距离，能够吸引更多的市场
资源来到晋江，扩大企业的渠道覆盖面，提高服务客
户的质量，提升订单规模，也有助于企业进一步推进
发展规划；同时，还意味着企业在人才招聘、货物运
输等方面都拥有得天独厚的“高铁效率”，有利于提
高员工的幸福感，从而提升员工稳定性。

我们的“高铁时代”:

高铁到晋江“产城人”融合跑出“高速度”
本报记者 王诗伟 秦越

“高铁来了，以后出门更方便了！”高铁站建到“家门口”，晋江永和镇山前村的村民蔡天辅直呼“太方便”。中秋国庆假期首日，他和家人一同从晋江搭乘高铁出发，去往目的地。
巨龙飞驰，梦想通达。福厦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于9月28日正式开通运营，福建海西城市群随之串联起“1小时生活圈”，泉州、厦门、漳州闽南“金三角”也形成“半小时交通圈”。
伴随着高铁的飞驰，高铁经济将逐步成为晋江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一座高起点、高规格建设的高铁新区正强势崛起。

高铁来 品质生活再加码

高铁来，新城起。泉州南站的建
成通车，为晋江高铁新区站点区域及
周边连片发展插上翅膀。

“泉州南站的建成通车，将辐射
推动永和的高质量发展。”永和镇党
委书记陈松柏表示，为充分释放高铁
站外部效应，永和镇坚持在优化空间
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主
动融入晋江市委“13137”发展格局，
围绕“晋江中部中心门户、高铁新区
城市窗口”的发展定位，以“设施完
善、功能齐全、环境优良、宜居宜业”
为目标，推进高铁新区品质建设。

为推动高铁新区高质量建设发
展，近年来，永和镇全力打造优质均
衡的教育体系和“学在高铁新区”的
教育品牌。其中，作为永和镇重要民
生项目，晋江高铁新城实验小学的建
设正加快推进，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43.8亩，总建筑面积 2.64万平方米，
拟建 36个教学班，学校建成后将满
足该片区 1800名适龄儿童的入学需

求。
接下来，永和镇将充分发挥坂

头、梨星、山前等临近高铁新区的优
势，进一步深化空间布局，在教育、商
贸、食宿、娱乐等方面实现多点开花，
打造高品质的高铁新区生活圈；同
时，主动承接“高铁效应”，全力推进
高铁新区片区交通网络建设，进一步
提升道路承载力，撑大城镇骨架，全
方位打造“产城人”深度融合新样板。

与此同时，晋江按照“整体发展、
功能完善、品质优良”的思路，坚持

“以人为本”的理念，秉承“为民建城”
的宗旨，配套建设安置房、道路、教
育、停车场等 44个高铁新区配套项
目，最大限度挖掘道口经济区的辐射
带动优势，全力将高铁新区打造成为
高规格、高品质、外向型“城市中心拓
展区、产城融合示范区、高铁经济示
范区”。

配套优质教育方面，预计到2025
年，整个高铁新区将新增 4 所幼儿

园、3所市直小学、1所初中校、1所完
中校。畅通交通脉络方面，晋江规划
建设了“三纵三横”快速通道，构建泉
州南站高效集疏运系统，实现高快转
换、互联互通、快速通达的目的，除了
晋南快速通道、疏解快速通道早已建
成，晋江南高速出口连接线延伸段工
程、泉州二重环湾快速路、晋江东部
快速通道等项目主体工程也已通车，
泉州南站周边大交通网络变得更畅
通，有力推动高铁新区的繁荣和城市
的更快发展。产业赋能方面，高铁新
区拥有泉州南站的交通枢纽优势和
临近集成电路产业园、经济开发区食
品产业园、五里园和龙湖时尚园的区
位优势，具有城乡共生、产城融合的
基底属性，创新活力十足。

进入高铁新时代，晋江还将高标
准建设以人才为核心的创新创业基
地，推动“产城人”深度融合发展，打
造站城一体的高铁新区样板，提升城
市品质，筑梦新未来。

新城起 打造产城融合样板

活动期间，主办方每天组织国风展
演、南音演奏、民乐演奏等优秀传统文化
展示，并相继安排了陶瓷拉坯、手绘瓷
盘、陶瓷泥塑创作等传统制陶技艺体验，
以及掐丝珐琅、非遗花灯制作、彩绘风筝
等系列非遗体验项目，着力为游客打造

“世遗+非遗”的文化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除非遗项目体验外，

活动期间还结合国庆主题，策划开展“巧
手绘中华”瓷盘画创作赛、磁灶窑主题研
学等项目，让游客在互动中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在体验中参与磁灶窑文化的传承。
近年来，磁灶坚持“活态传承”理念，

通过积极申报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建设
传习所和研学基地、推进陶艺进校园、策
划项目“走出去”、打造研学品牌等多项
措施，持续推动“磁灶窑”陶瓷文化的保
护、传承和发展。

如今，磁灶借力磁灶窑世遗品牌影
响力，积极践行守正创新推动文旅融合，
持续激发磁灶窑文化新活力，在扩大磁
灶窑文化宣传的同时，也推动磁灶窑传

统技艺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借着假期来泉州旅游，走进磁灶窑

是一次偶然。”外地游客周世界说，通过
现场体验，他和朋友们对磁灶窑传统制
陶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的文旅
项目值得开发，更值得推广。

此次磁灶窑非遗文化体验周活动由
磁灶镇政府、磁灶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主办，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磁灶镇文体
服务科、磁灶文旅承办，晋江市晋爱志愿
者服务队协办。

文旅融合闪耀“双节”假期
磁灶窑非遗文化体验周吸引游客5000多人次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10月1日晚，晋江磁灶苏
垵乡贤陈志雄、陈金铃伉俪借爱子陈桦伟、爱媳黄嘉莉
结婚之际，向磁灶教育基金会捐赠100万元。

慈善是中华传统美德，是晋江人文精神的重要组
成。磁灶商人商行天下、善行天下，近年来更是涌现出
许多热心公益、回馈家乡的优秀企业家、慈善家，“乐善
好施”的磁灶企业家，已成为晋江慈善的一张“金名片”。

陈志雄、陈金铃伉俪在事业有成之后，饮水思源、
回馈社会，关心支持家乡公益事业，他们的善行善举推
动了慈善风气的日益浓厚，也带动着更多人担当社会
责任、发展慈善事业。

本报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庄琨

磁灶苏垵乡贤陈志雄
捐赠教育善款100万元

9月29日至10月5日，“盛世流光 陶映中华”磁灶窑非遗文化体验周活动在世遗点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举办，为期7天的主题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5000多人次。
系列活动将非遗技艺与传统文化融合，细分非遗研学、非遗手作、非遗演艺、非遗陶艺四大主题，通过技艺体验、项目展演、主题研学、公益讲解等，让游客切身感受磁灶窑世遗文化

和非遗文化的别样魅力。
磁灶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中秋、国庆期间举办磁灶窑非遗文化体验周活动，旨在深入挖掘“泉州世界遗产”“泉州磁灶窑”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世遗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同时

弘扬优秀非遗文化，进而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和文化爱好者走进磁灶，在品味磁灶、行走晋江中触摸历史、感知文化。

活动期间，主办方每天开设公益讲解，邀请
讲解员老师带领游客参观世遗点磁灶窑址（金
交椅山窑址）作坊遗址，实地了解磁灶窑传统生
产工艺过程，领略千年龙窑的魅力；走进泉州古
代外销陶瓷博物馆，倾听磁灶窑生产与外销的
历史，认识磁灶窑千年发展变迁与深厚的文化
底蕴。

2021年 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位于泉州城郊的磁
灶窑，作为宋元泉州外销陶瓷生产基地的杰出代表
位列其中。

入列世遗，扬名世界。磁灶窑至今已有 1500多
年的陶瓷烧制历史，其作为晋江市重要的世遗点，与
世界海洋贸易同步发展，见证了宋元泉州的海丝盛
况，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晋江传承与发
展世遗文化的重要载体。

听着讲解员的解说，看着博物馆里的史料记
载，走在窑址旁的石阶栈道上，不少参观者纷纷感
叹磁灶陶瓷文化的源远流长，许多游客不禁驻足拍
照留念。

“平常工作忙，趁着假期带孩子参加这样的活
动，非常惊喜。”游客李春玲说，通过活动，他们不仅
对磁灶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赞叹于磁灶窑的辉
煌历史。

“读懂”磁灶窑 公益讲解扬美名

“触摸”磁灶窑 文旅融合促传承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中秋国庆假期，晋江磁
灶岭畔村再添新景点：历经数月改造的滨溪路特色陶
艺文旅街焕新“登场”。

岭畔村是磁灶陶瓷发源地之一。磁灶窑址（金交
椅山窑址）入列世遗点后，岭畔村借助世界遗产的品
牌优势，一方面积极推动村里磁灶窑址（蜘蛛山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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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通过文化赋能，
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下半年以来，岭畔村结合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启动溪滨路陶艺文旅街改造提升工程，借助年
轻与活力的文化创意力量，深入挖掘岭畔“海丝”非遗
文化资源，并通过实地考察，对特色老物件进行设计，
最终选取首批五家店铺围绕“陶瓷商街·记忆岭畔”主
题进行升级改造，打造岭畔陶艺文旅街。

改造后的溪滨路，闽南红砖及岭畔陶罐造型点
缀其间，陶艺氛围浓厚，各式陶瓷景观小品穿插其
中，并融入磁灶传统制陶工艺各个工序，别有一番风
味。

“街区改造后更漂亮了，更有浓浓的乡愁味道。”
岭畔村民吴春禅说，这几天，村民们都争相来打卡，好
不热闹。

岭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顺金表示，打
造陶艺特色文旅街是岭畔借力世遗磁灶窑品牌赋能
乡村振兴的第一步。下阶段，村里还将依托街区引入
更多陶瓷文化相关创意，力争打造成为展示磁灶窑文
化的文旅集市，为村里发展陶艺特色乡村旅游、壮大
村集体经济做足准备。

特色陶艺文旅街焕新“登场”
磁灶岭畔村：文化赋能促振兴

高铁新区配套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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