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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晓艳）昨日，晋江举行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制鞋产业对接会。晋江市领导珠列参加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供需精准对接，组织晋江实
体企业展示制造精品、优品、名品，并邀请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客商到场商洽、选品，为买家和供应链
企业搭建了深入交流对接的平台。

本报讯（记者 许春）昨日，在晋江经济开发区五
里园，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项目（二期）封顶
仪式举行。晋江市领导张健龙参加。

该项目（二期）建设了行政综合楼、培训综合楼及
配套用房等，建筑面积约4.4万平方米。晋江经济开发
区产教融合基地入选全国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单。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55亩，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
总投资6.5亿元，投用后可容纳学生3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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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打卡千年古镇，青春一拍即合”青年
CITY WALK联谊活动将在晋江安海镇举行。届
时，数十名青年将从安平桥广场徒步到石井书院
后再返程，领略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风采。

安海建镇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沉淀着近
千年的历史文化，拥有许多物质文化遗产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安海港作为泉州南港，宋元
时期海外贸易鼎盛，安平商人足迹遍天下；龙山
寺在我国台湾及海外各地分香传灯，成为密切
闽台关系、促进海内外交流互动的重要纽带；安
平桥则是见证海丝历史的开放之桥、商贸之桥、友
谊之桥。

2019 年 2 月，安海镇获评“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2022 年 5 月，安海镇又登上了“国家名
片”——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古镇（四）》特种
邮票。

“以文化聚合力、以合力激活力，形成推动发
展强大正能量，助力古镇重振雄风，打造安海经济
转型新引擎。”安海镇相关领导表示，近年来，安海
镇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古镇保护规划，坚持文
旅开发“练好内功”、丰富内涵，加快提升城镇建设
管理水平，推动安海城镇美誉度和文旅吸引力进
一步提升，释放更大的发展效益。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安海有何魅力?今日，本
报记者带您一探安海的“四海”风采。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 陈巧玲）“加油！金榜题名，顶峰相
见！”昨日上午9时20分，身着红色T恤的18名晋江优秀学生代表的身影
出现在紫帽山上。踏着激昂的鼓声，十八学子迈开步伐，开启了登文峰
之旅。不远处的榕树上福条飘飘，十八学子“学业有成，金榜题名”的美
好心愿迎风飘扬。

前往凌霄塔的山路蜿蜒，有几处较为陡峭，再加上前两天雨水的洗
礼，攀爬起来有一定难度。大家索性放慢脚步，欣赏沿途的风景，也让
因学业而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行进的队伍中，依稀可听见关于学习、
兴趣和本次活动的交谈声。

走在队伍末端的晋江一中高三学生唐绪贝反而有些“安静”。不到
50天，18岁的她将踏上高考的“战场”。

“进入高考冲刺期，压力很大，大家都铆足了劲。登凌霄塔有点像我
现在的心境，我知道会有很多困难，但也相信咬咬牙坚持住，就能看到胜
利的曙光。”跟着队伍，唐绪贝坚持到底，成功登顶。那一刻，唐绪贝不再

“安静”了，而是绕着凌霄塔跑了两圈。
凌霄塔矗立于紫帽山517.8米顶峰上，塔尖笔直，恰如一支蘸满文墨

的笔锋，遒劲有力地插入云霄。站在凌霄塔，俯瞰整条晋江，弯弯曲曲，
宛如一条玉带。看着看着，感觉胸怀突然间变宽阔了，生出一种“智者达
观天下”的豪迈感。双胞胎兄弟，晋江一中高二学生赖政浩、赖政瀚不约
而同地张开双臂，感受这辽阔的世界。

从小到大，兄弟俩感情甚好，学习齐头并进，是大家眼中的“别人家
的孩子”。中考时，兄弟俩发挥出色，齐齐考上晋江一中。时间一晃，兄
弟俩已是高二学生了，明年即将决战高考。

“稳扎稳打，努力学习，顶峰相见。”兄弟俩笑言，此次登顶凌霄
塔要多沾一沾“文运”，来年“高中”。

10时45分，原本阴云密布的天空洒下了一片光，十八学子齐声朗诵
《少年中国说》部分章节。“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
年，与国无疆！”洪亮的声响萦绕在耳旁，在文峰
的见证下，十八学子意气风发，相约高“中”之时
再攀凌霄塔，为努力奋进的自己喝彩……

攀文峰 齐声朗诵《少年中国说》
“登紫帽，攀文峰”活动，让我感

受了紫帽山凌霄塔丰富的文化内
涵，让我对晋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
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攀登的过程
虽然辛苦，但登顶的时刻是美好
的。今后，我会将攀登的精神带到
学习中，不断挑战自我。

蔡扬帆（晋江一中）
在山水雀鸣的熏陶下，我领略到

畅游山水之乐，放松了身心，更汲取
到了前进的动力。登紫帽，攀文峰，
悟优秀文化之美，通古今文人之情，
吾侪青年当自强，他日终将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洪锦滨（晋江一中）

“紫帽接云天，花开向南端。”这
次“登紫帽，攀文峰”活动让我在攀
登高峰中淬炼身心坚韧，在瞻仰遗
迹中感悟历史厚重。在紫帽山文化
内涵的体悟中，我将更好地投身于
学习。 张宇生（晋江一中）

本次“登紫帽 攀文峰”活动让
我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之余，可以抽
空到紫帽山中欣赏优美的景色，并
感受运动的乐趣，让我劳逸结合，以
更好的状态投入学习。

赖政翰（晋江一中）
我在凌霄塔下开阔视野、领略祖

国大好河山的壮丽，也在古人对学子
的礼智规范中体会到先人对我们读
书成才的殷切期望，更在梁启超的激
昂文字中领悟到当今青年对社会的
责任。我将把参加这次活动的热情
保持下去，为个人与社会的进步而持
续奋斗！ 曾子宸（晋江一中）

紫帽山上花木茂盛，清幽恬静，
历代人才辈出，真可谓钟灵毓秀。
攀上文峰，塔身石刻韵味十足，“五
心”说法令人惊叹。充实的文化活
动让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和体悟。陈勇旗（晋江一中）

我们聆听了凌霄塔的历史故
事，感受到浓浓的文峰气息，受益匪
浅。期待我再次登顶凌霄塔时，就
是金榜题名之时。

陈姝妍（安海成功中心小学）

以文化聚合力 以合力激活力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安海蓬勃前行
本报记者 张志耐 施蓉蓉 秦越

2006年4月19日，《晋江经济报》创刊。此后，本报便
与安海结下不解之缘。特别是在2015年，本报与安海镇党
委、政府合作创办《爱安海》专栏之后，十年间，更是一路见
证、记录了这座城镇的发展和变迁。

为民建城的海东鸿塔片区改造，“河长制”实施推动水
清岸绿,安平桥景区成为4A级景区，“三大节庆”凝人心聚
合力，桥山路、北环路、南环路改造畅通，霁云殿、奎光阁修
缮保护，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平安安海安定人心，养正中学
为核心的“一校三区+一校”集团化办学，文体活动常态化
惠民，“安海实践”出新出彩……

十年里，我们用文字和照片，将这些珍贵的瞬间永远
保存在历史的长廊中，为这座城镇的发展鼓与呼，让更多
人了解安海镇，也让更多人前来探访这个历史文化名镇。

十年里，我们见证的变化不仅仅是在建筑和环境上
面，更是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看到安海镇居民生活方
式的变化，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更加努力地维护着
这片美丽的土地。他们为安海镇的发展尽心尽力，让这个
小镇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这里的人们用心守护着家园，用行动书写着发展的篇
章。而我们，作为这个古镇不可或缺的见证者，将继续与
安海镇一起前行，共同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报记者 施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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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黄福星）昨日，晋
江梅岭市场监管所继续组织走访五店市传统街区商
户，开展文旅消费节前综合检查。

据介绍，为进一步规范五店市等文旅消费重点区
域市场秩序，迎接五一假期的到来，梅岭市场监管所对
五店市餐饮经营单位开展全覆盖检查，及时排查和消
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同时，联动五店市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推广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统一制作
食品安全公示栏，督促商户自觉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做
到主动亮照亮证经营、持证上岗、整齐卫生、明码标价，
树立良好服务形象。

梅岭市场监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除开展节前综
合检查外，为营造明码标价、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该
所还梳理了今年春节元宵等节日期间辖区消费投诉问
题线索，提前分析研判共性问题，指导督促五店市景区
和万达商圈商户诚信经营、明码标价，提醒餐饮类商家
进一步精细化菜单内容，规范标注菜品品名、规格、计
价单位、价格，同时避免出现菜单图片与实物不一致的
情况，力争让游客明明白白消费。

截至目前，梅岭市场监管所已累计检查各类商户
60多家次，责令改正食品、价格等方面问题8个。

梅岭开展文旅消费市场
节前综合检查

晋江经济开发区
产教融合基地（二期）封顶

晋江举行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制鞋产业对接会

海滨邹鲁

北宋，“鳌头舍”延师授徒，学风蔚起。安海
科举鼎盛。南宋，理学名家朱松、朱熹父子曾在
安海讲学，史称“二朱过化”。朱熹对此故地情
有独钟，赞扬安海重教兴学的风气，称之为“海
滨邹鲁”。

安海人才辈出，宋明清有进士 103名，明清
有举人143名（解元3名）、武进士9名、武举人64
名。其中，北宋有兵部尚书高惠连、参与王安石
变法的吕惠卿；明代有著名文学家王慎中，官至
礼部尚书、加封太子太傅的黄汝良，大藏书家黄
居中及其子黄虞稷(大学者、藏书八万多册的《千
顷堂书目》作者)，抗荷名将颜克英，以及彪炳千
秋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清代有进士、著名画家颜
仪凤；近代史上，著名侨领陈清机等出类拔萃。
安海又以其文物古迹众多，为世人瞩目。深厚的
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传承，使安海的经济与文
化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海西重镇
1912年以来，安海一直是闽南经济重镇。

改革开放后，安海人抢抓机遇、团结拼搏，开创了
古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从1978年全镇生
产总值1676万元，到1987年1.0337亿元，进入亿
元镇行列。2020 年，全镇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509.31亿元，比 1978年增长 303倍。其中，规上
工业产值406.83亿元，财政总收入17.16亿元，综
合实力继续保持在全国千强镇前列，在中央媒体
聚焦“晋江经验”报道中，“安海实践”多次出镜。

安海工业门类齐全、知名企业众多，并向专
业化、规模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恒安集团跻身
中国轻工企业品牌价值榜第二位；盼盼食品获得

“全球雇主认证”荣誉称号，成功进军国际市场；
晋工机械轮式液压挖掘机入选中国工程机械年
度产品 50强。安海系列名牌产品引领市场，成
为“品牌之都”晋江的重要制造基地。闽南地区
主要的食品饮料、纸制品、五金机械、制革、玩具
文具及钢铁工贸产业基地都在安海。

海峡乡愁
安海现有国家AAAA级安平桥景区、中国传

统村落瑶前村，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7处，其
中国家级文保单位 2处（安平桥、龙山寺），省级
文保单位3处（星塔、石井书院、陈清机宅）；有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6个，其中国家级 1个
（安海端午“嗦啰嗹”习俗）。

众多的人文景观、文物古迹、民俗文化，让安海
体现出显著的闽南文化特征。这些文化资源都是
不可复制、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资
源。元宵、端午、中秋“三大节庆”效应凸显，让安海
成为凝聚海内外合力的重要驱动力。

作为著名侨乡，安海诸多特色小吃
声名远扬。安海的风味小吃，历史
悠久，风味地道。最有名者要数土
笋冻，入选国家地理标志。菜粿、
捆蹄、食珍糕、蓼花、麻枣、蒜味咸
粿圈、润饼菜等特色小吃，亦广受
欢迎。一席“安海菜谱”洋溢着浓浓
的乡愁。

海丝名城

唐宋时期，安海港是泉州通商海外的重要港
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海外贸易居安海商业的主导地位。北宋哲
宗元祐二年（1087），泉州设市舶司，管理泉州港
的海外贸易，州府随即在安海设立“石井津”，遣
吏榷税。南宋建炎四年，朝廷置安海为“石井
镇”，并派迪功郎担任监镇官，专门负责一镇课
税。南宋绍兴八年（1138），为便于船舶停靠及货
物转输，安海兴建安平桥，历时十四载告竣，继
而又兴建东洋桥。

石井镇的创建和两座跨海大桥的兴建，是安
海商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
志。斯时，安海港的海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安平
商人“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域之墟”“贾行遍郡
国”，出现“港通天下商船，贾胡与居民互市”的繁
荣景象。安平桥也由此成为记录古代中国开启海
洋开发的历史之桥，更是一座见证“海上丝绸之
路”的文化之桥。

明代，泉州港不振，安海港却仍有“大江南北
渡千帆”之盛，“港市之繁荣，不亚于郡邑”。故温
陵旧事云：“民无所征，贵贱惟滨海为岛夷之贩，安
平镇其最著矣。”

18名晋江优秀学生代表登紫帽、攀文峰。

晋江优秀学生代表挂福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