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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通讯员
龚钦仕）日前，《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泉州市所辖7个县（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 年）的批复》公
布。记者昨日从晋江市自然资源局
获悉，《晋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正式获得批复。

《规划》是晋江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
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根据批复要求，《规划》实施要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
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紧扣高质
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要使命，深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

战略，进一步推动晋江市打造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纺织
鞋服产业集群。

同时，批复要求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节约用地制度，严守粮食、生态、资
源安全底线。到 2035年，晋江市耕
地保有量不低于 18.28 万亩，其中，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面 积 不 低 于

16.053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
于 656.55 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
扩展倍数不超过省级下达的控制
数；用水总量不超过省级下达的指
标；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省
级下达的任务。

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方面，批复
提出，要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
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海洋强

国战略，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
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动高
颜值生态、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的有机统一。

此外，批复还对晋江提高国土空
间安全韧性、维护《规划》的权威性、
做好《规划》实施保障等提出了具体
要求。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023年福建省报刊十大名栏目

“咚！咚！咚！”昨日下午
2时，艳阳高照，安平桥景区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独具特色的
安海“水上掠鸭”竞技活动，在
这里火热开展。

水面上，挑战者光着双
脚，踩在晃晃悠悠的竹竿上，
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靠近竹
竿尽头的笼子。笼子里，一只
白色的鸭子正等待着成功的

“掠鸭”者。
“哇，差一点！”“好可惜，

还没走到就落水了。”“快看，
他捉到了！”……岸边，里三层
外三层的观众，随着一个个挑
战者的轮番上阵，爆发出阵阵
欢呼声。

“每年端午节下午，安海镇
都会举办‘水上掠鸭’活动，来
纪念郑成功在安海训练水兵。”
晋江市安海镇冬泳协会会长颜
呈智介绍，今年，活动方准备了
50只鸭子，供市民、游客现场
报名参加。

现场，不少外国友人也沉
浸式体验了这项特色民俗活
动。

来自德国的天宝是一名晋
江女婿。昨天下午，在观众的
热情呐喊声中，天宝站上挑战
台。只见他气定神闲地在竹竿
上快走几步，一把拍开笼子，成
功入水“掠鸭”。“我很高兴，
非常高兴！”获得“战利品”后，
天宝兴奋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在“水上掠
鸭”开场前，来自贵州遵义的独
竹漂非遗传承人杨柳现身安平
桥畔。她头戴簪花围、身着汉

服，上演“轻功水上漂”，让人叹
为观止。

民俗盛会，端午韵浓。昨
日上午 9时许，端午“嗦啰嗹”
习俗原生态展示也在安平桥
景区“斗阵”上演。来自安海
朝天宫、霁云殿、霁云兴胜的
3支采莲队轮番上阵，踏着醉
步、挥幡敲锣，祈愿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不少观众也
参与到“花婆”“铺兵”“旗手”
的表演互动中，处处充满着
欢声笑语。

如果说，端午节当天是晋
江这场民俗盛宴的“高潮”，那
么，早在端午假期前，晋江的
端午氛围已经“拉满”。

6月 5日，2024年晋江（深
沪）海上龙舟公开赛在深沪火
热开赛。来自哈萨克斯坦、新
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广东、福
建等地的 12支龙舟队奋楫竞
渡，在深沪湾上演水上的“速
度与激情”。

龙舟赛现场，锣鼓声、呼喊
声、划桨激起的水浪声不绝于
耳。只见龙舟队队员们动作整
齐，一边呐喊一边划动船桨，以
昂扬的精神面貌破浪前行，向
终点冲刺。

“太开心了！我祖籍泉州，
来到这里，耳边听到的都是家
乡话，好亲切！”参赛队伍新加
坡 SG龙舟队的领队叶福财兴
奋地说，他们龙舟队的队员基
本是华裔。每年 6月份，他们
都会到世界各地参加龙舟比
赛。“这次来到深沪，参赛体验
很棒！”

本报记者 许春 林伊婷 许金植 王昆火 施蓉蓉 赖自煌

五月五，是端阳。
包粽子、赛龙舟、制香囊、水上掠鸭……连日来，

晋江处处一派欢度端午佳节的浓厚氛围。丰富多彩
的民俗盛宴，吸引了广大市民和海内外游客热情参
与，大家兴致勃勃地在晋江过佳节、品端午。

本报记者 张茂霖

昨天白天，晋江的气温节节攀升。据监测显示，
全市大部分镇街最高气温超过 30℃，以池店镇测得
的 32℃为最高。到了下午，天气突变，晋江气象台在
16时发布黄色雷电预警。随后，雨水倾盆而下，给地
面降了温。

今天是端午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瑞雪从晋江
市气象局获悉，未来三天，晋江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或
超过30℃，气温总体较高。另外，雨水也将不时来扰，
体感较为闷热。瑞雪提醒大家，外出记得带伞，遮阳挡
雨两不误。

今天阴转中雨，气温 25℃~30℃，沿海西南风 4~5
级、阵风 6~7级；明天阴转小雨，气温 25℃~31℃，沿海
西南风 4~5级、阵风 6级；后天阴转小雨，气温 25℃~
30℃，沿海西南风4~5级、阵风6级。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昨日上午，由晋江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化馆承办的“星光熠熠
美美与共”——晋江市首届星光文化节在晋江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晋江市文化馆代表向李相华、王燕
婷、蔡长兴、张百隐四位作家代表颁发作家作品入藏文
化馆入藏证书。现场还举行《星光》校园文学社联盟授
牌仪式，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华苑文学社、龙湖侨英小
学文学社、梅岭岭山小学成为首批《星光》校园文学社
联盟成员。

据了解，《星光》创刊于 1978年，是晋江本土综合
性文艺刊物，目前已出刊147期，是晋江文化传承与发
展的阵地之一，也是培养晋江作家的园地。“《星光》办
了这么多年，为晋江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推
动作用。”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颜纯钧认为，文
学在新媒体时代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希望《星
光》能够乘着时代东风，为晋江、福建乃至全国的文学
事业增光添彩。

“《星光》代表着晋江的文化基因，一直以来都用晋
江的语言叫响着晋江的名字。《星光》的诞生和发展离
不开晋江肥沃的文化土壤与晋江人的开放包容。”晋江
市文化馆副馆长、《星光》主编骆锦恋表示，接下来，将
依托“星光”品牌，推出系列培养计划，通过加强与学校
的合作，不断充实晋江作家梯队，“我们不仅要走出去、
引进来，还要传承下去，让文化的星光点亮城市、滋养
群众。”

据悉，作为晋江市2024年文化体育旅游节系列活
动之一，首届星光文化节包含蔡良在中国画作品展、
《星光》办刊成果展暨2024年第1期首发式、“文学里的
晋江”作家座谈交流会、“非遗里的晋江”主题采风等活
动，通过多元化的艺术展示和互动体验，进一步打造群
众文化 IP，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昨日下午，晋江市安海
镇青年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安海镇青年协会（原
青年中心）理监事会就职典礼在安海镇举行。晋江
市委副书记吴志朴参加活动。大会选举许有材为安
海青年协会会长。

当天，安海镇青年协会举办首期青年讲坛。就职
典礼上还举行了安海镇青年协会会员服务发布仪式，
晋江市育婴院“安海青年向上号”电梯捐赠仪式，安海
古镇青年学社导师聘任仪式，安海镇青年协会海外、台
港澳联络处揭牌仪式等。

许有材表示，安海青年协会将不忘初心，秉承“服
务会员，赋能青年，振兴安海”的宗旨，为海内外安海籍
青年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搭建更加多元的交流
平台，成为安海镇党委、政府与海内外安海籍青年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为安海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青
春力量。

气温总体较高
雨水不时来扰

晋江市首届
星光文化节启动

安海镇青年协会
第一届理监事会就职

处处欢声笑语，又见烟火升腾。在
晋江各镇（街道）、村（社区），系列端午
节活动的开展，满足着群众对过好传统
节日的新需求、新期待。

射五毒、DIY艾草香囊、纸编龙舟、
绑粽子、吃粽子……昨日下午，在英林
镇三欧村，一场以“粽趣横生 潮玩三
欧”为主题的端午游园活动，为村民开

启了一场“粽”情畅玩之旅。
锣鼓声声，99米巨龙精彩亮相。昨

晚，“同舞中国龙·同筑中国梦”晋江梅
岭街道非遗（锦塘舞龙）首届文化交流
节活动举行，来自泉州、厦门的 8支舞
龙队同台献艺、共襄盛举，给市民带来
了别样的节日体验。

在东石古寨、内坑黎山村等地，有
趣的包粽子比赛，吸引了广大市民的热
情参与。

粽叶、稻米、卤肉、香菇……比赛现

场，极具闽南特色的包粽子材料铺排开
来，选手们忙着翻折粽叶、添加馅料、包
实粽子。“加油！加油！”一边是选手们的
巧手翻飞，一边是围观人员的高声鼓劲，
现场气氛紧张热烈，欢声笑语不断。

“在晋江，过一个‘花式’端午节，很
开心！”今年 62岁的江西人蔡丹凤开心
地说，她在晋江已生活了二十多年，各
式各样的端午节活动不仅让她体验到
了传统民俗的美好，也感受到了家一般
的温暖。

传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端午市
集、非遗快闪、国风秀等创新活动也为
传统节日注入了新的活力。

6月 8日是端午假期首日，也是我
国第八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晋江
梧林传统村落，各类精彩的民俗巡游表
演秀轮番上演。

市民、游客漫步于槐序市集，DIY
艾草花束、艾草香囊、艾草锤，动手包
闽南肉粽，观赏《上春山·赴端阳》国
风舞蹈，在百年古村中，感受闽南非

遗的独特魅力，尽情品味民俗“文旅
大餐”。

“体验感很棒，梧林这趟旅行我们
来对了！”来自江西的张雅诗与父母一
起到晋江过端午。她体验了娘惹服换
装，并且近距离观看了“火鼎公婆”表
演，直言：“我爱上了晋江！”

以端午假期为契机，一场以“伞·
耀”为主题的中国伞都梧林侨村国风
秀惊艳亮相，328把东石伞“伞耀”百年
古村。

草地、池塘、街巷、天井、露台、外墙
等处，均被各具特色的伞具装点。整个
村落俨然一座巨大的伞具美术馆。不

少游客或头顶簪花，或身着鲜艳亮丽的
娘惹装，在各个装置区开心拍照，定格
动人瞬间。

“没想到，现代制伞工艺与传统村
落还能这样跨界联动、‘同框’展示。”来
自福州的陈梓洋是一名美术专业在读
大学生，此次来到梧林游玩，让他看到
了不一样的假日风景。

在五店市传统街区人民路，一群
年轻人在这里“粽”情玩耍。各个摊位
上，年轻的摊主们随心贩卖着特色的
物品、创意，交流故事，分享快乐。一
旁，街头艺人的随性驻唱，让这个端午
更添浓情。

传统现代互交融

多彩民俗迎端午

“龙”情“粽”意 共享民俗盛宴

绘制可持续发展空间蓝图
晋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获批

我们的节日·端午

①“水上掠鸭”，比的就是快和准。 本报记者 秦越 摄

②妙趣横生的“嗦啰嗹”展示。 陈钧 摄

③海上龙舟赛在深沪湾举行。 本报记者 秦越 摄

③

①

②

（更多报道见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