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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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晚报讯 昨日，2024 年中
国-东盟法律研讨会在晋江召开，会
议旨在推动中国-东盟法律制度研
究人员及实务工作者密切对话交
流，共促区域法治建设合作，助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柬埔寨王国反
贪局副主席康盛，泉州市市长蔡战
胜，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晓君出
席会议并致辞。

蔡战胜代表泉州市委、市政府向
出席研讨会的嘉宾表示欢迎。他指
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
市，与东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千
百年来，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大批泉
州人“下南洋、闯世界”，950多万泉籍
华侨华人主要聚居在东盟国家。近
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和泉州

“海丝”先行区建设不断推进，东盟已

经成为泉州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曾
经的“下南洋”成为如今的双向奔赴。

蔡战胜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与西南政法大学及有关各方，
携手打造海丝中央法务区，加快法律
研究协作平台共建共享，强化法治人
才培养引进合作力度，共同建设高水
平法治政府，推动形成“名城滋养名
校、名校服务名城”的良性互动。相

信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泉州研究
院的成立，必将促进东盟与泉州之间
政策研究、法律服务、人才交流等方
面联系，为两地经贸合作提供坚实的
法治保障，助力实现区域融通、互利
共赢的美好图景。

本次研讨会由泉州市人民政府、
西南政法大学主办，泉州市公安局、
中共晋江市委员会、晋江市人民政

府，以及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共
同承办。研讨会开幕式上，《泉州市
人民政府 西南政法大学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签订；“中国-东盟法律研究
中心泉州研究院”揭牌；“海上丝路投
资风险预警综合服务平台”暨海丝法
治基金成立。

省公安厅有关领导，泉州市领导
张文贤、肖进才参加。

本报记者 张茂霖

昨天，晋江彻底告别雨水的袭扰，阳光始终“在
线”。尽管有云朵的遮挡，但气温依旧“一路高歌”。据
监测显示，晋江大部分街镇最高气温超过32℃，磁灶镇
最高温更是达到了34.7℃。

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局获
悉，今天，晋江各街镇最高气温普遍在32℃以上，广大
考生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明后天，晋江
依旧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5℃。

今天多云，气温26℃~32℃，沿海西南风3~4级、阵
风 5~6级；明天多云，气温 26℃~33℃，沿海西南风 3~4
级、阵风 5~6级；后天多云，气温 26℃~33℃，沿海西南
风3~4级、阵风5~6级。

本报讯（记者 蔡明宣）以“晋江创造 贸通全球”
为主题，为期 2天的晋江市内外贸高质量发展场景创
新大会将于6月24日上午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次大会将设置产业场景区、采购对接区和平台
资源区，并将全面展示食品、纺织、拖鞋、泳装、建材、伞
具、智能装备，以及国潮品牌等晋江产业，吸引海内外
有影响力的采购商与晋江产业企业对接洽谈，同时邀
请各领域平台资源助力晋江企业拓展市场。

大会期间，将举办国际交流洽谈会、重点海外采购商
及资源商路演推介、婴童及户外运动海外采购对接会、综
合展示推介、参观产业等5大配套活动及一系列供采对
接会。这些活动将为参会者提供深入交流和合作的机
会，促进晋江产业开拓海内外市场。

此外，本次大会将举行一系列项目签约仪式，进一
步为晋江内外贸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据悉，截至目前，本次大会已邀请来自中东、印度、
巴基斯坦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家海外采购商，中
免国际、金拱门、美宜佳、糖巢等 20家国内采购商，以
及淘宝、京东、TEMU、Amazon等 80家平台商参加，撬
动涵盖鞋服、纺织、食品、建材、婴童、伞具、玩具、智能
装备等多个行业的超千万美元的采购需求。

晋江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大会将通过
一系列创新场景和配套活动，吸引晋江本地重点内外
贸企业、海内外采购商、优质平台资源等参会交流对
接，推动晋江市内外贸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昨日，晋江市人大常委会
组织对全市 2023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进行视察。晋江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仁达、黄文
福、王清龙参加视察，晋江市副市长王也夫、吴靖宇陪
同视察。

当天，视察组一行先后视察竹树下公园水体治理
情况、福建凯达集团溶剂回收治理情况、永和镇巴厝石
窟公园、陈埭沟西后沟黑臭水体治理情况。

视察组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事关长远、事关民
生福祉，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对表各级下达的环境保
护任务和年度目标，全面排查突出问题，追溯问题根
源，分类建档立册，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要坚持科学
治污、精准治污，坚持点面结合、整体推进，对各类污染
问题逐一销号，真正做到治标治本，对各级巡视反馈的
问题要进行全面及时整改，打好治污攻坚战；要保持生
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法违纪行
为，对生态环境违法犯罪“零容忍”；相关部门、镇街要
加强环境保护宣传，不断增强社会各界的环境保护意
识；要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明晰部门、属地、企业责
任，多方联动，形成大保护、齐抓共管的格局，共同守护
好晋江的绿水青山。

“中国鞋都·拖鞋名镇”、“福建省生态
乡镇”、连续 3年乡村振兴绩效考评居晋
江市前列……近年来，晋江内坑镇抢抓机
遇、发挥优势，围绕补短板、抓提升、促发
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近日，围绕创建泉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

“五好”乡镇工作，内坑镇党委书记林灿煌
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五
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思路，内坑镇将大力
推进‘1+2+3+100’乡村振兴实施计划。”林
灿煌表示，“1+2+3+100”，即以1条泉州市
乡村振兴示范线为纽带，充分发挥股份经
济联合社平台和乡村振兴促进会 2大平
台作用，重点打造长埔、砌坑、黎山等3个

示范村，同步策划新增 100个乡村振兴建
设项目。

据悉，今年，内坑镇以创建3个省级乡
村振兴示范村、1个省级产业振兴示范村
和1个泉州市美丽宜居村庄为示范带动，
推动全镇 28个村围绕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建设、农村公共配套服务项目建设、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等，整镇推进乡村振兴。此
外，要在“红色之旅 烽火内坑”泉州市乡村
振兴示范线的创建基础上，依托丰富的红
色资源，与传统文化和现代产业形成三大
纽带，进一步深化示范线路创建成果。

（下转2版）

依海而生 向海而兴

《八闽通志》中记载：“闽地瘠民
贫，生计半资于海，漳泉尤甚。故扬
帆蔽海，上及浙直，下及两粤，贸迁化
居，惟海是藉。”

数千年前，农耕资源的匮乏激起
了晋江先民的开拓意识。靠海吃海，
向海而兴，工商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
展带来了晋江商业的繁荣。

在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的晋江
人造福船、建港口、修长桥，创造了璀
璨的海洋文化，留下了宝贵的海洋文
化遗产。

晋江有着众多世界级、国家
级、省级、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如水密隔舱技艺。水密隔
舱，顾名思义，就是在船体内部设
置多个相互独立、密封不透水的隔
舱。这种技艺最早起源于我国，并
在福建地区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
展。据史书记载，早在唐代，晋江
的先民就已经开始采用水密隔舱
技艺建造海船，以提高航海的安全
性和货物的储存效率。

2008年，“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
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0年，该技艺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6月 21日—23日，晋江梧林传统
村落的三栋厝，将展出包括福船、南
音、高甲、布袋木偶、砖雕等20多种非
遗及梧林本土文化，让观众零距离感
受和体验一场海洋文化盛宴。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是与亚历山
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与当时
世界上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
易。广义的泉州港包括“三湾十二
港”，其中就有被称为“南港”的安海
港。

从安海港出发的船只，走过西亚

的波斯湾沿岸地区、东南亚的爪哇岛
和泰国，以及东北亚的朝鲜半岛，许
多国家、地区都与包括安海在内的泉
州发生贸易关系。

“造船技术和港口的发展，为晋
江人的远洋贸易打下基础。晋江也
由此探索出一条‘以手工业为主、农
业为辅’的港口经济发展道路，陶瓷、
冶铁、纺织、酿酒等手工业蓬勃兴
起。”晋江市文保中心主任吴金鹏谈
道。其中，磁灶窑与泉州海洋贸易的
发展同步，是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出口
商品生产的代表性遗产要素。

《晋江县志》记载：“瓷器出瓷灶

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
之属，甚饶足，并过洋。”位于晋江辖
区内的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是
泉州城郊规模最大的一组古窑址，也
是宋元时期泉州外销陶瓷窑址的杰
出代表。经考古发掘，磁灶镇境内共
有南朝至清代窑址26处。

人从水兴，水从人盛。在东南沿
海，秋冬之际吹北风，满载着中国陶
瓷、丝绸和茶叶的船只，从泉州港驶
出；次年春夏之际吹南风，外面的商
船又载着香料和药物进港。南来北
往，货物互易，描绘出“涨海声中万国
商”的画卷。

劈波斩浪 一纸乡愁

在梧林传统村落的百福轩，一场
以“丝路信使”为主题的侨批与海上丝
绸之路主题文献展将于今晚开幕，旨
在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多种形式展
示侨批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时代
价值。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30日。

作为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是福建人
向海而生的产物，诠释着福建人漂洋过
海劈波斩浪，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
历程，承载着福建与“海丝”的记忆。

就晋江而言，晋江人出洋谋生的
历史，可追溯至隋唐时期。

据《西山杂志》记载，早在隋初，即
有东石人林智惠、高逄桢驾舟远航渤
泥（今文莱一带）。因为“往来有利”，
所以后来有很多晋江商人“竞相率航
海”。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贸易兴盛，
晋江人出洋兴贩贸迁蔚然成风。至明
清两朝，大量晋江人因避苛政、匪患等
定居海外。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
代初，有大批晋江人下南洋。现如今，
晋江华侨的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分布
在东南亚各国，因而在晋江，有着“十
户人家九户侨”的说法。

（下转2版）

2024年中国-东盟法律研讨会在晋江召开
蔡战胜出席并致辞

跨越山海 潮向未来
本报记者 李诗怡 杨静雯

闽在海之中，海为闽人田。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福建人来说，海洋既是征

途，又是归途。
福建，海洋大省、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中国海洋文明最为典型的区域。在数千

年的演进、整合与重构中，福建先民向海而兴、拓海而荣、海纳百川，展现出生生不息的生
命力。悠远绵长的福建海洋文化，流淌着闽人与海洋相拥逐梦的故事。

晋江，坐落在闽东南的明珠。千百年来，晋江的发展与海洋密不可分。海洋文化
对于晋江人来说尤其珍贵，它宛如一颗绵延不息的蓝色火种，串联起晋江人的昨天、
今天与明天，成为晋江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晋江的重要纽带。

强镇兴村富民 构建乡村振兴整镇推进新格局
——访内坑镇党委书记林灿煌

本报记者 蔡培仁

未来三天持续高温
天气以多云为主

晋江市内外贸高质量发展
场景创新大会24日开幕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
视察环境状况
和环保目标完成情况

瑞雪说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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