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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关于公布2024年福
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名单的通知，全省18个镇（乡）入
选，晋江安海镇名列其中。

地处晋江市西南部的安海镇，建镇于宋建炎四年
（1130），历史上为闽南水陆交通重要节点，千百年来，商贸
繁荣，人文荟萃，是闻名遐迩的经济重镇和文化古镇。全镇
拥有各级文物54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安平
桥、龙山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20项（其中国家级1项）。2016年，安平桥
景区荣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7年，安海入选第七批“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2021年，安平桥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2个遗产点之一，入列世界遗产名录；
2022年，安海古镇登上《中国古镇（四）》特种邮票。同时，
安海还拥有中国传统村落瑶前村，省级美丽乡村下洪村、新
店村、前埔村、西门村，“安海土笋冻”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悠久的历史、丰厚的积淀、众多的景点，使安海成为深
受游客青睐的文旅胜地。

近年来，安海镇聚焦文体旅融合发展，紧紧围绕创建省
级“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工作，坚持科学谋划、高位推进，持
续挖掘安海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创新培育多元业态，积极
提升服务配套，致力把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
优势、发展优势，实现全域旅游“多点开花”目标。据统计，
2023年，安海镇共接待游客84万人次，全镇游客接待量与
旅游总收入创历史新高。

安海镇党委书记黄胜鑫表示，下一步，安海镇将继续坚
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立足打造“安平古镇 海丝名城”人
文旅游目的地，持续提升文体旅产业，丰富安海文化游、非
遗游、乡村游、研学游等新业态，串珠成链，形成具有古镇气
派和安海辨识度的精品旅游路线，持续打响“全域生态旅游
小镇”金招牌。

近年来，安海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厚植历史人文底
蕴，大力发展全域生态旅游。

在推进全域生态旅游建设上，安海镇秉持“长远发展、
规划先行”原则，贯彻“多规合一”发展理念，在《安海镇总体
规划修编（2012—2030）》《安海侨乡文化名镇保护规划》中
均编制了旅游规划专篇，全力做好全域旅游顶层设计。

为统一步调发力全域旅游，安海镇着力推进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村居联动、景村
融合、企业参与”的全域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统筹行政资源，
成立全域生态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全域生态旅游
小镇创建工作会议，推进落实各项工作。

打开安海镇全域旅游地图，景点、非遗、美食、住宿等信
息一览无余。

据悉，为有效盘活存量资源变旅游新风景，安海镇积极
做好旅游资源普查，全面梳理古街、古桥、古塔、古寺等古
迹，规划文化设施用地 18.34公顷、文物古迹用地 13.64公
顷，系统谋划全域旅游项目、路线，全力做好旅游资源的保
护、开发与宣传推介。

与此同时，安海镇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让生态成为全域旅游的一张闪亮名片。

碧水衬秀色，白鹭舞蓝天……漫步安平桥国家4A级旅
游景区，处处可见生态之美。

安平桥景区以世界遗产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安平
桥为中心，横贯东西，将湿地、农田、城镇等完美和谐融为一
体。景区内水系丰富，有河道、溪流、坑塘、浅滩、沼泽等，水
域面积约 500亩。同时，景区植被覆盖率高，四季常青、应
时有花、常年有景。

安平桥景区今日盛景并非一蹴而就。近年来，安海镇
通过统筹推进安平桥景区水生态环境修复、水资源保护、历
史文化传播、景观提升、旅游组织规划、服务设施规划、安全
保障、解说规划、管理规划和智慧景区规划等专项系统规
划，科学利用和开发水利风景区资源。2023年底，安平桥景
区获评福建省级水利风景区。

安平桥景区建设是安海推动全域生态旅游的典范，也
是安海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推动生态价值实现的生动样本。

除此之外，安海镇还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大力推进厕所革命、污水管网、垃圾分类、
河道整治等农村环境重点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健全环境保护
监管机制，落实河湖长制、“河长+警长”“林长+警长”等工作机
制，通过不断优化城乡环境、助推全域生态旅游发展。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近年来，安海镇持续挖掘深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积极策划文旅项目、打造文旅
路线，推动文化和旅游相生共兴、融合交
汇。

元宵“赏花灯”“攻炮城”，端午“嗦啰
嗹”“水上掠鸭”，中秋“博状元饼”“烧塔
仔”……自安海镇打造“三大节庆”品牌活
动以来，每一年的节庆文化活动都十分
火爆，吸引了大量游客走进安海，体验“节
庆+民俗”文化大餐，成为安海镇打造文体
旅融合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每次回乡参与节庆活动，都感到非
常亲切、高兴，是我记忆最深处的乡愁。”
今年端午期间，香港晋江安海同乡联谊会
主席吴昭穆回乡参与晋江市（安海）第十
二届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时动情地说。

如今，安海“三大节庆”不仅带动提升
了安海文化旅游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也成为提升海内外安海人文化自信、凝聚
发展合力的重要载体。

除了依托元宵、端午、中秋三大节庆
打造文旅品牌外，安海镇还积极探索文旅
融合发展新路径，充分挖掘“文旅+”新亮
点。

其中，安海镇围绕重塑古镇文旅脉
络，以世界遗产点安平桥为核心，推出“安
平桥—三里街—龙山寺”文化旅游路线；
依托农业产业优势，积极打造田园风光旅
游和农业休闲采摘体验；依托恒安等上市
公司发展工业旅游；依托传统村落、红色
文化等拓展乡村旅游；依托非遗、民俗布
局研学旅游；依托泉洲海洋公园涉足亲子
旅游。

同时，安海镇还通过“世遗+非遗”“惠
民+精品”等方式，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依托镇、村二级公共文化阵地，积极开
展各类文体活动，包括非遗研学体验、惠
民演出、基层篮球赛等。同时，充分利用
节假日，在安平桥景区搭建百姓大舞台，
常态化举办各类文体活动，为市民游客提
供可观、可赏、可鉴的旅游文化资源。

今年5月底，一场“古镇状元游·亲子
徒步行”活动在安海古镇热闹上演。活动
中，80名少儿身着汉服，在家长的陪同下，
从安平桥景区白塔广场出发，经石狮巷、
高长春宅、施氏四房大厝、陈清机宅、龚厝
对面广场、大巷、石井书院，最终抵达霁云
殿广场。徒步途经安海多处人文点，沿途

还有“科举通关”游戏、模拟宋代考试情景
的打卡点等。精心的设计和沉浸式体验，
让亲子家庭在这场徒步活动中深切体会
了宋元中国、安海市井的民俗韵味，领略
了安海古镇文教昌明的历史盛景。

除了推动文化旅游外，安海镇还聚焦
文体旅融合发展，积极谋划举办各类体育
活动，通过发挥体育赛事宣传推介重要作
用，释放体育活力，催生文体旅融合新业态。

去年底，2023特步晋江马拉松赛首次
跑进古镇安海，体育赛事资源的集聚效
应，吸引了大批游客。近期，安海镇正在
策划于今年 10月底举办首届“健行安平
悦见美好”徒步活动，来自全省各地及台
港澳地区的徒步爱好者将齐聚安海，感受
安海的文体旅魅力。

安海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洪青
青表示，下一步，安海镇将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以体促旅，充分挖掘和利用文
体旅资源，锚定传统节庆活动和假日旅游
市场，深挖文化魅力，赋能文旅融合新内
涵，不断推出产品体系丰富、体验性强、游
客满意度高、百姓喜闻乐见的文旅项目，
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安
海
镇
入
选2
0
2
4

年
福
建
省
﹃
全
域
生
态
旅
游
小
镇
﹄

着
力
打
造
﹃
安
平
古
镇

海
丝
名
城
﹄
人
文
旅
游
目
的
地

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文化赋能 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
丰富载体 促进多元业态大融合

泉洲海洋公园、安海湾绿道、安平田园梦想城乡文旅项
目……近年来，安海镇以项目为抓手，不断打造文旅新场
景、培育新业态、激发新活力。

刚刚过去的暑期，泉洲海洋公园因其独具特色的明星海
洋动物、萌宠互动、美人鱼表演、海狮及海豚表演等，成为游客
亲子游、研学游及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获得了声量销量双丰收。

除了泉洲海洋公园人气火爆外，安海湾绿道自今年初建
成后，快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好去处。

安海湾绿道起于安平桥景区，终于安海曾埭樱花园。沿着
步道往曾埭方向行走，映入眼帘的是静谧的田园风光；如往安平
桥景区方向行走，则可切身感受一番世遗点的文化底蕴。

该路线正是安海镇叠加人文、生态两大优势，策划生成
东、西两条乡村游精品线路中的西线，以安海湾绿道为主轴，
串联曾埭、水后、西边、外曾等千亩田园风光，与安平桥景区形
成特色乡村生态风光旅游线路。东线则串联瑶前传统古村
落、赤店非遗图书馆、新店乡村微景观，形成集休闲采摘、非遗
体验、乡村研学于一体的旅游示范线路。

近年来，安海镇将美丽乡村建设与都市现代农业、全域旅
游发展相结合，积极探索一条以旅联农、以旅兴农、带动农民
奔共富的新路径。

除了推进文体旅、农文旅融合发展外，安海镇还积极推动
工文商旅融合发展。

去年10月底，中国男装品牌利郎LESS IS MORE在晋江
安平桥上演以“青年知行”为主题的年度新品大秀。近期，该

“安平桥大秀”系列品牌活动荣获2024年上海国际广告奖金、
银两项大奖。而该活动正是围绕“安平桥”IP深化工文商旅
融合的一次成功典范。

安海镇副镇长林萍怡表示，发展全域旅游，既要让游客舒
心，也要让市民满意。下一步，安海镇将立足打造“安平古镇
海丝名城”人文旅游目的地，围绕丰富“吃、住、游、娱”等旅游要
素，不断完善配套，全面提升城镇品质及旅游服务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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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端午“水上掠鸭”特色习俗惊艳市民和游客。

安海闹元宵，白塔下欢乐攻炮城。

安平桥景区人文风光与优美生态交相辉映安平桥景区人文风光与优美生态交相辉映。。

安海湾绿道“一线串珠”，形成乡村游精品线路。
“古镇状元游·亲子徒步行”活动，孩子们沉浸式“穿越”。

泉洲海洋公园人气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