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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现场共布置了七大展区、近8000平方米的展
示空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00多只珍稀野生动物标本
首次在文化中心美术馆亮相，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
神奇与魅力。

活动中，志愿者们生动地介绍中华凤头燕鸥、勺嘴鹬、彩
鹮、白鹤等珍稀鸟类，这些曾经难得一见的动物，如今已成为
晋江的“常客”。不少市民沉浸式观赏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邮集
及近200幅珍稀鸟类摄影图展，感受艺术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我们还开展4项野生动物文化研学手工活动，包括中
小学剪纸、手工香皂、木时钟等；组织2场少年市集，共98个
文创摊位，现场有趣的人偶巡游、黑悟空互动等环节，让市
民游客体验热闹非凡的游园盛会，在活动中展示丰富多彩
的野生动物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间，还开展蓝色海湾栖生园参观活动，现场体验福建省
生态文明建设、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成效；举办ESG生态体系
建设交流会，为企业生态体系建设指明发展之路。

文化赋能保护 融合开创未来
2024年全国“爱鸟周”自然笔记总结暨福建省首届野生动物文化交流活动在晋江举行

本报记者 蔡斯洵 秦越

文化赋能保护，融合开创未来。
26日，“2024全国爱鸟周自然笔记总结暨福建省

首届野生动物文化交流活动”在晋江市举行。以“珍
惜”守护“珍稀”，这场野生动物文化的视觉与心灵双
重盛宴，激发民众保护大自然和野生动植物的热情。

在晋江，水碧天蓝映绿野，钟灵毓秀鸟欢飞，一幅绿
量充沛、蓝绿交织、山水交融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九十九溪穿城而过、波光潋滟，彩鹮于田藕间觅食嬉戏；
南岸湿地公园鸥鹭翩飞、雁鸭畅游，引来东方白鹳登门
造访；千亩晋阳湖微风徐徐、水天相映，成为白鹭最喜爱
的栖息地；巍巍紫帽山层峦耸翠、景色绮丽，“林中仙子”
白鹇多次亮相；越冬胜地围头湾，勺嘴鹬如约而至，频频
上镜央视新闻。

“晋江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
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一体推进治污水、治矿山、治大气，先后荣获国家生
态市、国家园林城市、福建省首批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市
等称号。”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曾
伙明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鼓励更多优秀企业和社
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助力企
业和社会组织提升形象、推广品牌。同时，引导全社会
深入挖掘野生动物文化元素，让更多行业和产品推广

“野生动物文化+”，创造更多更精彩的野生动物文化
产品，营造良好的野生动物保护社会氛围，实现文化赋
能保护。

优生态：
生态基金 开启保护治理“新模式”

当天的启动仪式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红树林基金会（MCF）
联合为晋江市人民政府颁发全国自然笔记活动推广

“感谢信”。这一荣誉既是对晋江长期以来在野生动物
保护领域所做出杰出贡献的认可，也是对晋江在促进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采取有效措
施的肯定。

生态保护基金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
发展，以及提升公众环保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活动中，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与阿拉善SEE、
红树林基金会（MCF）分别签订了“美丽晋江”生态保
护专项基金合作协议，与卡尔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签
订了阿里巴巴、天猫公益宝贝合作协议，与广东七芯智
媒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绿色公益合作协议。

“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公众和企业的广泛参与，我们
希望能够多形式、多渠道引导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
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修复行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环保
意识。”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强产业：
创新赋能 构建产业体系“新样板”

当天活动上还举行“爱心企业”“爱心伙伴”
证书颁发仪式。

在晋江，一些企业不但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
了卓越成就，而且在生态公益保护方面充分彰显了
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共同为晋江生态保护贡献力
量。一直以来，晋江的企业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发
展新型文化业态，将生态价值进一步转化，野生动
物文化进一步融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

值得一提的是，晋江市以野生动物元素为
Logo的服装鞋帽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野生动
物文化资源是一种不以消耗野外资源为代价的
新资源观，人们通过挖掘野生动物的文化价
值，开发与野生动物有关的影视、游戏、休闲、
知识、信息、教育、旅游、探索、文创产品、服装
鞋帽和日用品等，不仅可以突破传统资源的瓶
颈制约，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而且有助于营造
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兴城市：
自然教育 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

首次野生动物文化交流活动荟萃各类文化产品，通过
展览、互动体验、集章打卡等形式，展出 167幅自然笔记优
秀作品，吸引广大市民朋友参观体验，带动文旅经济发展。

小学生钟若粼是一名观展者。“原来我们这里有这么多
国家级保护鸟类，能感觉到晋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在晋江，蓝色海湾栖生园、九十九溪田园风光、围头湾鸟
类栖息地已成为自然教育的新课堂和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当天仪式上还进行 2024年全国“爱鸟周”自然笔记颁
奖，并开启了 2025年全国“爱鸟周”自然笔记征集活动，倡
导政府、学校、社区、企业等协同合作开展自然教育，为城市
带来新的活力和魅力。

近年来，晋江采取宣传教育、物种救助、机制创新、执法
监管等多项措施，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并力
推进，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保护野生
动植物氛围愈发浓厚。

惠民生：
公益活动 探索美好生活“新典范”

24日，深沪考察团一行来到宁波市象山县石浦
镇。近年来，坐拥全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的石浦镇
大力推进现代渔港经济区建设，推动渔业转型发展，
加快打造石浦渔港旅游新形象。

在此行中，深沪考察团实地考察水产品工业园
区产业发展情况，开展水产品精深加工点对点招商
推介，实地考察中国水产城水产品交易、产业发展情
况，还实地考察了石浦渔港建设、古街改造、渔旅结
合发展情况，并与当地政府深入座谈、交流。

“深沪镇作为晋江市创建国家级渔港经济区的
重要部分，将打造‘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项目，分别
为深沪渔港港区环保提升工程、深沪港区后方改造
提升工程、深沪渔港港阜避风塘整治项目、深沪渔港
智慧中心项目，旨在打造智慧渔港、绿色渔港、人文
渔港、平安渔港。”洪志强说，深沪港区后方改造提升
工程涉及宝泉古街，石浦镇的古街改造对其是一个
很有价值的参考。

当前，深沪镇渔港港阜避风塘整治项目、深沪渔
港港区环保提升、深沪渔港智慧中心项目均已开工，
深沪港区后方改造提升工程也在有序推进中。国家
级渔港经济区深沪项目的建设，将极大地改善深沪
镇的硬件设施，提升城镇面貌，使沿线的土地等资源
得到充分发挥，拉动海洋渔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城
镇更美、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

25日，深沪考察团一行人前往上海浔兴拉链制
造有限公司和上海富山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实
地考察企业运营情况，并拜访深沪乡贤、石狮上海商
会会长吴良杰。

在座谈交流会上，大家围绕深沪实体经济的发
展、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畅所欲言，为家乡发展建言
献策。会上，深沪镇聘请吴良杰为深沪镇招商引才
顾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3天的考察学习，行程满
满，受益良多。凭天然良港条件，借天时地利人和，
深沪的渔港经济、海洋产业还大有空间、大有潜力、
大有可为。接下来，深沪镇将积极推动意向签约项
目落地，同时，继续发挥好区位优势，做好“海”的文
章，持续推进深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向
海图强新篇章。

做好“海”的文章
深沪镇开展“学沪浙、谋深海”海洋经济发展考察学习活动

本报记者 施蓉蓉 通讯员 邹善添

10月23日至25日，晋江市深沪镇会同晋江市农业农村局、晋江建投控股集团，开展“学沪浙、谋深海”海洋经济发展考察学习
活动，赴舟山、宁波、上海开展渔港建设考察、海洋经济招商活动，进一步发挥深沪镇海洋、生态、文旅、产业优势，扩大国家级渔港
经济区创建联动效应，推动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记者获悉，此次考察学习活动是深沪镇“向深看、向沪行、向外引”系列行动之一。此行实地考察渔港2个，走访涉海企业8家，
招商签约2个海洋经济项目，达成意向投资金额4亿元。

渔港功能多元化
做好“海”的文章

此行，深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洪志强和晋江市
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洪俊杰，晋江建投控股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陈奕友等10人，第一站来到舟山。

在舟山施诺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被该
公司远程实时在线智能化养殖系统吸引。通过该系
统，工作人员可随时掌控海底网箱水温、盐度、鱼苗投
喂实况，系统还配有探查鱼群活动情况的水底声呐等
设备。

“靠海吃海不能只依靠捕捞。深远海养殖是深沪
镇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将成为未来海洋经济新
的增长点。”洪俊杰说。

随后，考察团一行来到沈家门渔港。这是中国最
大的天然渔港之一，也是世界三大渔港之一。漫步渔
港，迎面而来的海风中，特有的“海味”让考察团一行
仿若身处深沪中心渔港，但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整齐划
一的排档摊位等风景，又与深沪不同。考察团一行边
走边看边思，深入了解沈家门渔港建设、管理、运营情
况，并实地考察被称为“中国第一鱼市”的中国(舟山)
国际水产城。

“对于游客来说，来到海边、渔港，最期待的就是
吃上新鲜实惠的海货，看到不一样的海洋风景。沈家
门渔港的模式值得我们思考。”洪志强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做大做强海洋经济。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的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近年来走出一
条以海兴村、以海强村的新路子。如何让深沪中心渔
港的功能更加多元化？如何让“渔旅”更好地融合？
如何引导沿海社区做好“海”的文章？这些思考的方
向，是深沪渔业的潜能所在。

当前，深沪镇正会同晋江建投控股集团开展商港回
购、渔港运营管理模式深度合作等工作。同时，还会同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布局海洋经济产业专门园区，策划生
成泉州金枪鱼交易中心、超低温冻库、渔民之家、深沪海
上世界等项目，其中超低温冻库已完工，其余项目正在
推进。

如何科学合理布局海洋产业、补齐产业链短
板、更好挖掘区位与资源优势？带着思考，考察

团一行来到舟山远洋基地，走进基地管理大楼、
远洋渔业展厅、中国鱿鱼馆、浙江大洋兴合食品
有限公司、舟山佳必可食品有限公司等点位，详
细了解其远洋渔业发展、园区规划布局、水产加
工全产业链运营管理等情况，并开展水产品精深
加工点对点招商推介。当天，深沪考察团现场与
浙江大洋兴和食品有限公司及舟山佳必可食品有
限公司进行项目签约。

“舟山的模式非常具有学习借鉴意义。国企在渔
港建设管理中搭建平台，不仅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
还能吸引社会资本和私营企业参与，实现合作共赢。
这种方式可以整合各方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渔
港经济区的综合竞争力。”陈奕友说。

发挥区位优势
打造海洋产业核心区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沈家门码头实景

石浦镇渔港古城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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