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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行驶在世纪大道与疏解公路交叉口，科创新区的区位、交
通优势一目了然：新区毗邻晋江市创新创业创造园（以下简称“三
创园”）、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区（以下简称“五里园区”）及风光
秀丽的“海丝史迹”草庵摩尼教遗址，距晋江市政府约5分钟车程，
泉厦漳城际轨道R1线也在此计划预留站点。

如今，在科创新区内部，一场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的
立体路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

“科创新区区间道路工程项目分三期建设，共新建、改造市
政道路 17条，路线全长 11.696公里。”科创新区交通市政项目组
相关工作人员黄庆和介绍，科创新区区间道路工程建设进一步
完善了区域路网体系，打通了世纪大道和泉安南路交通“大动
脉”，形成新区内部交通“微循环”，不仅将缩短区域通勤时间，方
便新区居民出行，更将串联起三创园、五里园区等产业载体，助
推产城融合发展。

据介绍，目前，草庵路以北的一期工程（包含横二路、横三路、
纵一路、纵三路）已于 2024年 8月开放通车，二、三期工程已有 11
条道路完工，剩余草庵路、横一路正在收尾阶段，预计今年第三季
度全面完工。

与此同时，科创新区还聚焦道路品质提升，持续打造绿美交通
廊道。目前，17条市政道路绿化工程大部分已完成种植，香樟、秋
枫、火焰木、黄花风铃木等乔木与成片花灌木交织，形成“一路一
景”的生态廊道景观。

美食+美景
共度美好时光

步入保利·自在海，满目绿植，映衬着
白色的拱门长廊，休闲度假的氛围感可以
说是“五一”假期的“好搭子”。

站在拱门长廊眺望大海，无垠的碧海
蓝天，给人以自由、开阔的感觉。穿过自在
海的草地，沿着大路前行，一排白色三角顶
棚的美食摊位就是此行的目的地——“沪
江十八道·南洋食尚汇——深沪+东南亚
美食嘉年华”。

25个美食摊位面向大海一字排开，包
含东南亚美食区、尤溪县美食区、深沪特
色美食区三大主题区域。香气四溢的各
种美食，很快就吸引了市民、游客的注意。

热气腾腾的拳头母劲道鲜美；马鲛鱼
羹细腻爽滑，每一口都包含海洋的馈赠；芋
圆炒米粉口感丰富，是深沪一道经典的主
食。此外，还有富有嚼劲的圣杯饼、软糯香
甜的冰饼、清爽解渴的石花膏等，在这里逛
上一圈，主食汤羹、小吃点心任君选择。

沿海的棕榈树为东南亚美食摊位平
添了一份热带风情。深沪小吃同业公会
会长黄清海告诉记者，此次参与深沪美食
嘉年华的东南亚美食摊位，是当地商户委
托泉州代理商参与的，带来了咖啡、可可
粉、香蕉片、芒果干、猫山王榴莲、猫山王
冰激凌等美食，这些东南亚美食也受到了
市民和游客的欢迎。

现场，尤溪县西滨镇畲山滨味的美食摊
位同样吸睛。摊主们身着畲族服饰，免费为
游客和其他商户赠送琥珀冻糕、金玉软糕、
畲族乌米饭等当地特色小吃，给大家带来不
一样的视觉、味觉体验。

“我每种都品尝了一下，感觉很好吃，
口感都是软糯香甜的，跟深沪本地的美食
很不一样。”黄清海说，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不同地区的美食文化相互碰撞，是一
件既有趣又让人惊喜的事。

来自青阳街道的游客庄天从告诉记
者，家里的小孩子想到海边玩，所以就来
深沪了，“既不会堵在高速，又能尽享美食
美景，大人小孩都玩得很尽兴。”

在美食嘉年华尽情享受了一番舌尖
上的盛宴后，游客们纷纷走向不远处那片
广阔无垠的海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孩
子们兴奋地奔跑着，一把铲子、一个小桶，
沙滩就成了他们的乐园；岸边的大片礁石
上，大家三三两两，或围坐着，或迎风而
立；抬头望向天空，不少游客正趁着这宜
人的海风，放飞手中五彩斑斓的风筝……
大家尽情享受这悠闲惬意的时刻。

游客围坐一堂
共品“沪江十八道”

在美食嘉年华现场，“沪江十八道”展
示区通过图片、文字、实物相结合的方式，
对深沪地标宴——“沪江十八道”进行集
中展示。

据介绍，“沪江十八道”从深沪镇地标
性美食中汲取灵感，并组合成多层次的筵
席形式，包括前菜、主菜、主食、汤品、甜汤
等五大部分。

为了让更多游客可以一品“沪江十八
道”的美味，此次主办方共准备了 5桌“沪
江十八道”深沪地标宴供游客品尝，参与的

25组游客，分别在 5月 1日、2日的美食嘉
年华现场，由主办方以抽奖的形式抽出。

3日中午，凯莱酒店“沪江十八道”体
验区热闹非凡，25名幸运游客各携1名亲
友，一同来此赴宴。

“细烩海鳗”“拳食之乐”“柔鱼秋蔬”
“玉仁香汤”等菜肴相继被端上桌，每一道
都将深沪当地丰富的海鲜、优质的农产品
等特色食材巧妙运用，是深沪人民智慧与
情感的结晶。来自各地的游客围坐在一
起，品尝美味，其乐融融。

“很好吃！我会推荐每一个来深沪的
人都来品尝。”游客余婷婷竖起了大拇指。

余婷婷是四川人，丈夫邓思航来自重
庆，两人均在深沪坑边工业区上班。5月2
日，夫妻俩带着 1岁多的女儿来到自在海
游玩，在美食嘉年华现场，幸运抽中了“沪
江十八道”的体验券。

“抽中的那一刻特别开心，今天品尝
之后，我们一家也觉得特别好吃。”余婷婷
说，她对深沪拳头母情有独钟。

邓思航告诉记者，作为“新深沪人”，
他一直有关注深沪的文旅活动，不仅参与
过多届美食节，去年的龙舟赛、民俗踩街

等活动，也让他印象深刻。
“现在，我们已经在深沪成家立业

了，这里是我们的第二家乡。期待未来
有更多丰富的文旅活动在深沪举行。”邓
思航说。

今年 52岁的彭秀英是来自湖南的土
家族人，年轻时嫁到金井镇。这次放假，
她和家人一同来深沪游玩。

作为幸运游客，她对“沪江十八道”同
样赞不绝口：“平时我们家里也会买拳头
母、巴浪鱼干回家煮，这些都是很‘百搭’
的食物，蒸煮炒炖都好吃。”

深沪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美食嘉
年华旨在提升深沪特色美食和“沪江十八
道”深沪地标宴的知名度，展现深沪的饮
食文化与地域魅力。本次活动通过汇聚
多元美食，促进了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发
展，带动了餐饮、旅游等消费，为深沪镇的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同时，活动也加
强了与山海协作单位的交流合作，增进了
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深沪镇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继续挖掘和推广本地美
食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更多具有特色的
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作为所在企业培养的第一
个博士，他先后为企业培养了具
有创新思维的创新工程师 100
多人；为 1200多人次开展创新
培训；指导申请专利 173项，助
力企业成为省级创新型企业、行
业科技示范企业，蹚出了“一张皮”的“绿色发展”之路。他就是 2020年

“泉州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业科技”）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温会涛（如图）。

以前，说起制革，不少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污染大、脏、臭，其从业者也
被戏称为“臭皮匠”。但在温会涛看来，皮革行业将肉食品行业的副产品
转化为可利用的原辅材料，其本身就是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不仅如
此，制革的生产过程也可以做得很环保。

2013年，温会涛加入兴业科技，从事高品质皮革绿色制造生产工艺技
术的设计、研发与应用。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国企及高校从事科研工作。

报到的当天，温会涛发现，自己是公司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同事对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里又脏又臭，你一个大学老师，能待得下去吗？”

然而，特别能吃苦的温会涛，在兴业科技一待就是十几年。这些年
来，他将全部精力投入皮革清洁生产等技术研究中，其开发的中小牛等系
列鞋面革，成为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深受客户好评。与此同时，温会涛积
极推动企业研发平台建设。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等一
个个研发平台，在他的努力下建成，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2018年，40岁的温会涛克服重重困难，考上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读博
期间，面对家庭、工作和学业的多重压力，温会涛没有退缩，他夜以继日地学
习和实验，用四年时间完成了华丽蜕变。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聚焦生态皮革制
造技术，文中所涉及的系列清洁制革技术，让皮革的生态性能大幅提升。

不仅个人在科研上成果丰硕，温会涛还十分注重人才培养。他引入创
新方法TRIZ理论，为企业培养了大量创新人才。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取得
了众多专业技术创新成果——皮革水性涂饰技术，攻克了水性涂饰不防水
的技术难关；高效益中小牛鞋面革制造技术，助力产品提质增效……这些
成果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温会涛同样成绩斐然。他申请了大量发明专
利，并由此开发出多个系列的生态鞋面革新产品。他还积极开展产学研
合作，与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携手，共同推动制革技术的进步。

“离离原上草青青，欲穷千里向上生。笑凌绝顶众山小，回望射雕暮云
平。”这是温会涛自己写的一首名为《自题》的诗，他借小草顽强的生命力表达
自己心中所思所想：“虽然我只是一棵小小草，但我相信会长得更高。当成为
参天大树时，回顾曾经的一切，也都值了。人生没有极限，唯有奋斗而已。”

如今，温会涛依然奔波在科研的道路上。他每周
组织团队分享创新方法，不断探索制革技术的新突
破。“人活着，就得往上冲一冲！”这是他的人生信条。
他就像一棵顽强生长的树木，在科研的土壤中不断扎
根、成长。温会涛用自己的坚持和创新，为皮革行业的
绿色发展贡献着力量，也为晋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
发展添砖加瓦，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故事。

沪江十八道 南洋“食”尚汇
深沪镇“五一”美食嘉年华落幕

本报记者 施蓉蓉 秦越

致敬劳动者

温会涛：逐梦科研路
讲述制革业匠心故事

本报记者 曾小凤

晋江市科创新区：

交通生态商旅齐提质 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城
本报记者 林伊婷 秦越

海风轻拂深沪湾，白浪逐沙滩。一场关于山海与美食的奇妙邂逅在此悄然上演。5月1日至3日，“沪江十八道·
南洋食尚汇——深沪+东南亚美食嘉年华”在保利·自在海举行，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美食、赏美景，感受海
丝风情小镇的独特魅力。

“五一”假期，晋江市科创新区项目安置回迁工作步
履不停。选房现场热闹非凡，回迁居民或紧盯房源屏幕
紧张等待，或携家人实地查看小区及周边配套环境。

据了解，秉持“为民建城”的理念，科创新区拿出最
好的地块用于民生项目建设，以高标准推进安置房、教
育、道路、文旅休闲、商圈等配套建设，全方位构建“宜
学、宜业、宜居、宜游”的现代化新区。

随着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民生与产业配套项目取
得新进展，科创新区这一集“人才培养、科创培育、产城
融合”于一体的“两新”示范区，正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科创新区毗邻世遗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草庵。在科创新区启动规划建设之初，项目指挥部
就充分考虑了草庵的文化独特性，规划建设草庵文
旅街区，力求充分利用草庵的文化优势，实现世遗
文化的展示、传播、传承，打造高品质有特色的历史
人文风貌。

科创新区项目建设指挥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草庵文旅街区将围绕“展、商、游”三大功能，打造集
美术品展览、研学体验、特色餐饮、文化休闲、旅游
购物、精品酒店等于一体的创意体验空间和文旅创
意特色街区。目前，该项目正处于设计优化调整阶
段，计划今年年底开工。

科创新区项目建设指挥部文旅街区项目组副
组长、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表示，草庵
文旅街区项目的建设将有助于完善草庵周边的旅
游配套，带动全域旅游及周边经济，宣传晋江世遗
文化，成为晋江独特的文旅创意名片。

与此同时，与草庵文旅街区仅一路之隔的科创
豪苑商业中心，则是科创新区的另一重要商业配套
项目。

据了解，科创豪苑商业中心有 4层，建筑面积
1.6万平方米，由晋江市属国企兆壹公司建设、运
营，项目策划打造集餐饮、商超、休闲、娱乐、文化于
一体的一站式邻里购物中心。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建设，正处于招商阶段。

科创新区项目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创豪
苑商业中心投用后，不仅将进一步满足周边社区居
民的品质生活需求，也将成为世遗点草庵游客歇息
的好去处。

从交通路网的“骨架成型”到生态景观的“毛细
血管”渗透，从文旅地标的“破题起笔”到商业配套
的“精准落子”，晋江市科创新区正以“提质”为笔，
在“产城人”融合的画卷上书写新篇。今后，这里不
仅将是承接高端创新资源的“强磁场”，也将成为满
足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圈”。

科创新区依山傍水，背靠华表山、
灵源山，还有林口水库、梧垵溪等，地
理位置优越。在完善道路、人文、商业
等相关配套的同时，科创新区也致力
于整合现有林、山、溪、湖生态资源，积
极打造环湖生态休闲圈，为居民提供
有品质的户外活动场所。

据了解，科创新区环湖生态休闲
圈规划面积330亩，按照“兴风尚、绘水
岸、展自然、瞰山水、塑通廊”的思路构
建滨水空间，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
及水库资源，优化原有汇水生态通道
线位，改善和提高生态环境水平。

近期，林口水库公园正在有序建
设中，建成后，将成为一座集生态保护
与休闲功能于一体的滨水公园。

不止于水库公园，科创新区正编
织一张全域绿化网络，21.3万平方米
的景观绿化工程覆盖全区，包括口袋
公园、防护绿地和道路绿化带。其中，
口袋公园保证土地的最大化利用和城
市界面的规整，并采用现代化的景观
设计，力求打造科创新区的城市名片。

目前，科创新区辖区的口袋公
园建设处于施工图设计阶段；防护
绿地正在组织施工招标，计划本月
中旬开标。

“这些绿色空间不仅可以提升环

境品质，更将服务于周边安置房、草
庵、紫华中学和晋江市科创实验小学
等，满足居民的生活休闲娱乐需求。”
科创新区园林绿化项目组相关负责
人说。

交通路网再升级
新建、改造市政道路17条 商旅地标再赋能

草庵文旅街区计划年底开工

生态底色再提亮 积极打造环湖生态休闲圈

正在加紧建设的林口水库公园

已完成建设的科创豪苑商业中心

世遗点草庵

科创新区路网体系日益完善。

各个摊位上的美食引得市民、游客争相品尝。

幸运游客品尝“沪
江十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