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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邱丹燕 通讯员
文霞）4月19日，建设世界闽南文化
交流中心与语言文化融合发展研讨
会在漳州闽南书院举办。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
晓峰、闽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林耀进、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副书记魏晖分别
为研讨会致辞。林晓峰在致辞中指
出，要传承保护闽南方言文化，做好
两岸语言文化交流，努力建设世界
闽南文化交流中心。闽南文化作为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

“爱拼敢赢”的精神内核和“海上丝
绸之路”的历史印记，通过语言、艺
术、民俗等多维融合，推动闽南文化

创造性转化与国际化传播，助力构
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新格局。

研讨会上，10多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权威专家发表主旨演讲，探讨
语言文化融合之道，为建设世界闽
南文化交流中心建言献策，为闽南
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能，勾
勒出一条以语言为纽带、以科技为
支撑的全球化发展路径。

本次研讨会由福建省闽南文化
研究会、漳州市海外联谊会、漳州市
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闽南师范大
学闽南文化研究院、闽南师范大学
两岸语言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漳州
闽南书院承办。

凝聚共识 擘画文化发展蓝图
建设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与语言

文化融合发展研讨会在漳举办

本报讯（记者 林依妮 通讯员
王珍妹）近日，漳州市关工委优质“种
子工程”学员培训班暨现场观摩会在
长泰区举行。市关工委主任李天森、
执行主任周亚冷出席开班式，市关
工委第六批“种子工程”示范点代表
及优秀学员代表50余人参加培训。

开班式上，市关工委为第六批
市级“种子工程”示范点授牌，21个
示范点涵盖智慧农业、生态种养等
领域。长泰、芗城等六个县（区）围绕

“种子工程”进行经验分享。培训还
邀请长泰区农产品流通协会会长杨

志军进行专题授课，聚焦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与品牌营销，围绕“科技赋
能产业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进行深
入讲解，助力“种子”学员提高创新
创业思路和技能，培育新型高素质
青年农民，激活乡村振兴人才引擎，
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前往长泰
区后埔园林坑光鱼专业合作社和翁
婆峰蓝莓种植基地，实地了解光伏
发电与水产养殖协同发展的创新模
式，学习“合作社+农户”联营机制
带动农户增收的创新实践。

市关工委举行优质
“种子工程”学员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郑斯楠 通讯员
洪晓湘）今天是“谷雨”节气。古人说

“雨生百谷”，“谷雨”时节前后天气
温和、降雨概率较大，正是庄稼生长
的好时期。近日，随着新一股冷空气
扩散南下，与暖湿气流汇合，我市再
度迎来雷雨、降温。

降水方面，未来一周我市多雷
雨天气，其中23日～24日自北向南
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雷雨时局地
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24 日
起“热度”将有所下降，市区最高气
温将降至 30℃以下，夜晨最低气温
将降至 20℃以下。此外，今日至 21
日，我市沿海地区和海区有能见度
低于 500 米的大雾，局部能见度低

于 200米；24日～26日沿海有 7～9
级东北大风。

预计未来几日市区具体天气
为：21 日，多云，气温 22℃～33℃；
22 日，多云，气温 23℃～34℃；23
日，中雨，气温 21℃～30℃；24 日，
大雨，气温18℃～24℃。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受大雾影
响，沿海地区和海区交通安全风险
较高，建议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
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加大对各重点
路段巡逻管控，及时疏导和维护交
通秩序；建议航运、海事等部门提
前发布航行警告、加强通讯联系，
合理安排停靠，以确保船舶和人员
安全。

谷雨至 时雨降

本报讯（记者 李立平）4月18日，
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克漳州93周年馆
藏精品暨毛体书法艺术展在市委史志
研究室开展，将持续至5月5日。

本次展览旨在重温毛泽东率领
中央红军攻克漳州这段彪炳中共党
史、军史的重大战役，深入传承和弘
扬红军的革命精神。展览共展出 36
幅作品，以“革命历史+艺术表达”
的创新形式，将毛主席率领红军攻
克漳州纪念馆的馆藏精品与毛体书
法作品共同展出，既回顾了漳州战

役的历史细节，又通过毛泽东同志
雄浑豪迈的书法艺术，彰显其深邃
的思想境界与革命情怀。

近年来，漳州坚持“开门修史、
开放展陈、开掘价值”，深入挖掘红
色资源，助力革命遗址保护，编纂党
史文献，建设闽南（漳州）革命历史
展览，打造教育阵地，让红色文化焕
发时代光彩。此次展览是践行“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
色基因传承好”重要指示精神的生
动实践。

传承红色文化 弘扬革命精神
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克漳州93周年馆藏

精品暨毛体书法艺术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4月18日，
由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院与闽
南师大附属幼儿园共建的闽南师
范大学闽南文化教学实践基地正
式揭牌。

活动现场，双方签署共建协议
书，并为基地揭牌，随后闽南文化研
究院青年教师为幼儿园大班小朋友

进行闽南语及童谣现场教学。双方
将根据教学和专业实践需要，从闽
南语特色教学实践、闽南传统艺术
非遗进校园等活动，以及课题调研、
项目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共
同助力培养儿童优秀闽南传统文化
素养，推动闽南文化走进幼儿园、浸
润童心。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
教学实践基地揭牌

漳浦县林埭村漳浦县林埭村：：

碧园田居 和美林埭
云霄县内洞村云霄县内洞村：：

山水作赋山水作赋 古色古香古色古香
水乡名片 内洞村位于云霄县西南

部，距乌山景区约 15 公里，是革命老区
基点村。山是内洞的脊梁，水是内洞的灵
魂。近年来，内洞村充分利用天然溪水—
内洞溪环村的特色优势，以“村庄整洁
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为发展思
路，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
现村容村貌再提档。先后获评福建省第
二批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福建省第二批
省级传统古村落等称号。

亮点展示 一是保留水系古朴气
息。在水乡建设过程中，该村突出选用与
村庄天然质朴风格相统一的鹅卵石、瓦
罐、石磨、水车等用材，以古村落剪影为

素材布设文化墙，渲染古村落氛围，也让
水系建设充满人文魅力。

二是巧妙构思游乐区域。设计路
线时，用石桌、石椅、茶盘等建设休憩
点；规划建设鱼鳞坝的浅水区，划定安
全区域供游人踩水嬉戏，增添游客游
玩的体验感，为内洞乡村旅游带来更
多“回头客”。

三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采用拆除
危旧房屋后剩余的石块打造“怡然居”等
节点，利用废旧石槽砌成多层“小瀑布”，
通过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实现循环利
用、变废为宝，让老物件焕发新生。

⊙本报记者 吴静芳 整理

水乡名片 马坪镇林埭村地处
漳浦县东北部，总面积4.7平方公里，
现有人口 743 户、2786 人。林埭村积
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拓展农文
旅融合发展路径，展现出一幅“碧园
田居、和美林埭”的乡村美景图。

亮点展示 一是挖掘自身优
势，农旅融合“再突破”。充分依托

“月亮湾+古火山口+古民居群”的资
源禀赋，活用试点资金，先后投资
575万元实施古村落改造提升工程、
樱花道休闲观光园工程、月亮湾周
边提升改造工程等，进一步扮靓林
埭“网红旅游打卡点”新颜值。

二是聚焦产业富民，发展模式
“再升级”。积极引进亮蓁家庭农场
等智慧农业项目，全村共建立了
1300亩绿色蔬菜种植基地、600亩生
态水产养殖基地、500亩名优水果种
植基地、1000 亩高质油茶产业基地
等4个产业基地。

三是突出环境赋能，幸福指数
“再提升”。投资220万元完成生态安
全水系（林埭段）建设，修建亲水步
道、凉亭、汀步拦河坝、景观台等，原
本脏乱的河道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村
民们的“后花园”。

⊙本报记者 吴静芳 整理

着力构建着力构建““一核两湾三片四极一核两湾三片四极””
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访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海同

省道省道219219线线串联串联漳州中心城漳州中心城区和龙海中心区区和龙海中心区，，是漳州各组团之间的主要联系通道是漳州各组团之间的主要联系通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昊鹏沈昊鹏 摄摄

本报讯（记者 蔡楠楠）“哦！莫
说笔杆不如枪杆！让我们的每只字，
变成手榴弹！让我们的一刁，一拨，
变成高射炮！让我们的每个标点，是
杀敌的子弹！”4月 19日晚，漳籍现
代爱国文学作家杨骚诞辰125周年
诗会在闽南师范大学举办。

杨骚，漳籍现代爱国文学作家，
左联成员，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

“杨骚的创作生涯分为两个阶段，不
管是早期浪漫主义还是后来的现实
主义，始终有一种奋进力量，其爱国
精神更值得在新时代传播。”闽南师
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邱煜焜说。
早期，杨骚身处上海，在追求进步中
逐渐成长为文学战线上的勇士，用
诗歌表达对动荡社会的深刻思考。
随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战线，于 1938

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1939 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
团”到抗日前线访问，被誉为“抗战
诗星”。“皖南事变”后他在新加坡主
编闽侨总会的刊物《民潮》，开展抗
日宣传。杨骚一生著述甚丰，出版抒
情诗集《受难者的短曲》、诗剧集《记
忆之都》等书籍22种。

今年是闽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第
7 次纪念杨骚诞辰专场演出，分为

“追梦篇”“奋斗篇”两个篇章。学子
们轮番上台，声情并茂地演绎杨骚的
17首经典诗歌，传递着诗人浓烈的爱
国爱乡情怀。杨骚之子、漳州市作家
协会名誉主席杨西北在观看完诗会
后感慨颇深，他表示，今年是抗日战
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大背景下举办
诗会，赋予了这些诗歌作品新的使命。

纪念杨骚诞辰125周年诗会举行

近年来，为统筹全域国土空间资
源，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在更高起点上建设
现代化滨海城市，漳州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规范等，编制了《漳州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
称《规划》）。

今年1月，《漳州市加快建设现代化
滨海城市 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的重
要增长极的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印发实施，对我市国土空间规划和
要素保障进行部署。市自然资源局如何
统筹推进《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做好
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为加
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提供国土空间
规划引领和自然资源要素支撑？日前，
本报记者专访了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王海同。

问：《纲要》提出构筑“一核两
湾三片四极”的高品位全域空间新
格局，请问漳州将如何统筹推进国
土空间规划实施？

答：《规划》于2024年4月经福建省
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规划》以漳州市自
然地理格局为基础，以形成开放式、网
络化、集约型、生态化国土空间格局为
目的，构筑“一核两湾三片四极”的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下一步，我市将紧紧围绕建设现代
化滨海城市、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新的
重要增长极的目标，深入落实主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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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着力构建

“一核两湾三片四极”的市域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

一是做大做强做优做美中心城区，
提升城市能级。科学优化中心城区空间
布局，统筹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
础设施，加快四区融合发展，推动中心
城区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组团式转变，
由“沿江”到“面海”的城市格局跨越。

二是加快厦门湾南岸城镇群、东山
湾城镇群两大环湾城镇群建设，强化产
业平台建设，推进大型临港工业布局，
加快人口集中集聚，推进港产城深度融
合发展。

三是坚持陆海统筹，引导山区—沿
海—海洋三大片区差异化发展。北部山
区突出生态服务功能和绿色经济；沿海
片区突出城镇集群化发展和数字经济
引领；海洋片区突出海洋保护与海洋经
济的协调发展。

四是着力建设漳州古雷开发区、漳
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漳州开发
区四大重点发展平台，依托四大开发区
优越的区位条件、自然禀赋和发展基
础，大力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和先进生产
要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问：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如何
推进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
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线的划定，以进一步统筹生态保
护、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答：“十四五”期间，我市统筹布局
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
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至 2035年，全市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97.34万
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801.81万
亩，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超过省级
下达的指标。

下一步，我市将筑牢安全发展基
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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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依规做好
三条控制线的管控实施。

一是严格落实耕地用途管制，稳妥
有序恢复流向其他农用地的耕地，落实
耕地占补平衡。

二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现一条
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生态功能
不降低、性质不改变。

三是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进一
步深化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用地安排，
统筹存量用地和增量用地、地上空间和
地下空间，合理安排城镇建设用地规
模、结构、布局和时序，使城镇开发边界
划定成果精准落地实施。

问：《纲要》提出要强化要素保
障，如何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
助力重点项目建设，助推我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

答：今年以来，我市农转用和土地
征收已获批99个批次、面积2815亩，用
海项目已获批 11个、面积 4095.2亩，有
效保障了国道319线漳州靖城田边至牛
崎头段公路工程项目、龙海市自来水厂
管网及配套工程等重点基础设施、民生
项目工程建设，特别是漳汕高铁工程和
古雷炼化一体化二期工程两个项目用
海顺利获得国务院批准，保障了国家重
大项目用地用海需求，助力我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拓展“深

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围
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争先年”活动主
线，以实施“三比一看”竞赛为抓手，深
化“妈妈式”服务，全力做好我市用地用
海要素保障。

一是前期服务指导到位。充分发挥
专班服务保障作用，主动对接项目，积
极靠前服务，定期协调要素保障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加大对R1线、沈海线漳州
龙海至诏安段扩容工程和华安抽水蓄
能等一批交通、民生项目用地用海报批
指导工作。与发改、交通、水利等部门加
强沟通衔接，争取更多符合条件的项目
纳入省政府重大项目用地清单。

二是横向纵向沟通到位。建立“全
流程、清单化”服务机制，提前主动介
入，优化选址选线方案，运用省“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系统”进行空间适配，加强
与发改、交通、住建、水利、林业等部门
横向会商联动；向下指导帮扶各地，加
快用地报批组卷工作，及时协调用地报
批存在问题，向上积极对接省厅，为项
目落地提供高效服务。

三是指标统筹保障到位。强化用
地指标统筹，根据上一年度批而未供
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完成情况，结合
地方发展实际，以县（区）为单元，及时
进行统筹预支和报批用地指标配置；
同时，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以
真实有效的项目落地作为配置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的依据，切实保障有效投
资需求。

⊙本报记者 刘 婧
通 讯 员 阮乔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