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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港口岸锦尚作业区

发力石狮外贸航线

丝路扬帆“世遗泉州·石狮‘海丝三宝’的前世今生”系列报道

本报讯 记者日前了解到，随着锦
尚作业区加快口岸开放步伐，泉州港
中心港区形成“石湖+锦尚”双港齐飞
局面，发力石狮外贸航线。

石狮三面环海，拥有泉州港为数
不多的深水岸线，发展港口经济拥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近年来，我
市抢抓“一带一路”“泉厦漳同城化”

等发展机遇，以港兴城、港城联
动，在大力支持石湖港壮大

发展的同时，努力发展临
港工业、现代物流业和
临港商贸区，逐渐形
成以现代物流为核
心的港口经济集
聚区。

锦尚作业
区是泉州港新
兴的港口作业
区，毗邻石湖
作业区，是泉
州湾港区“石
湖+锦尚组合
港”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9年年

底，国务院正式批

复同意泉州港口岸扩大开放泉州湾
港区锦尚作业区，开放的作业区由华
锦码头和鸿山热电码头组成，共计5
个泊位。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
户、经贸往来的桥梁，更是物流、人
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集地。自获
批以来，我市相关部门主动跟进，靠
前指导锦尚作业区的华锦码头和鸿
山热电煤码头按照口岸开放标准规
范建设、加紧建设，争取尽快完成口
岸开放验收，投入外贸生产，全力助
推石狮外贸发展。

锦尚作业区正式开放后，将在做
强做优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加快供应
链商流和临港综合物流体系建设。该
作业区还积极谋划开展外贸航线业
务，华锦码头将争取其母公司厦门港
务集团支持开辟近洋航线，从厦门港
转移近洋航线业务，形成与厦门港错
位发展的港口发展局面，通过石狮—
厦门外贸内支线共享厦门港国际航线
资源，有效降低企业组货拼柜和航运
成本，为“买全国、卖全球”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和泉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便
捷的海上航运通道，构建“市场—航线
—港口”联动生态圈。（记者 兰良增）

一年前的7月25日下午，当“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传
来，石狮万寿塔、六胜塔、石湖码头3
处遗产点现场锣鼓喧天，各项非遗文
化展演节目轮番上演。在六胜塔公
园广场，莲东女子舞龙队进行舞龙表
演，石狮市武术协会（太极拳）200名
太极拳爱好者进行太极拳、剑、扇表
演，市民群众欢天喜地庆祝家乡申遗
成功。

作为古泉州湾的航标，六胜塔已
在石狮石湖海岸默默伫立近千年。
千百年来，它见证了通商番国的船只
从脚下经过，异域装扮的番人穿梭来
往；见证了泉州湾海外交通的盛衰往
复，一座现代化的深水港口在身边崛
起。

百川归海，汪洋放波，一碧万顷，
鸥翔鳞集。六胜塔，这座古塔屹立于
石湖金钗山之巅，古时塔上层层缀满
灯笼，作为泉州港江海交汇处的主航
道航标塔，迎送着各国的远洋轮船，
照亮通向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

六胜塔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就是每层塔的横梁上都刻着建造者
的姓名和时间。底层南面拱门的门
额上悬一块“花带碑”，刻着“万寿宝
塔”四个字，右偏旁则刻着“至元丙子
腊月立”（1336年 12月），“檀樾锦江
凌恢甫建”等字样。民间相传，凌恢
甫是从事海运的富商，建造六胜塔作
为海舶出入日湖港的航标。

今观六胜塔，系浑体花岗岩石
砌，为仿木结构的楼阁式塔建筑，八
角五层，通高约36米。其外形与结构

由外壁、回廊及塔心三部分组成；每
层设四门、四龛，且位置逐层互换；石
龛雕有石佛，龛外两旁有浮雕“金刚”

“力神”等造像，也有塔檐、平座等，雕
刻形态逼真，技艺精湛。

六胜塔饱经风霜，犹如一支擎天
红烛，放射着光芒，照亮海上“丝绸之
路”，为航海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引
航开道，指引着海峡两岸同胞的亲密
往来。作为泉州湾航道的主要航标
塔，六胜塔见证了宋元时期“东方第
一大港”——刺桐港在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位置，见证了泉州航海设施建
设的成就、航海技术的发达和海外贸
易的繁盛。

昔日海丝古港，今朝港口新城。
在泉州中心环湾发展的背景下，石狮
蚶江片区已纳入大泉州环湾中心城

发展格局。当前，石狮正在全面建设
现代化商贸之都，加快融入泉州海丝
文化名城建设，聚焦打造海丝航标文
化旅游目的地，围绕写好申遗成功

“后半篇文章”，挖掘人文历史，复兴
“海丝文化”，重现古渡风采，打造“丝
路文旅”新地标。

六胜塔下，紧邻石湖港的石渔
村，海上运输产业远近闻名，全村现
有海运企业十几家。从石渔村走出
的石狮市永益船运有限公司董事长、
石狮市港口航运协会会长郭景专，是
石湖港及临港经济的见证者和推动
者。去年，由永益船运投资建造的巨

轮“新永昌19”成功上水，为石狮
航运业运力创新高再立一功，至此，
永益船运从最初只有几百吨的小船
散货运输规模发展到拥有6艘万吨级
货轮集装箱远洋船队，船舶运力突破
11万载重吨位。

百舸争流千帆竞，港口经济正扬
帆。作为港口城市，近年来，石狮发
挥区位、港口、旅游、产业等独特优势
和资源禀赋，主动融入泉州“环湾向
湾”发展战略，找准发展定位，以建设
现代化泉州环湾滨海新城区为目标，
以港口为依托，以物流为平台，积极
构建临港产业群。

眼下，石狮市“5510”项目竞赛活
动正在扎实推进。石湖港港后综合
物流园作为石狮市“5510”项目竞赛
活动中十大产业园区之一，该园规划

用地1400亩，依托已落地的石湖港保
税物流中心（B）型、泉州港石狮航运
中心等项目，大力发展港后物流、港
口服务、商品仓储与贸易等港后产
业，为港口周边各大产业提供完善的
物流配套，做大做强石狮港口经济。

石狮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六胜塔
独特的历史文化给了这座城市没有被
遗忘的理由，它们是古泉州港千年长
盛不衰的“航标”，也是石狮乃至福建
人漂洋过海、闯荡世界的重要标记。

潮自山边起，风从海上来。在海
丝航标六胜塔的指引下，石狮这座依
海而立、因港而兴的城市，搭乘“海
丝”东风，在泉州湾石湖港这块巨幅
画布之上，正绘出一幅创新奋进、产
业兴盛的美丽画卷。

（记者 兰良增 颜华杰）

照亮通向世界的“海丝之路”六
胜
塔

福见泉州

泉州首届“福狮”文化节（石狮
专场）活动启动侧记

“狮”来运转

福气福望润福狮，福见福狮福
满城！7月26日晚，以“喜迎二十大

‘福狮’启征程”为主题的泉州首届
“福狮”文化节（石狮专场）活动启动
仪式在永宁镇永宁古卫城广场举
行，精彩纷呈的活动轮番上演，吸引
广大市民前来观看和参与，让市民
进一步认识石狮丰富多彩的“福狮”
文化和“福”文化内涵，认识石狮这
座城市的精神“图腾”。

“福狮”是“福”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福建是全国唯一以“福”字
命名的省份，福建人民以各种形式
传承和演绎“福”文化。石狮是全国
唯一以“狮”字命名的县级市，石狮
人民展现了狮子海纳百川、爱拼敢
赢、勇闯天涯的精神内涵。当“狮”
文化遇见“福”文化，形成了别具一
格的“福狮”形象，造就了独特的“狮
身福魂”，赋予古老的“福”文化新的
时代内涵，这就是石狮这座城市的
魅力所在。也因此，“福狮”文化在

石狮无处不在，古街上、古桥上、庙
宇上、门梁上，“福狮”文化元素总是
散发出吉祥的光彩，给石狮人带来
幸福与美好，也为拼搏的石狮人增
添了信心与力量。举办首届“福狮”
文化节（石狮专场），旨在通过展示
历史遗产瑰宝，诠释宣传“福狮”精
神，传承弘扬“福”文化；同时，传播

“福狮”文化背后所蕴含的爱拼敢赢
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鼓舞全市
上下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启动仪式上，“看福戏 闹福狮”
福狮文化民俗文艺演出把泉州“非
遗”文化、“福狮”文化展现得淋漓
尽致。民俗表演《吉祥平安》中，彩
球舞、嗦啰嗹、公背婆等泉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民间舞蹈元素尽情展现，
让人领略闽南人热爱生活、积极向
上的性格特征；木偶狮表演《吉祥如
意》，让人感受到首批“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提线木偶
的魅力；狮阵表演《狮城雄风》、舞龙

舞狮《金狮玉龙送福来》中，舞狮、狮
阵等石狮的一张张“非遗”名片先后
亮相，令人流连忘返；情景歌舞《别
样的潇洒》，情景再现了今年3月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石狮上演了一
出出可歌可泣、齐心抗疫的动人情
景，石狮“福狮”医疗队勇毅、协作、

奉献的精神……
此外，永宁古卫城城隍庙广场

更是充满“福狮”的元素，“来狮城逛
福展”福狮文化非遗民俗展上，可以
遇见“石狮城市IP”形象“敢拼”“敢
闯”“敢当”“敢莹”，可以听南音、猜
灯谜、看木偶、制作妆糕人，领略泉

州一件件“非遗”瑰宝的魅力；而“福
狮”摄影展，则让大家了解石狮与

“狮”文化的关系。除了看展，当然，
不可错过的还有“福宴”与“福秀”，

“来狮城吃福宴”福狮文创美食市集
上琳琅满目的石狮美食，一道道特
色小吃令人欲罢不能；“来狮城赏福

秀”福狮文化艺人LIVE秀，民间艺人
带来的各种演出轮番上场，成为一
道特色的风景线……精彩纷呈的活
动，让大家一起打卡有“狮”之地、品
鉴有“狮”宝物、倾听有“狮”故事，尽
情体验“狮”意泉州的独特文化魅
力。 （记者 许小雄 李荣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