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惠兵 通讯员 王为民

福建泉州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充满着古

老又现代的色彩。古老的，可以看到众多历

史文物古迹和“海丝”的遗迹；现代的，可以

看到拔地而起的座座高楼和一派经济繁荣

的景象……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构想。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战略设想，泉州

市委书记黄少萍强调，泉州要担当“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力争

成为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深

化“海丝”文化交流的窗口，成为中国转变外贸

发展方式的试验区、海洋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

升级的先行区、国际多元文化交流的示范区。

泉州市委、市政府紧紧把握这一难得机

遇，积极响应，主动对接，立足优势，勇当先

锋，提出了泉州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先行区”的设想。

为顺应“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需求，

提升中国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以“新

丝路、新合作、新融合”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泉

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将于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泉州南安市福建成功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旨在打造一个“全国有特色、国

际有影响”的经贸对接交流平台。同时，泉州

市还将于 11月 26日至 12月 5日期间，举办“海

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活动，进一步推动泉

州影响东亚、面向世界的“多元文化都市”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

把握难得发展机遇

机遇难得，时不我待。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不仅是我国对

外经济合作领域的一次开创性壮举，具有全

新的地缘、经济、政治内涵，而且也是对泉州

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指明方向，给泉州的科

学发展、跨越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进行“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海丝”沿线国家和地

区双向开放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泉州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首

先，促进双向贸易。古代，宋元时

期泉州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

呈现过“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

万国商”盛景。今天，泉州与“海

丝”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十分紧

密，涵盖了东盟、中东、南亚和非

洲等 5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额

约占全市贸易总量的 55%。中

东、东盟是泉州第一和第四大贸

易伙伴。其次，促进双向投资。

当前，“海丝”国家和地区是泉州

第二大外资来源地，累计投资设

立企业 100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

超 40亿美元。再次，促进双向整

合。泉州市民营经济发达，已经

初步具备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

力。随着“新海丝”的建设，泉州的民营企业将

能更有效地在“海丝”国家和地区中，整合资源、

做大做强，加快发展成为本土的跨国企业。

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

泉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融入“新海

丝”其中，将会构建多边合作发展新平台，有

利于泉州在更大的范围、更宽的领域、更高

的层面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更好地整

合、利用全球市场、自然、技术、信息等资源，

全面提升外向型经济的规模和层次。

今年，泉州市互动对接“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发展战略，提出申报设立和谋划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同时，不等

不靠，快行快试，力争动得早、动得快，先突

破、先受益。泉州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这项

工作，成立了专门领导机构，制定了实施总体

方案，边运作、边抓项目；着重抓好文化交流

和经贸拓展，扎扎实实地抓好各项前期工作，

得到各级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引起

了国家领导人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获

得了国家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中国贸促

会、中国社科院、海关总署等部委相继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调研首站选在泉州。

同时，也得到主流舆论广泛关注和认可。2

月22日，中国新闻社在泉州举行“新世纪丝绸之

路经济论坛暨丝绸之路华媒万里行”启动仪式

和首站活动，有200多人出席活动，包括中央及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20多个国

家的近60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中新社丝绸之

路专家顾问团代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使节代

表、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代表和企业代表等。与

会领导、嘉宾、媒体对泉州建设海丝先行区，都表

示赞同和支持，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期望。

发挥名城独特优势

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全球第

一个“世界文化展示中心”，是国务院首批公布

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去年又被评为首个

中国“东亚文化之都”。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城市，在我国航海史和外交史上写下了

光辉的篇章。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以爱拼敢赢

的锐气、先行先试的勇气和海纳百川的大气，创

造了“泉州模式”、“晋江经验”，民营经济蓬勃发

展，被列为全国 18 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

因此，在泉州市设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

行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独特的优势。

泉州是公认的“海丝”起点城市。199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来自 30 个国家和

地区 50 名专家和记者组成的“海丝”考察队来

泉考察并召开“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

术研讨会，会议认定中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

发祥地之一，泉州是无可争议的“海丝”起点。

泉州是历史悠久的通商港口。早在南北

朝时期，泉州已是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

唐代中期，泉州与广州、交州、扬州并称为“全国

四大通商口岸”。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对海上丝绸之路地位与作用的

传承，泉州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亿吨，肖厝、斗

尾、泉州湾、围头湾和深沪湾五大港区为国务

院批准的对外开放港口，现已开通航线 80 多

条。泉州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日益频

繁，2013年贸易总额超过 130亿美元，中东、东

盟已分别成为泉州第一和第四贸易伙伴；至

2013年，累计来泉州投资设立企业 1389家，实

际利用外资41.45亿美元，同时泉州企业赴“海

丝”沿线各地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共计27个。

泉州是世界多元文化宝库。据史料记

载，泉州在鼎盛时期与世界 100 多个多家和

地区有过广泛而密切的往来。至今，泉州拥

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700 多处，其中世界级

4 个、国家级 31 个，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天

主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珍稀历史

遗存，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先后在泉

州举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

之路与伊斯兰文化”、“中国与东南亚”等国

际学术会议，浩瀚的文献档案，丰富的文化

遗存，一一印证了泉州“开放包容、和谐共

存”的历史脉络，泉州成为“海丝”共同的精

神家园，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名片。

泉州是全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

泉州是“民营经济的乐园”，是全国发展较快、最

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经济总量已连续15年位居

全省首位。2013 年，泉州市生产总值达 5128

亿元，工业总产值超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

291.54亿美元。泉州是福建经济发展的“领头

羊”，有责任也有义务先行先试、创新发展，为全

省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创造经验、做好示范。

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和港澳台同胞的

主要祖籍地。泉州籍港澳台侨同胞共 2000

多万人。90%以上泉州籍华侨华人居住在

与“海丝”密切相关的东南亚各国。旅外乡

亲秉承爱拼敢赢、重商务实、开放兼容的优

良传统，广泛涉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海洋新兴产业等领域，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工

商社团达数百个，在当地的经济、文化甚至

政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勇当“海丝”建设先锋

面对千载难逢的又一新机遇，泉州市

委、市政府积极主动，结合现实，突出重点，认

真研究，提出了《泉州市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先行区建设总体方案》，已上报省政府并转

报国务院。在“新海丝”建设中，泉州市将以

“文化引领、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互惠互利”

为主线，已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五通”（政策

沟通、道（航）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

民心相通）为主要目标，主动作为，先行先试，

为复兴海上丝绸之路担当排头兵和试验田。

对如何搞好先行区建设，泉州市长郑新

聪要求，泉州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

行区”，要力求在文化、经贸、投资、旅游和海

上交通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加快策划落地一批经贸合作项目。扩大

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能源产品、工业原

材料等领域的国际贸易，加强与“海丝”相关国

家和地区在石油化工、海工装备、海洋生物医

药、邮轮游艇和滨海旅等领域合作。在与沙

特阿拉伯合作投资 63 亿美元，现已建成投产

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沙特阿拉伯”石化产业

合作泉州产业园建设。规划建设泉州面对

“海丝”的开放型文化产业实验区，筹划建设

“海丝”跨境电子商务支撑平台，设立泉州国

际邮件分拣中心和国际快递监管中心。支持

泉州各类经济主体到“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

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鼓励企业到海外

设立商品批发市场或营销中心。

加快推进对外金融合作。泉州作为国

家级金改区，在金融对外合作方面具有先行先

试优势。目前，菲律宾首都银行在泉设立分

行；前段时间，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加齐·阿布纳

尔主席带团来泉考察金融投资项目，表示了深

厚的兴趣，泉州正在密切跟踪接洽。同时，中

国—东盟合作发展基金有意设立泉州“海上丝

绸之路”专项基金，目前正抓紧对接洽谈。

加快各种支持平台及配套基础设施布局

与建设。启动实施“古城复兴计划”和“古港转

型升级行动”，整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及

相关资源，建设多功能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文化交流展示中心。同时，结合环湾城市规

划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相关平台和基础

设施，如泉州会展中心、泉州当代艺术馆等。

加快打响一批文化交流活动品牌。经多

方努力，文化部已同意泉州市承办 2015 第十

四届亚洲艺术节（预计将在 2015 年 11 月举

行），这不仅可以给泉州提供与亚洲区域文化

交流与合作平台，而且将会进一步推动“东亚

文化之都·泉州”建设发展。推动泉州与“海

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主要城市共同筹建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加强与欧洲文化

之都、阿拉伯文化之都、东南亚历史文化名城

等“海丝”沿线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定期举

办以对方城市冠名的经贸文化交流年活动。

加快推进旅游合作。策划邀请瑞典“哥

德堡号”仿古商船首访泉州古港，并开发“海上

看泉州”旅游线路，加快打造东西方海洋文明

魅力之城。泉州最早提出将“海丝”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现已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并积极发起筹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城市联盟。他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推动

海丝沿线国家设立旅游城市联盟，把港口、旅

游点串联起来，构建“海丝之路”大旅游商圈。

加快发展海上、陆上交通。泉州将借鉴

国内自贸区的相关做法，致力推动口岸便

利化、投资便利化、服务快捷化，并开辟更多

航线，进一步加强与“海丝”国家和地区港口

的对接。泉州将利用与中西部地区日益便

捷的铁路交通和关检合作机制，打通与中

亚、中东以及中东欧的产品进出通道，沿着

陆上丝绸之路打造新的对外开放走廊。

我们相信，泉州市在建设“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中，一定会把握机遇、不负众望，齐

心协力、勇当先锋，实干创新、再创辉煌，给海

内外 3000 多万泉州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2014年 11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郭亮亮 制版：张 迪
95013812345-1206 mybjzz@163.com

09

泉州：发挥名城独特优势 勇当“海丝”建设先锋
“鞋博会”开幕仪式的隆重场面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客商对泉州展厅产品十分青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客商对泉州展厅产品十分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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