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11日 星期二

中共福州市委主管主办 福州日报社出版

■编辑:刘子锐 美编:刘舒 传真:83762670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详见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权威就是影响力
今日8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0065 第9383期

农历甲辰年五月初六

本报讯（福建日报记者 林
宇熙 本报记者 严鑫）一桨划过
两千载，满江龙舟闹端阳。6月
10日，2024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
开幕式及各组别决赛在仓山区
浦下河龙舟池举行。省长赵龙，
副省长林文斌、李建成、林瑞良、
王金福、江尔雄现场观摩比赛。
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

宣布开幕。副省长李兴湖致欢
迎辞。市长吴贤德主持。

随着发令枪响，一支支龙舟
飞桨逐浪、奋楫击水，加油呐喊
声与鼓点声交织响彻浦下河两
岸。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
逐，福州大学男子龙舟队、闽江
学院女子龙舟队、水上之星男子
龙舟队、福州长乐汇泉龙舟队、

长乐营前传统龙舟队分获各组
别冠军，演绎了速度与激情的竞
技之美，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
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2024 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
吸引来自 8个国家和地区的 47
支队伍参加，设置高校男子组、
高校女子组、特邀组、公开组、
传统龙舟组五个组别，其中高校

组和特邀组设置 100米和 200米
直道竞速，公开组和传统龙舟组
设置 200 米和 500 米直道竞速。
比赛由中国龙舟协会指导，福建
省体育局、福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

龙舟竞渡历史悠久，不仅蕴
含着爱国主义情怀，也展现了团
结协作、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精

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
传统龙舟邀请赛，福建至今已成
功举办众多龙舟赛事，为传统体
育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为国内
外龙舟健儿同台竞技提供了舞
台。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市四
套班子和福州新区领导张忠、刘
卓群、兰文等出席活动。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
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
行。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
和安全的战略高度，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道，提出

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
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
合作，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能源保障基础不
断夯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世界能
源安全和能源发展转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
量。习近平同志围绕国家能源安全发表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下转6版）

福州自贸片区再推惠企举措

首批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
便利化登记业务落地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记者昨日从福州自贸片区获
悉，首批“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便利化登记业务日前
在福州自贸片区顺利落地。

6月 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实施《关于进一步优
化贸易外汇业务管理的通知》，提出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
名录登记的办理方式，由外汇局核准办理“贸易外汇收支
企业名录”登记，调整为银行直接办理。

“该举措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更便捷完成登记，也能让
银行从源头及时了解企业需求，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金
融服务，进一步推动金融力量服务实体经济。”福州自贸
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内第一家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企
业名录”便利化登记业务的是一家经营建筑材料的企业，
在办理货物进出口相关行政手续时了解到新政策后，已
在工行福州自贸片区分行的帮助下顺利完成名录登记办
理。

为推动此项便利化政策顺利落地，福州自贸片区管
委会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州开发区营业部，靠前服务、
主动对接在业务办理转型过程中有实际需求的企业。目
前，福州自贸片区范围内，建行、农行、中行、兴业银行等
多家银行已顺利落地首批“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
业务。

下一步，福州自贸片区将继续响应国家便利化的政
策导向，支持并推动区内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各项便利化
政策，全方位满足企业跨境金融需求，不断探索以金融助
力外贸企业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

《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
论 述 摘 编》出 版 发 行

2024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举行
赵龙观摩比赛

龙舟争渡，搴旗捶鼓骄
劣。昨日，2024 福州国际龙舟
邀请赛在仓山区浦下河龙舟池
举行，为观众带来端午视听盛
宴。这张“福州龙舟名片”的背
后，是众多龙舟爱好者的共同
努力和辛勤付出。今年的龙舟
赛有何看点？记者走进赛场，
沉浸式体验龙舟文化，感受别
样的端午节。

特色鲜明
传统龙舟引关注

人数更多、鼓点更密、欢呼
更响……要问此次比赛最受关
注的是哪个组别？答案非传统
龙舟组莫属。与其他组别不
同，传统龙舟组龙舟的龙头形
态各异，有的龙嘴一张一合，有
的头戴两朵红花，有的会随着
鼓点眨眼，颇具地方特色。

比赛开始，锣鼓喧天，岸上
的呐喊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传统龙舟组 200米直道竞速
中，高新区马保龙舟队和长乐
营前传统龙舟队如脱缰野马般
冲出起点，将一众对手甩在身
后。比赛过程中，两队齐头并
进，谁也不让谁。最终，长乐营
前传统龙舟队以 0.228 秒的微
弱优势夺冠。

“今天大家发挥稳定，结果
达到预期。”长乐营前传统龙舟
队教练王宇翔说，为了备战此
次比赛，大家增加了训练时
长。提及高新区马保龙舟队
时，他用“非常惊艳”四个字形
容，“这几年他们的进步很大，
实力不容小觑。”

年轻有为
高校学子显锋芒

赛场上，有一群年轻的身
影，为传统龙舟注入新活力。

在高校男子组 100米直道
竞速决赛中，福州大学龙舟队
一度落后福建船政龙舟队，位
居第二。在离终点不远处，福
州大学龙舟队突然发力，最终
以 0.173秒的优势反超，拔得头
筹。

在高校男子组 200米直道
竞速中，福州大学龙舟队同样
表现突出，夺得第一。最终，该
队夺得高校男子组总成绩冠
军。

“为了这场比赛，大家刻苦
训练，做足了准备。”比赛结束
后，福州大学龙舟队 19岁的队
员朱睿开心地看着奖杯，在那
一刻，所有的付出和汗水都有
了具象化体现。朱睿说，龙舟

队里有几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
生，这是他们在福大参加的最
后一场龙舟赛，“拿了第一名，
他们比谁都开心”。

作为福州大学城的明星龙
舟队，福州大学女子龙舟队从5
月初开始就积极训练，全力备
战。“龙舟是一项集体性很强的
运动，能够增强交流与协作能
力。”福州大学女子龙舟队队员
杨雪婷说，她来自北方，因对水
上运动感到好奇而加入龙舟
队，其余 19名队员来自不同学
院不同专业，因为热爱而聚在
一起，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

本次龙舟邀请赛，清华大
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龙舟队、
北大蛟龙龙舟队首次亮相福
州。

“像回到家一样，很亲切。”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龙
舟队队长林胜东说，他想把福
州传统的龙舟文化传递给更多

的清华学子，“很满意今天的表
现，队员们在决赛中全力以赴，
展现了清华学生自强不息的精
神。”

“我一直觉得龙舟很有趣，
想尝试一下。”被问到为何加入
龙舟队时，闽江学院女子龙舟
队队员肖欣雅这样说。加入龙
舟队后，她感受到团结协作的
团队精神，从此爱上了这项运
动。

闽江学院女子龙舟队成立
于 2021年，为了备战本次龙舟
邀请赛，下足了功夫，以最佳的
状态亮相，夺得高校女子组 100
米直道竞速和高校女子组总成
绩第一的好成绩。

“站在领奖台上，看到河对
岸人山人海，听着观众们的欢
呼声，心里非常激动。”肖欣雅
说。

中华龙舟
外国友人也爱划

传承、发展、交流、互鉴
……多种元素在浦下河龙舟池
中碰撞，焕发出龙舟文化新的
生命力。在中华传统龙舟赛场
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队同
样闪闪发光。

在运动员休息区，来自泰
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等国家的龙舟队员拥抱在一
起。这些年轻小将大多是就读
于华侨大学的留学生，他们笑
容灿烂，一个个友好交流的瞬
间被相机记录下来。

“Ba Nong Nong（划龙舟）
真有趣！”印度龙舟队的队员围
在一起，用一句铿锵有力又略
带口音的福州话，不仅说出对
龙舟的喜爱，也表达了友谊第
一的体育精神。队员奥根是第
二次来福州参加龙舟赛，今年
他通过比赛结识了很多同样爱
好龙舟的朋友。 （下转2版）

中外健儿同奋楫 演绎“速度与激情”
——2024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侧记

本报记者 陈君沂

本报讯（记者 燕晓）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非遗主题为“保护传承非遗 赓
续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华章”。10日，2024年福州市“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三坊七巷历史文
化街区举行。

本次宣传展示活动由中心场主题展演、国潮非遗市
集、街区沉浸式非遗快闪、非遗线上购物季、非遗普法宣
传、端午·时光分享会等六大板块组成，汇集全市50多项
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文艺演
出、技艺展示、文化展览、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闽都
文化盛宴，让非遗与古厝交相辉映，推进文化和旅游双向
赋能。

中心场主题展演在光禄吟台热闹举行，民俗非遗表
演、传统福州语歌曲、咏春拳、端午主题舞蹈、创意国潮秀
等节目轮番上演，许多市民游客拍手叫好。“我第一次听
到福州语歌曲，很好听、很惊艳。”来自浙江的游客李先生
说，福州的传统文化氛围很浓厚，期待中秋节再来福州。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第九批福州市非遗传承示范基地授牌
仪式。

当天的三坊七巷南后街成了非遗展演的大舞台，贯
穿街区的实景快闪，闽剧、舞狮、舞龙、十二婆姐送平安等
表演连接起游览动线精彩“闪现”，市民游客纷纷拍照。
江西游客郑小姐赞叹：“福州的坊巷游太值得推荐了，可
以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活力。”

国潮非遗市集邀请25家非遗工坊布设摊位，展示售
卖非遗手工艺品、精品文创、传统美食等。畲族服饰、福
州脱胎漆器、吴航喜箩……琳琅满目的非遗让群众近距
离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交融。

线下市集热闹举行的同时，线上非遗购物季也火热
开启，依托多渠道新媒体平台，邀请主播及非遗推荐官直
播带货，推介非遗好物，助力文旅产业发展。

端午·时光分享会联动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紧扣端
午节庆主题，在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开辟全新
展品空间，展出龙舟、龙舟头、船桨等相关老物件，与观众
分享福州的龙舟文化和端午记忆。

活动现场还设置普法宣传专区，通过主题展板、分发
宣传册、有奖问答等形式普及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
少游客参与互动赢得盲盒文创奖品。

据了解，由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申报的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非遗拾光”沉
浸互动项目，入选 2024全国非遗传播活动创新案例项
目。

此次活动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福州市文
化馆、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福州名
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协办，全程以“线上+线下”的形
式举办。

漫游古厝 乐赏非遗
2024年福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举行

印度龙舟队在比赛中全力向前。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福州大学龙舟队在高校男子组100米直道竞速中率先冲线。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南后街上的快闪表演《十二婆姐送平安》。
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当工业和旅游这两大经济
形态结合到一起，会迸发出怎样
的火花？在中国船政文化城，全
国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
《最忆船政》通过声光电、舞台机
械与演员表演的结合，为观众呈
现一台精品大戏；在山海恒达标
本观光工厂，不仅能够欣赏千件
珍稀动植物标本，还能近距离感
受动物标本制作流程；在现代化
钢铁厂，可目睹如火龙般呼啸而
出的钢材生产线，探索数字化时
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近年来，我市立足丰富的工
业资源，拓展“工业+旅游”新形
态，探索工业遗产游、工业博物
馆游、观光工厂游、研学科普游
等形式，不断完善工业旅游结构
体系。历史与当下在这里交汇，
对于一座有着厚重历史积淀又
飞速发展的城市而言，工业旅游
成为越来越多人解锁有福之州
的“硬核”新玩法。

百年工业遗产焕发新光彩
“太震撼了，坐在移动座椅

上仿佛置身时光飞船，加上精彩
的船政故事，不虚此行。”端午节
假期，全国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
体验剧《最忆船政》给来自上海
的游客陈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最忆船政》以船政历史文
化为核心，致力于传承优秀文
化，促进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
用，并推动文化和旅游经济融合
发展。与常规演出的固定观看
模式不同，《最忆船政》利用原有
的轮机车间内部空间和车间通
向江边码头的外部空间，形成

“内+外+内”的全新观演路线。
去年12月公演以来，《最忆船政》
已演出超 200场，特别是在今年
春节期间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

一部船政史，半部中国近代
史，创办于1866年的船政创下中
国数个第一。中国船政文化城是

全国保存最好、体系最完整的近
代工业文化遗产。其中，核心区
较好地保留了百年前的格局，在
全国的近代工业文化遗址中当属
唯一。

如何让百年工业遗产在新
时代焕发新光彩？福州给出答
案：以一座“城”的形式进行系统

保护，打造生产、参观、研学、实
训、科研等一体化活态保护。
如，我国第一架自制水上飞机

“甲型一号”诞生地铁胁厂设置
铁胁与飞机制造专题展览；百年
建筑绘事院展示百年前舰船设
计实景；综合仓库被改造成中国
船政文化博物馆；机装课仓库变

身船政书局，开展各类研学、主
题党日、读书分享活动……

工业遗产镌刻着工业发展
的足迹，承载了城市工业化进程
中人们的情感记忆，是城市历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福州持续推进工业遗产保护与城
市更新、文化创意、公共服务深度
融合，变老厂房为新地标，变工业
硬实力为文化软实力。“我们努力
让船政精神和船政文化真正看得
见、摸得着，吸引更多游客畅游船
政、畅游福州。”福建船政文化管
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小标本“长出”科普新产业
动物游园会汇聚珍稀动物

标本、在标本艺术博物馆可近距
离感受动物标本制作技艺、在蓝
眼泪沉浸体验馆可感受追泪的
乐趣……端午节假期，位于仓山
区恒达产业园的山海动物节吸
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转2版）

工业牵手旅游 解锁福州“硬核”玩法
本报记者 颜澜萍

游客在船政书局参观游览游客在船政书局参观游览。。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