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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起一块蒜瓣肉，口感细腻绵
软，刺少而自带鲜甜⋯⋯大黄鱼的
味道，是浙闽两地居民舌尖上共同
的记忆。作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口
粮”，从野生到养殖，大黄鱼从未缺
席。

近些年，随着大黄鱼良种选育
的不断推进，以及科学养殖技术的
发展，渔民记忆中野生大黄鱼“满目
游鳞万点黄”结群洄游的景象，已然

“ 复 制 ”到 大 黄 鱼 养 殖 的 海 洋“ 牧
场”。

“经人工养殖上市的大黄鱼，已
成为当下海鲜市场的主流。而每 10
条 大 黄 鱼 中 ，大 约 有 8 条 产 自 福
建。”走进福建农林大学的大黄鱼实
验基地，一池池实验大黄鱼，是专家
们精心培育的“种子选手”，陪同我
们参观的福建农林大学海洋学院副
教授邵光明言语中充满自豪。

就在接受采访前一天，刚从福
建宁德回到福州的他，结束了一年
一度近 5 个月的大黄鱼育种工作。

“虽说约八成的大黄鱼产自福
建，但大黄鱼养殖和育种一直是一
个多省参与的重大课题。浙闽两地，
山水相依，更是参与这一重大课题
的主要省份。”邵光明笑着说。

浙江、福建，一片蔚蓝的海域将
两地融为一体，养好一条大黄鱼，也
是两地科研人员、渔民共同的使命。

宁波大黄鱼，“游”进
福建海域

“浙江与福建近海的野生大黄
鱼，本是分为宁波岱衢族与闽－粤
东族两个地理种群。但在养殖大黄
鱼里，由宁波培育的‘甬岱一号’是
现下福建渔民喜爱的品种之一。”在
邵光明看来，本应是一方水土养一
方“鱼”，但“甬岱一号”凭借其优秀
的品质，已在大多数福建渔民的“牧
场”里“安家落户”。

据了解，“甬岱一号”属于岱衢
族大黄鱼，是从宁波近海野生大黄
鱼群体中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娘
家”正是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不少养殖户在试养过程中发
现，“甬岱一号”的品质优势十分突
出——体形瘦长，身材苗条，和野生
大黄鱼的体态更为接近，卖得上好
价钱；肉质有劲道，承袭了野生大黄
鱼的蒜瓣肉口感；存活率较高，降低
了一定的养殖风险⋯⋯

正因如此，宁波岱衢族大黄鱼
也“游”进了福建海域，开始了与福
建本地品种“同场竞技”。

“‘甬岱一号’的成功，为我们打
开了新思路，即基于共同的养殖需
求，可以不断扩大浙闽两地在大黄
鱼的选育、养殖技术等科研工作上
的通力合作。”邵光明说。

2022 年 11 月，由福建农林大学
牵头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高抗优质大黄鱼种质创新与
新品种培育”立项，宁波市海洋与渔
业研究院、浙江省舟山市水产研究
所等十余家单位参与其中。

“各个科研团队结合自己所长，
针对抗病力、肉质品质等多个方面，
从不同角度开展良种培育。”邵光明
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黄鱼育种的
科研工作周期很长，即便是在不出
意外的理想状态下，至少也要经过
4 代的群体选育，历时约 10 年时间，
才能“淬炼”出一个新品种。

“如果各高校及研究所群策群
力，实现资源和数据共享，将加快良
种特别是具有多种优势性状的大黄
鱼新品种的培育。”邵光明说。

事实上，通过育种“芯片”等重
要科研工具的共享共用，各科研团
队在大黄鱼遗传机制的解析方面，
已经形成一个高效协作的网络。

一条鱼，两片栖息地

“宁波乃至浙江都是大黄鱼的
主要消费市场。虽说约 80%的大黄
鱼产自福建，但冷冻运输的大黄鱼
终究是没有‘家门口’自产的鲜。”宁
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水产技术推
广科科长沈伟良告诉记者，受到品
质差异化需求的驱动，宁波的大黄

鱼养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
市场影响力。其中“甬岱一号”的“出
圈”，是最好的例证。

虽然在大黄鱼的育种方面，宁
波有着一定的科研优势，但受制于
地理环境，宁波的养殖水域有着较
难克服的不利因素，比如水温。

为了克服这些不利因素，一条
大黄鱼，通常会“旅居”福建两次。

“从养殖户的角度考虑，早一点
完成育苗工作，便可以早一点开始
大黄鱼的投放养殖。所以，第一次

‘旅居’福建，便是在育苗时期。”沈
伟良说，开春时节，把大黄鱼幼苗放
在水温更高一点的福建海域，更利
于其生长和成活，等到浙江的水温
适宜，再转至宁波养殖。

第二次“旅居”则是越冬。
“水温低于 12℃时，大黄鱼便

会停止进食，为了能有个好收成，就
要让大黄鱼在温暖的海域过冬。”沈
伟良解释，此时，福建的温暖海域便
再次成为大黄鱼的第二个“家”。

借助这一科学管理方法，大黄
鱼能够在最佳的生长状态下度过每
一个季节，保证其品质的稳定性。

“就像草原牧民会选择用休牧
的方式实现生态保护，这种接力养
殖同样是对两地海洋生态的一种可
持续保护。”沈伟良补充道，“通过这
种方式，不仅保证了大黄鱼的产量
和品质，也让大黄鱼养殖与海洋生
态环境实现了和谐共生。”

一条鱼，两片栖息地。在两次
“搬家”的过程中，浙闽两地的大黄
鱼产业被赋予了新的活力。

山海相依。从一条大黄鱼中足
以看见，在“开垦”海洋的过程中，浙
闽两地同心协力、尽其“材”而用之
的智慧与信心。

浙与闽浙与闽：：两方水土养两方水土养““一条鱼一条鱼””

留形留魂留乡愁，见人见物
见生活。

若只是建筑与设施的翻新，
而无生活气息的存在、文化内涵
的注入，那么泉州古城的复兴便
只是空有其表，更不能说是延续
新时代的海丝记忆。

让泉州古城真正“活”起
来，需要的是人气。

“每一个重要节日，都是泉
州人的一次狂欢，海丝风韵处处
可见。”李庆军说，虽然新城拔
地而起，但最好的学校、医院等
依旧留在老城区，所以这里留住
了 60 多万原住民，千百年流传
下来的闽南原味文化也被“活
态”传承下来。

“无论初一、十五，还是其
他节假日，天后宫门口的戏台都
会变成‘戏窝子’，南戏、高甲
戏、木偶戏，好戏连台，观众如
潮。”泉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
作人员介绍，春节期间的“十龙九
子”、元宵佳节的民俗踩街等，闽
南文化的民俗、信俗、衣俗等在这
里得以充分传承和发扬。

除了民俗上的“活态”传
承，创新做法“以修代租”，也
让不少老建筑重新找回了“存在
感”。

“古城从不缺老建筑，却有
很多被遗弃的、荒废的，或是产
权多元无法修缮的建筑亟待被盘

活。”泉州市文旅集团古城公司工
程管理人员邱锦杰，最近刚刚参与
了一栋位于主要街道旁的老洋房的
修缮工作。

“这栋老洋房当时只有一位老
人居住，而且年久失修，居住环境
较差。”邱锦杰回忆，在征求这栋
老洋房的一众产权人意见的过程
中，“以修代租”的提议很快得到
了普遍认可和支持。古城公司出资
帮业主修缮房屋，获得一定年限的
承租权补偿装修费用，期满后将房
子“物归原主”。对于业主来说，
不用花一分钱，老房子就焕然一
新，等租期结束，房子也会相应增
值。

邱锦杰说，像这样通过“以
修代租”旧貌换新颜的老房子还
有 很 多 ， 它 们 有 的 成 为 咖 啡 厅 、
文创商品店、游客中心等新文化
空间，有的则成了艺术家工作室
或民宿，在为古城吸引客流的同
时，也让摇摇欲坠的老屋有了新
意与生机。

目前，泉州市已完成古城及周
边 29 条街巷的市政综合提升，正
在推进中山南路及周边 46 条街巷
的整治工作。

“架子”稳固，“里子”丰盈。
走进泉州古城，不仅是与历史记载
相遇，更是与生活本身交流。在这
里，一戏一俗皆有活力，那份浓厚
的生活气息更是让人留连忘返。

泉州是我国首批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也是首届“东亚文化之都”国内唯一入
选城市，既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迹与厚重的
人文传统，也保留着活化的古城街区生态。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泉州这座东方海港城市再次吸引了世
界的目光。

近年来，泉州积极发掘多元文化优势和
旅游资源禀赋，努力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
典范城市。“留人留魂留乡愁，见人见物见生
活”，逐渐成为游客对泉州这座既古老又现代
的城市最为直观的感受。

为赓续城市文脉、做好活态传承、打造
最具烟火气的城市，泉州整体推进古城保
护，建立起“政府主导、部门共管、社会参

与”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不断完善文物法
规，不仅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也使泉州在世界遗产保护之路上行稳致远。

为系统保存城市文化景观与街巷肌理，
泉州古城以“微干扰、低冲击”的原则对传
统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将文化元素融入景观
设计，提升原住民的生活品质，推动城市“微
更新”。针对传统建筑后代业主众多等情况，
为使破败的古厝重现光彩，泉州还探索出“以
修代租”的模式，完成了多处历史建筑的保护
性收储与盘活，同时引入咖啡厅、文创商店等
新型业态，为古城汇聚客流人气，增加古城居
民收入，也留存下城市历史与人间烟火。

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世界遗产的
传承、保护与利用，聚焦“宋元中国·海丝
泉州”的城市品牌，提炼“世遗之城”“奋

斗之城”“国潮之城”“烟火之城”城市名片，
通过线上引流、线下造势等形式，持续提升城
市热度。实施“一季一主题”“一月一出圈”

“一县一特色”等活动，推动“古城+”“非
遗+”“演艺+”“数字+”及“配套提升”“产品
提升”“业态提升”“服务提升”八大专项行
动，策划一批古城游、非遗游、工业游等精品
线路，把国内外游客引进来。

此外，泉州还通过“十百千万”宣推工程
（小分队奔赴30个国家和地区、百个城市文旅宣
推，推动超千个精品旅行团来泉，新增游客流量
超千万），将泉州的世遗与非遗推介到海内外，使
泉州文旅热度持续在线，全力打造世界遗产保护
利用典范城市、全国最具烟火气旅游城市、世界
海丝多元文化旅游目的地，不断推动城市文旅高
质量发展。

文化助力城市“出圈”,泉州做对了什么？
林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

记者 李贵军
崔小明 张芯蕊 周子豪

漫步于福建泉州的古街古巷，青石板上、檐角之间，历
史文化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

旧时刺桐古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图景，被新时
代“一带一路”倡议的“春风”唤醒。这些保存良好的海丝
遗存被赋予新活力的同时，也给泉州带来了新机遇。

不久前，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蓝色脉动——中华海洋文
明探源”全媒体采访小组调研采访了泉州等地，在得到精心
呵护、活化利用的文化遗产瑰宝中，窥见了千古风华。

千年海丝记忆，何以延续至今？通过深入走访，答案渐
渐浮现。

当中式古厝与南洋骑楼交错
林立，充满浓郁闽南风情的泉州
古城，与远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交相辉映。

2021 年 7 月，在“泉州：宋
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
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的同
时，面积为 6.41 平方公里的泉州
古城，被整体纳入世界遗产“缓
冲区”。这一做法，为古城文化
遗产保护的全面统筹、细节保护
提供了有力支撑。

“ 泉 州 古 城 的 遗 产 非 常 丰
富，在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的
22 处 古 迹 遗 址 中 ， 古 城 占 有 8
处。而它更宝贵的地方，在于完
整保存下来的城市格局肌理。”
泉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
恩凤介绍，被纳为世遗的古迹，
只是泉州古城的冰山一角，事实
上，这座古城的街巷、庙宇、民
居、商铺，处处暗藏着历史过
往。

城市要更新，更要小心呵护
这难得的半城烟火。

从宏观的城市布局来看，自
本世纪初，泉州提出将市行政中
心迁往东海片区以来，远离老城
区的市行政中心、中央商务区相
继拔地而起，构建起城市发展的

新轴线。
新老并存，和谐共生。将新城区

与古城完全区分开，在有效避免对
老城区“大拆大建”的同时，也满足
了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需求。

“在泉州古城的改造升级中，化
解文物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
矛盾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傅恩凤
说，古城的大部分基础设施普遍存
在老化、破损、容量不足等问题，
然而，由于古迹众多，每一项基础
设施的改造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
和审批，确保不会对文物造成损害。

同时，为让古城更宜居，泉州
市政府也下了一番“绣花”功夫。

“ 一 切 修 补 工 作 都 以 伤 害 最 小 的
‘微改造’方式进行。”泉州市文物
局文物保护科李庆军解释，“比如
雨污管网、供水、供电、供气等设
施的更新和改造，首先落实考古前
置工作，采取分片分段、逐步推进
的策略和‘先地下，后地上’的原
则，才能确保街巷提升过程中的安
全和效率。”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泉
州古城与远处的高楼大厦一同沉浸
在一片璀璨的灯火之中。这一刻，
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
相互辉映，共同刻画出这座城市的
表情。

千年海丝记忆，何以延续
至今？

李庆军告诉记者，答案在
于海丝的物质保护与文化传
承，更在于法律制度的坚实保
障与民众的广泛参与，这两重

“硬支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自 2015 年泉州市开始行
使地方立法权以来，最先出台
的法规便是有关文化遗产保
护。”李庆军说，申遗前出台
的 《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
保护条例》《泉州市市区内沟河
保护管理条例》《泉州市中山路
骑楼建筑保护条例》等法规，为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坚
实的法律基础，同时也进一步
明确了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
个人的职责与义务，确保了古
城保护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申遗成 功 后 ， 为 促 进 文
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提高世
界遗产保护的针对性，《泉州
市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促 进 条 例》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保
护管理条例》 等法规的相继
出台，更是从法律层面确保
了泉州古城保护与发展的可
持续性。同时，一系列前瞻
性的规划和管理措施，也为
古 城 的 发 展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促进了文化与旅游的深
度融合。

“一系列法规从顶层设计
上筑牢世界遗产保护屏障，同
时，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也为
古城的保护与发展注入了强大
动力。”李庆军补充道，实际
上，泉州人民的文物保护意识
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所形
成。

清代，泉州府文庙就立了
示禁碑，不允许摆摊设点。洛
阳桥畔也立有示禁碑，要求附
近的窑厂不能靠近开挖。

“还有一个比较新潮的留
学联谊会，在申遗和外宾访问
期间，一些留学生主动请缨做
翻译、介绍员，甚至成立了一
个泉州驿站。”李庆军说，自
打申遗成功后，市民主动保护
古城的意识日益增强，“其背
后的文化自信，是申遗留下的
最宝贵财富”。

半城蝶变，半城崛起
辉映似双星A

外有“架子”，内有“里子”
里外皆不变B

法律为基，民意为本
双重“硬支撑”C

游客体验泉州非遗游客体验泉州非遗。。（（庄建萍庄建萍 摄摄））

游客在泉州西街游玩游客在泉州西街游玩。。（（张九强张九强 摄摄））

观 点

千年风华耀古城
解码泉州传统海洋文化“焕新”之路

象山黄避岙乡被誉为象山黄避岙乡被誉为““浙江大黄鱼之乡浙江大黄鱼之乡””。。 （（徐诚徐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