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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顾钱江、邰晓安、贺飞

“涨海声中万国商”。宋元
时期，繁荣的对外贸易使面朝
大海的泉州成为世界级大都
市，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
都在游记中惊叹“刺桐城”的繁
忙与富庶。千年以来，泉州古城
虽经历劫波，仍大体完整。保护
好古城，既是今人的幸运，也是
要答好的课题。

“古城保护一般有三种模
式：1.0版是拆了重建；2.0版是
留下房子、迁走原来的居民；3.0
版是‘活态保护’，要做到‘留人、留
形、留神韵，见人、见物、见生
活’。”福建泉州市委书记康涛说。

当然，活态古城的实现最难，
目前国内尚无多少成功经验。康
涛说，泉州古城仍存于 6 . 41 平
方公里范围内，人们生活、工作
其中，这使泉州有条件原真性地
保护古城，同时探索市民生活
方式、文化风俗的活态传承。

“金鱼”示范

“活态古城”，泉州怎么做？
答案或许藏在一条 200 多米的
小巷里。这就是与泉州府文庙为
邻的金鱼巷——— 宋代福建转运
使谢仲规官至三品，得佩金鱼
袋，归乡后在此建宅，小巷因此
得名。去年金鱼巷改造完成，“十
一”期间涌入大量游客，成了泉
州古城的网红小巷。

踏着石板路，漫步巷中，端
详红砖古厝上的燕尾脊。走进
位于老宅的精品咖啡店，一位
文雅的女士正手工冲泡咖啡，
热心指导来客品赏一款埃塞俄
比亚咖啡豆。“润物无声”展陈
空间里，青年们摆出以鲤鱼滴
水兽等古城元素为灵感的文创
产品。到“海丝金凤”来一碗本
地元宵圆之后，不妨再到隔壁
老字号吃片泉州菜头酸爽口。
夜幕降临，巷口南音阁的演出
开场，散坐在听戏的本地居民

中间，赏千年古乐，呷一口粗茶，遥想古城繁华过往……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历史与当下，奇妙地在这里相遇了。

金鱼巷的这般美好体验，并非自然产生，而是古城保护团
队用心用力的结果。改造之后，古巷修旧如旧，老居民仍在这
里生活，茶米油盐，家长里短，烟火气和人情味依然；同时，政
府将咖啡文化、南音演出、文创空间等引进来，时尚与历史有
机混搭，吸引游客慕名而来“打卡”。

“植入新业态”，正是泉州活化古城的动作之一。泉州市古
城保护发展工作协调组办公室介绍，古城办以收储租赁、以修
代租等方式整合私有房产资源，得以在金鱼巷 7间店铺中，植
入新业态：邀请国际级品鉴大师齐小兰主理“德兰·书”咖啡文
化学院及培训基地、咖啡馆孵化基地，引领咖啡业态向中高端
发展，培训更多咖啡人才温润古城；开设“润物无声”青年创客
文化空间，以“1+3”模式，即首月免费，后三个月低租金，供年
轻人展示以古城为 IP 的文创产品；“古城南音阁”，则为非遗
传承人和爱好者提供了舞台，每周四次公益演出，游人走在小
巷就可以邂逅古老南音。

康涛说，当初政府要改造金鱼巷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好
在它只有 200 多米，就先做起来了，待完成之日，大家都叫好，
“我们体会，什么事情先做个示范，大家就容易统一意见了。”

金鱼巷改造示范成功之后，中山路改造提上日程。这条南
北向的路，是泉州古城地理上的中轴线，有建于上世纪 20 年
代的连排式骑楼，2001 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
保护优秀奖。经历百年风雨，这些骑楼建筑如今内部破损、外
部风化，急需原样修复。

但中山路如果全部改造的话，波及面广，交通、树木、房子
等的处理都是难题。泉州市的办法，还是做示范：选取中山路
与文庙和金鱼巷相接的一段，约 270 米，先修起来。泉州市古
城办主任李伯群说，城市的地上地下是一个生态系统，中山路
示范段的改造和金鱼巷一样，先把电线、管道等入地，再铺设
路面，最后修复墙面。

中山路改造现场，有个可移动的盒状“神器”，内有吸音
棉，工人们在盒子里面进行路面施工，尽量减少噪音、震动
和粉尘对周围居民和店铺的影响。古城办副主任黄团峰说，
这是泉州市为实现施工“微扰动”而采取的数十项措施之一。

几个月后改造完成时，中山路这一段的历史风貌将充分
展现出来。业态的提升是下一个重点，康涛很有信心：“就业态
改业态很难改，等风貌恢复和交通改善之后，人气上来了，业
态自然会提升。”政府部门表示，仍要想办法收储一些店面空
间，用来保住老字号文化，及植入符合中山路定位的新业态，
防止过度商业化。

点亮家园

六胜塔、江口码头、洛阳桥、开元寺、天后宫、清净寺等十
余处遗存，是泉州作为“海丝”大港和世界多元文化交汇点的
见证，如今成为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的力证。2017 年 3 月，

泉州被住建部列入第二批“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试点城市，古城区成为重点区域。

“‘申遗’和‘双修’为泉州古城复兴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康涛说，
“有了这两面旗帜，现在一提古城改造，大家就没有反对意见了。”

开元寺所在的西街，周边有不可胜数的名人宅第、华侨洋
楼和闽南古厝，是泉州历史文化积淀最厚的古街区。在这里，
朱熹曾感叹“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西街附近，杂货
店、花店、小吃店等各色商铺林立，路上人流如织，年节和每月
廿六“勤佛日”更是摩肩接踵。

新近开张的西街游客服务中心就嵌在这一热闹地段。和
别处所见大不同，这个游客中心更像个现代的展览空间：“润
物无声”旅游商品创作大赛获奖作品和创客文化 IP 孵化项目
产品在一楼琳琅满目，二楼是《Fun 西街———“乐”观古今，无
处不“趣”》主题展，步上三楼天台，令人喜出望外——— 这里有
眺望东西塔美景的最佳视角。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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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赵新兵、陈灏、王阳

坐在威海迪尚大厦的办公室里，女设计
师于潇专注地操作着电脑，用 3D 建模“黑盒
子”扫描完毕的服装，即将完成数字化成样，
随后将通过网络呈现在万里之遥的国外客户
面前。

穿行在纽约曼哈顿区哈罗德广场，朱立
华经常能认出路人身上的衣服是由迪尚集团
设计生产。身为这家企业的董事长，他对此早
就习以为常——— 在附近著名的梅西百货，20
多个国际知名服装品牌由迪尚供货。

诞生于 1993 年的迪尚，从一家小型服装
外贸企业，完成了从来样来料加工，到自主研
发设计、数字化设计制造和自主品牌出口的
跨越，成为国际服装行业全供应链的知名“服
务器”。

从“挣汗水钱”到为全球“量体裁衣”，迪
尚集团一路走来，为传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增添注脚。

全供应链“隐形冠军”

每年亿件“迪尚造”通世界

中国春节假期刚结束，俄罗斯女服装商
人斯维特拉娜·纳乌莫娃就坐了近 10个小时
的飞机，来到迪尚集团威海总部。与迪尚合作
4 年来，她向迪尚订货的额度从 2014 年的

100 万美元上升到 2018 年的约 1200 万美元。
纳乌莫娃经营着一家羽绒服品牌，在考

察 10 余家国际服装供应商之后最终“情”定
迪尚。她说：“迪尚面料资源丰富、设计师专
业、生产效率高，是世界服装供应链服务的大
品牌。”

像纳乌莫娃这样的外国客户，迪尚集团每
年要接待上千批次——— 国际服装企业主动上
门谈合作，在 20年前是迪尚想都不敢想的事。

上世纪 90 年代初，各类服装企业迅速兴
起。迪尚以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起家，做起
了服装外贸。

“当时的订单都是国际中间商转了好几道
手的，做什么、怎么做都是别人说了算，连线和
扣子都是客户发过来的。”朱立华说，没有话语
权，动辄被中间商压价、扣款，甚至赖账，是当
时包括迪尚在内的服装外贸企业之痛。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外贸订单大幅
减少、服装出口增速下滑，管理粗放的服装代
工企业大量倒闭，连外资企业都出现“跑路”。
这场阵痛让迪尚下决心摆脱中间商、打通自
主贸易渠道。

“由于外国中间商的存在，当时我们连见
下游客户的机会都没有。”迪尚集团副总经理

张莹经历了这个艰难的时期，数不清吃过多
少次“闭门羹”。

面对国际服装品牌企业，迪尚人下足了水
磨功夫：去卖场调查客户的产品定位，千方百
计找到公司的地址，带着成衣反复拜访，拿不
到一手订单拿二手的也行……张莹最“难啃”
的客户，是日本名古屋一家企业。从 2001年开
始，团队持续拜访了 4年，才拿到第一笔订单。

十年磨一剑，迪尚终于打通外贸“中梗
阻”，在美、英、德、意、日、韩等国设立了贸易
公司，形成了覆盖欧美和亚洲主要国家的直
通渠道，对接下游客户。

为改变纯粹挣代工费的窘境，迪尚开始
对服装全供应链服务进行拓展：建起涵盖国
内外 3000 多家面辅料供应商 30 万份电子档
案的服装面料库；在国内外设立了 100 多个
设计师工作室、设计公司和研发中心。

从为人代工到找人代工，迪尚不断在产
业链中“移步换景”。50 多个专业服装生产
厂、800 多家配套协作企业、卫星工厂，支撑
起迪尚对潮流和订单的快速反应。目前，迪尚
在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多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布局了生产基地，触角不断延伸。

“如今，我们为近 500 个国际知名服装品
牌提供生产和服务。在日本排名前 10 的服装
企业中有 9家与迪尚合作；在欧美，迪尚的市
场占有率同样名列前茅……”迪尚集团常务
副总经理张诗哲介绍。

记者看到，迪尚生产的不仅有 Zara、
GAP 等相对大众的服装，也有杰尼亚、阿玛
尼、麦丝玛拉等较高端品牌的产品。

2018 年，迪尚为全球生产各类品牌服装
超过 1 亿件，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23 亿元。

（下转 2 版）

从“来样加工”到为全球“量体裁衣”
透过“迪尚之路”看新旧动能转换

▲迪尚集团设计人员在演示服装“个性定制”服务（2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朱峥摄

村支书格桑上午 11时赶到乡里开会，一
开就开到了近晚饭时分。

“我推选阿旺群培当牦牛驮运管理员，他
们村出牦牛最多。”“上山稳一点，登山队的物
资可不能从牛背上掉下来。”“牛的价格还是
有涨的空间……”

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
乡，来自现琼村的格桑和几十名村干部围坐
在乡政府院子里，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讨论着。
西南方向 50 公里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隐没在倏忽变幻的高原云层里。

这场“马拉松”会议，每年四月初都要在
珠峰脚下海拔近 4300 米的扎西宗乡召开。在
登山季和旅游季开始之前，乡里 30个行政村
要集体决定哪些村去游客大本营经营帐篷旅
店，哪些村出牦牛为登山队运输物资，并要选
出当年两项活动的管理员，还需讨论帐篷租
金、垃圾收集等经营规则。

一场没有文件和发言稿的会议，却常常
能从上午开到天黑。

“这算什么，2007 年的会足足开了 7 天
呢！”今年 76 岁的巴松村支部书记多吉回忆
道。那一年，扎西宗乡第一次尝试对牦牛驮运
和旅游帐篷进行统一规划。

两项依托于珠峰的生意，一直都是乡里
收入的重要来源。

从位于中国一侧的北坡登顶珠峰，海拔
6500 米以下的物资运输一般都需要牦牛驮
队完成。在扎西宗老人们口中，当地的牦牛背
上驮着整个人类从北坡攀登珠峰的历史。

53 岁的热杂村村民坚赞记得，自己 30
多年前便常与父亲一道赶牦牛上山，为中国、

日本和法国队运送过物资。虽然收入可观，但
价格只能自行与各登山队商议，语言不通还

容易和外国队闹误会。
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一些村民也开始把

可供游客住宿的帐篷和移动商铺开到了登山
大本营前。游客甚至可以直接步行走到登山
者的专业营地。

“当时，帐篷越开越多，但只有少部分人
能赚钱，而且不方便管理，还影响环境。”多吉
回忆道。

而牦牛队的分散经营，也削弱了村民的议
价能力。当地便下决心寻找一种更高效的组织
方式，将牦牛和帐篷经营权在各村间进行划分。

打破原有利益格局，设计新的分配机制，
这考验着珠峰脚下村民们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的智慧。

多吉是那场耗时 7 天的会议的亲历者。
他记得，会议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 30个村相
互的讨价还价上。

“我们村没什么草场，地理位置又在游
客、徒步爱好者去珠峰的必经之路上，旅游生
意好做，所以就放弃了参与牦牛运输。”多吉
说，“但有的村就复杂多啦！”

经过讨论，会议平衡环境和经济发展需
求，决定全乡每年最多只能开设 58 顶帐篷，
4 月出帐，10 月收帐；牦牛数量根据登山活
动的需求定为近 900 头。嘎热村可出 119 头
牦牛，为全乡之最，但也不再参与帐篷经营。
而有的村草场资源少，但人口较多，也被照顾
性地分到了几头牦牛的运输权，占有 2 头牦
牛和 4 顶帐篷名额的云加村便是一例。

这些复杂的分配计算，完全由基层干部
和农牧民完成。公平原则贯彻其中。全乡一致
同意，各村内帐篷经营权归属要经抽签决定，
经营者必须上交一定数额的租金，用于给所
有村民分红；“牦牛村”收入的分配则五花八
门，但让收入尽可能惠及每个村民，是各村一
致认同的宗旨。

西藏登山协会(以下简称“登协”)也充当
起了沟通的桥梁，代表乡里同各登山队统一
商定运输价格、所需牦牛数量等事宜；工钱也

由登协统一结算。目前，扎西宗乡出一头牛每
天可挣 90 元，赶牛工 110 元，另有 600 元服
装费；无论实际路程几天，登协都按 9 天付钱
(实际路程一般少于 9 天)；牦牛死亡，登协将
按市场价赔付。

于是，一场由体育、旅游产业催生的乡村
治理创新实践，从此成了扎西宗乡的惯例。十
几年间，各村间帐篷与牦牛的分工基本没有
变化，牦牛驮运价格却涨过几次。这是乡里与
登协协商的结果，但最初的涨价动议都产生
于各村间每年一度的“马拉松”会议之中。风
尘仆仆的农牧民从喜马拉雅山脉下四处赶
来，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今年的会议现场，
乡领导讲着话，就有远处的村民直接插话打
断……

开完会，格桑有些饥肠辘辘，但仍急着赶
回现琼村：“村里还要抽签、开展环保教育，很
多事情要办。”

去年，全乡牦牛驮队收入约 380 万元，帐
篷旅店收入 1200 万元。生意最好的帐篷半年
内甚至可以净赚 30 万元。各村帐篷经营权抽
签年年都报名踊跃。

不过，2017 年被村里推选为牦牛工时，
格桑还是很开心。牦牛工一般都是“村里有威
望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全村的希望”。他家
的牦牛也不再参与农耕，家里现在是拖拉机
下地，牦牛上山。

进入四月，乡里的垃圾转运站也已开工，
站里的职工开始在公路沿线捡拾垃圾。格桑
说，他 2006 年曾开过帐篷，“那时候没什么
‘保护环境’的概念。现在，村民们看到一根烟
头、一片纸屑都要捡起来。”

珠峰最宜人的季节即将来临，在她脚下
长大的人们也又要忙碌起来。

“感谢珠峰，她是我们心中的‘神山’，我们
听着有关她的歌谣、喝着她的冰川水长大，现
在她又给我们带来了实在的收益，我们更要
好好保护她。”格桑说。

(王沁鸥、孙非)新华社拉萨电

珠峰脚下的一场“马拉松”会议

图为会议现场。（4 月 3 日摄）
新华社发（孙非摄）

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

扎西宗乡，来自现琼村的格桑和几

十名村干部围坐在乡政府院子里，

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讨论着。西南方

向 50 公里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峰隐没在倏忽变幻的高原云层里

这场会议，每年四月初都要在

海拔近 4300 米的扎西宗乡召开。一

场没有文件和发言稿的会议，却常

常能从上午开到天黑

新华社记者毛振华

春意渐浓，大
地披绿。但在渤海
湾畔的埕海 2 - 2
人工岛上，海风依
旧肆虐。

“岛上气温总
要比陆上低许多。”

迎着从渤海吹来的
刺骨海风，白殿刚
把工服裹得更紧
了。

埕海 2 - 2 人
工岛像一颗明珠，
镶嵌在渤海湾畔的
滩海中。这座隶属
于中国石油大港油
田的人工岛有它的
历史使命：石油开
采的生力军。作为
大港油田滩海开发
公司产能建设部副
主任，白殿刚的工
作就是钻研如何在
人工岛上采出更多
石油。

在人工岛上采
油，条件不比陆上。

路远，风大，还得耐
得住寂寞。

驱车前往，要
经过一段数公里长
的进海路。路面不
宽，只容得下一车
独行。在路的阻隔
下，两侧一面是浮
冰，一面是海水，分
外明显。

2006 年，告别
青涩的学生时代，白殿刚来到大港油田，就
是踏着进海路，往返于陆上与人工岛之间，
见证了埕海 2-2 人工岛一步步从无到有，
从初创到丰收。

他说，大港油田探区的滩海、极浅海埋
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潮涨一片海，
潮退一片泥，坡缓、泥厚、潮差大等种种恶
劣海况，成为向滩海进军的“拦路虎”。大港
石油人在海上建人工岛，深埋滩海下的“黑
色金子”才得以重见天日。

人工岛面积不大，环岛漫步一周不过
二三十分钟。但就如同一棵根深蒂固的老
树，地下油管伸向四面八方，辐射方圆数公
里。

“地下管线并行不悖，延伸到岛外最远
能达到 4 公里，最深的井已经打到 5700 多
米。”站在排列成行的油井旁，埕海二区党
支部书记孙高超向记者描述着油井上下的
结构。如今，岛上开掘出了 80 多口油井，还
有更多的油井陆续开始“服役”。

除了打井越来越多，这些年白殿刚还
有一个突出感受，就是打井越来越快了。他
说：“原来打一口 3200 米的井，少说也得
30 多天，现如今只用 20 来天。”

（下转 2 版）

逐
梦
人
工
海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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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金
﹄

4 月 6 日，游客在江苏盐城大丰区荷兰花海
内赏花游玩（无人机拍摄）。清明假期，人们纷纷走
出家门，休闲放松。 新华社发（杨素平摄）

清 明 出 游
进入四月，新疆“空中草原”那拉提景区的野百

合，随着冰雪的逐渐消融破冰而出悄然绽放，绘成一
幅幅美丽画卷（4 月 4 日摄）。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百 合 迎 春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