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海豚奖”游戏作品大赛
吸引境内外选手
收到225部优秀作品

5月25日将公布获奖名单
本报讯（记者 林露虹 通讯员 洪慧敏）历

时一个多月的第十五届厦门国际动漫节“金海
豚奖”游戏作品大赛征集工作近日落下帷幕，
大赛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境内外的225部优秀
作品。接下来，由境内外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将
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对作品进行两轮评
审，最终获奖名单将在5月25日举行的颁奖仪
式上揭晓。

从作品征集情况来看，本届大赛的参赛
者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大赛共收到境
外作品44部，来自美国、日本、西班牙、俄罗
斯、越南等10个国家和地区。参赛作品中，
学生作品达到 106 部，约占总征集数量的
47%。

一大亮点是，组委会将在大赛颁奖仪式期
间举办“游戏开发者沙龙暨创投路演会”，邀请
国内外一线投资、发行机构与获奖者面对面交
流，为游戏创作者架设起对接市场的桥梁。此
外，厦门国际动漫节游戏产业论坛将于5月26
日在厦门集美举行，论坛将以“新时代的游戏
全球化浪潮”为主题，探讨游戏行业新挑战、游
戏“出海”新方向。

“金海豚奖”游戏作品大赛
作为厦门国际动漫节的重要组成

部分，“金海豚奖”游戏作品大赛意在发
掘优秀游戏创作者，为游戏产业发展注
入新生力量。本届大赛设置最佳游戏
金银铜奖、最佳游戏策划、最佳游戏美
术等7大奖项，总奖金达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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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桥梁’、连接资源。”——路辰
用一句话总结驻村工作队的能力所在。

通过对接挂钩帮扶单位厦门市特
工开发有限公司，宋宅村近日流转出
28亩村集体发展用地，用于扩建苗木
生产基地。今后，将由该公司提供种
苗，定期开展技术指导；宋宅村合作社
负责组织管养人员进行种植生产，培
育绿雕、绿植等产品。成苗后，则由特
工公司统一回购，落实村财增收。

市气象服务中心看中上厝村自然
资源禀赋，进村租用场所作为科普活

动基地；厦门路桥工程物资有限公司
则租下一间办公室，把上厝村作为党
员团员教育活动基地；厦门市美优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来到四林村，合作共
建百香果园……一座座“桥梁”顺利搭
建起来，真金白银激励乡村振兴。

“村里有这块地，我们就去问这块
地能不能干这个事儿，能，我们就找人
接着干。”路辰用一句大白话概括这一
工作，他还说，“口袋里有钱了，才会想
着做更大的事。”经过一年共事，各村

“两委”班子变得越发敢想敢干，看着

越来越充实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文明
创建、环境整治、文化活动等村域治理
工作都有了更多想象空间。

此外，驻村工作队的“桥梁”还通
向了村民家门口。去年以来，第15片
区驻村工作队会同村干部和各级部
门，结合不同时间节点，入户慰问20
多户贫困家庭等；协调市区部门走访
慰问各村幸福院、老人协会及四林小
学等；邀请厦门市曲艺家协会进村开
展文艺演出10余场次，带给广大村民
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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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间地头 探索致富新密码
第15片区驻村工作队推动同安五显镇上厝宋宅四林三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超50万元
本报记者 林健华 卢漳华

“不是简单地给村里干
点活就完了，而是为了探索
出乡村振兴的厦门经验。”第
15片区驻村工作队队长、市
执法局二级调研员路辰这样
定义自己的职责。

去年5月，厦门市择优选
派32支驻村工作队走向田间
地头，精准帮扶全市104个村
集体经济收入相对薄弱村和
重点村，为乡村振兴注入活
水。第15片区驻村工作队所
驻点的同安区五显镇上厝
村、宋宅村、四林村，去年底
均突破村集体经济收入50万
元大关，提前一年多完成目
标。

这些村子是怎么华丽转
身的？经过整整一年探索，
驻村工作队拿出了具体成效
来回答，但路辰认为这还不
够——因为他们的任务不在
于给一两个村子“输血”，而
是重塑农村的“造血”功能，
更重要的是，要摸索出一套
可复制的模式，惠及所有存
在共通问题的乡村。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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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种植，
怎么迎来突破？

趁着春耕时节，四林村265亩田
地翻土、推平、引水，达到寸水不露泥
的镜面状态，好能插秧种稻。然而，这
不是一片简单的水稻田，而是一座“水
稻公园”——这里种下的不仅是稻秧，
更是产业升级、发家致富的希望。

四林村多是小规模的散户种植，
村中荒废的田地不在少数。于是，第
15片区驻村工作队推动成立村经济
合作社，完成土地流转，把散户的小块
田地整合成集体的产业热土，建设起

高标准农田。
“在实现规模化农业的基础上，挖

掘乡村休闲旅游属性，打造成一个农
旅融合的生态项目。”在路辰的规划
中，将来走在田埂上的，除了农民，还
有研学的学生、团建的职工、远道而来
的游客。

当然，到时游客可以赏玩的不止
水稻。在四林村另一处，规整出了
100多亩全面朝阳的土地，把原本经
济效益不足的林木种植地，改造成具
备网红基因的兰花基地。如此一来，
每亩800元的租金随之上涨到1100

元左右。
“单单这一块就能给村集体增收

10多万元。”谈及实打实的效益，四林
村党总支书记叶大柱喜笑颜开。他
说，预计还将解决五六十名剩余劳动
力的就业问题。

在第15片区驻村工作队看来，产
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三
产融合是农村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
如今，均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上厝村、
宋宅村、四林村三村，正迈着转型的步
伐，努力走出更富可能性的乡村振兴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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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知道，上厝村里竟藏着
一座“状元第”。红瓦连片，燕尾脊高
悬，厚实的夯土墙四面围合，这座极具
闽南传统特色的古厝建于清代嘉庆年
间，占地670多平方米，近期修缮一
新，已看不出原本残破的面貌。

古厝的原主人是武状元叶国栋，
门匾上的“武魁”二字成为他人生的最
佳注脚，更浓缩着一段历史故事。“同
安出过多位武状元，这种尚武精神是
宝贵的财富，古厝就是传承历史文化
的很好载体。”路辰说，驻村一年来，他
们通过常态调研，在三个村子中挖掘

出了许多被人忽略的“宝藏”。目前，
他们正着手为“状元第”完善配套设
施，打造武状元IP，让来到这里的市民
游客可看可听可学可研究。

但是，单个村子的资源太少、太不
起眼——这是驻村工作队成员的普遍
体会，抱团发展则是摸爬滚打出来的
有益心得。他们发现，与上厝村临近
的明溪村和店仔村，分别有陈沧江纪
念公园和庶安楼两处历史人文景观，
不如把这三个村子串联起来，打包成
一份文化大礼吸引游客。

这种跨村联建的手法，同样运用

于四林村。四林村村民主要来源于搬
迁安置的水库移民，由此衍生出团结
一心、自力更生的移民文化，与相似背
景的三秀山村不谋而合，也与归侨侨
眷聚集地的竹坝形成呼应。

“这样一来，借着周边村落的力
量，发展文旅就不会势单力薄。”驻村
工作队队员、厦门市集美储备粮管理
有限公司投管部经理蔡志聪表示，他
们将进一步挖掘上厝村、宋宅村、四林
村的文化底蕴，建立村史馆等文化阵
地，以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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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
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厦门市始终坚持高
位谋划，结合自身实际，以城促乡、城乡统
筹、共享发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取得了
显著成效。为进一步推动资源下沉、力量
下沉、服务下沉，我市选派32支驻村工作

队扎根田间地头，用行动谱写乡村振兴一
线的故事。即日起，本报联合市委组织部
推出“我在乡村振兴一线”系列报道，跟随
岛外各区驻村工作队的脚步，挖掘驻村工
作的典型事例和先进经验，全方位、多角
度、立体式展现厦门广大党员干部在乡村
振兴一线的工作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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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片区
驻村工作队

去年 5 月以来，第
15 片区驻村工作队驻
点同安区五显镇上厝
村、宋宅村、四林村，积
极调研村庄现状、资
源、民生状态，挖掘村
庄优势，成功推动三村
实现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 50 万 元 以 上 的 目
标。该驻村工作队成
员分别来自市执法局、
市储备粮集团、同安区
竹坝开发建设事务中
心、同安区社会保险中
心等，充分连接多方资
源、发挥团队力量。

儿童友好城市形象标识
欢迎您来设计

奖金最高2万元，征集截至17日
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 通讯员 张谢池）近

日，厦门市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启动厦门儿童友好城市LOGO
标识、宣传标语、儿童画征集活动，获奖者最高
可获得2万元奖金。时间截至5月17日17时。

我市面向社会范围征集厦门儿童友好城
市LOGO标识、宣传标语、儿童画。个人、组
织、单位、社会团体均可参加，参与者可选择活
动的一项或多项。值得提醒的是，儿童友好绘
画作品征集仅限我市18岁以下少年儿童参
加。

本次征集活动统一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
所有作品发送至厦门市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箱：xmer-
tongyouhao@vip.126.com。三个项目的获
奖者按照奖项，可获得现金奖励并颁发荣誉证
书。最高奖项为标识采用奖，获奖者可获得2
万元奖励。

“城中村”孩子湖里比赛
决出“故事大王”

本报讯（记者 庄筱婧）不久前，湖里区面
向全市城中村少年儿童开展的讲故事比赛决
赛圆满落幕。此次活动吸引了110名小朋友
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和半决赛的激烈角逐，最
终有20组小选手进入决赛。

本届比赛以“让生命因阅读而精彩——寻
找故事大王”为主题，孩子们讲述榜样故事、爱
国英雄故事、厦门故事、成长故事、正能量童话
故事这五个类型的故事，鼓励大家将生活中感
悟的道理和从书籍中汲取的力量，通过讲故事
的方式展现出来，而故事里温暖的光芒也照亮
了孩子们成长的路。

在决赛现场，小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略
显稚嫩的童声讲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在他
们生动地叙述下，文字变得灵动起来，孩子们
的精彩表演更是赢得了台下评委和观众的赞
赏，场内不时传出阵阵热烈掌声。最终，第三
届“故事大王”由王楷锐同学获得，他用饱满的
情绪将听众们带入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
家一同在故事里追寻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革
命精神、奋斗精神。

此次活动由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共湖里区委宣传部指导，湖里区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湖里区鸟巢阅读文化推广中心联
合举办。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 通讯员
徐涛）昨日，记者从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获
悉，备受关注的圣杯屿元代海船水下考古工
作日前在古雷海域再次启动。此次水下考
古，将用6个月将圣杯屿遗址船体及周边瓷
器悉数打捞出水，为下阶段沉船船体保护提
供科学建议。

漳州圣杯屿沉船水下遗址位于古雷圣杯
屿海域，东北方向距离圣杯屿200米左右，处
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洋航线和东洋航线交
会处。水下考古专家介绍，圣杯屿沉船是一
艘典型的元代晚期从事外销贸易的船只。

2022年8月起，国家文物局对遗址正式
进行考古发掘，前后历时60天，共出水文物
3000多件（含缴获），以瓷器为主，多为龙泉
青瓷，研究价值高，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高峰
期——元代中晚期海上贸易的典型代表。

据悉，此番考古队还获取了沉船遗址周
边海底地形地貌信息，对沉船遗址坐标、沉
船埋藏环境有了进一步了解。漳州市文保
中心副主任阮永好说，经国家文物局批复，
今年该海域水下考古工作重启，将把圣杯屿
遗址船体及周边瓷器悉数打捞出水，完成船
载文物提取和现场保护，彻底解除盗捞隐
患。同时，考古队将进一步了解船体结构和
埋藏状况。

此次打捞考古船为“富仕达88”考古作
业船。为保障此次圣杯屿元代海船水下考古
顺利进行，漳州海事局提前了解考古工作时
间、使用船舶数量、施工作业人员以及占用水
域等情况，第一时间出动“海巡08708”艇进
行现场警戒。

此次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将持续至10月，
其间严禁渔船和人员进入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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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里有何宝贝？
3000多件文物出水
多为龙泉窑青瓷

2022 年 8 月开始，历经 60 天水
下考古发掘，上岸瓷器近 1700 件。
包括以前缴获，共出水文物3000多
件，已经移交漳州市博物馆保管。
依器类及大小特征可分为碗类（大
碗、碗、小碗）、盘类（大盘、盘、小
盘）、盏、碟、高足杯、洗、钵、香炉共
十一类二十五个型；陶器仅发现有
罐一件。

“从打捞上来的瓷器形制基本
可以断定，这些瓷器与元代晚期浙
江龙泉窑的外销瓷高度吻合。”国家
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
队领队梁国庆说，根据所掌握的情
况，圣杯屿海船遗址是我国目前已
发现的保存较好的元代海船遗址，
出水文物主要是元代龙泉窑青瓷，
数量众多，类型丰富。

漳州圣杯屿沉船遗址是目前我
国发现的保存较好的元代海船遗址，
出水瓷器不乏精品，研究价值高，是
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高峰期——元代
中晚期海上贸易的典型代表。该遗
址的发掘将为研究我国元代航海史、
造船史、海洋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
等提供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本次重新启动水下考
古的元代海船遗址，位于
漳州圣杯屿海域。经调
查，该沉船遗址目前发现
的水下堆积主要为瓷器
和船体，其中瓷器散落面
积较大，密集区面积不少
于300平方米。

◀图为在漳州圣杯
屿海域，潜水员进行水下
考古发掘。（资料图/视觉
中国） 集大举办民族文化节

青年学子一家亲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 通讯员 郭靖雯 温

宏）为促进各族青年学生交往交流交融，进一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集美大学
在万人食堂前广场举办“一家亲”民族文化节
开幕式暨民族风情展。

开幕式上，集美大学沐音合唱团带来歌曲
《红旗飘飘》、独具特色的民族舞蹈、美不胜收
的民族服装秀。竹竿舞等互动环节，让现场师
生体验了浓郁的民族风情。绚丽多彩的民族
服饰、香飘十里的特色美食，让学生们大饱眼
福口福。

此次“一家亲”民族文化节主要包括举办
民族与宗教政策系列主题讲座、参观“福籽同
心爱中华”主题展、民族风情展、社团嘉年华、
班级合唱比赛、爱国主义教育研学等。

上厝村持续改善村居环境上厝村持续改善村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许秋珩许秋珩 航拍器摄航拍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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