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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舒琪）昨日，市资源规划局联
合市建设局、市市政园林局、市住房局等部门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首届厦门城市设计周的相关情况。

根据新闻发布会，6月5日-6月8日，首届厦门
城市设计周将正式启幕，以“城市设计与城市远见”
为主题，邀请众多城市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开
启焕新城市生机的探路之旅。

打造“五个平台”
助力厦门成为“设计之都”

作为厦门着力打造的城市设计高端峰会，厦门城
市设计周定位为我市未来城市发展与空间治理的学
术交流平台、城市设计领域的人才招引平台、城市设
计供需双方的对接平台、城市经营理念和发展蓝图的
宣传平台、城市规划建设成就的展示平台。通过3至
5年的培育，厦门城市设计周将逐步打造成为特色鲜
明的城市品牌活动，并与国家部委产生联动效应，成
为国家重要规划设计项目的宣发平台和重大活动的
举办平台。今后，活动还将适当扩展至工业设计、时
尚设计、平面设计等领域，助力厦门成为契合联合国
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标准的城市。

“通过举办城市设计周活动，可以进一步开拓视
野，吸收国际国内先进理念、先进做法，促进我市进
一步提升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助力
我市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副秘书长卢少进说，以城
市设计周活动作为媒介，还可以让更多的优秀设计

师和设计团队来到厦门、了解厦门、爱上厦门。我市
将为他们提供供需对接平台，打造更加有吸引力和
充满活力的城市设计产业生态，不断地孵化、扶持壮
大本土优秀城市设计力量。

建筑大师齐聚鹭岛
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据悉，本次城市设计周涵盖两场高峰论坛、一场
主题沙龙、三项主题活动、两项公开展览、两次活动
典礼。其中，最重磅的当属两场高峰论坛——城市
设计高峰论坛将作为城市设计周的开幕论坛率先开
讲，将邀请何镜堂、吴志强、李晓江、袁奇峰、张宇星、
刘太格等专家学者，围绕“城市设计与城市远见”，共
同探索二者紧密交织的关系；全球建筑大师论坛是
国内建筑界较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此次将以“策略
与表达”为主题，请来崔愷、孟岩、章明、Roberto
Bannura（罗伯特·班努拉）等国际知名建筑师同台
对话，让大众听到建筑界最前沿的声音。

本次城市设计周主题沙龙特别邀请了多位全
国、福建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聚焦“城市更新与历
史文化保护”主题，通过优秀的城市更新案例分享，
共同研讨城市更新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延续历史文
脉，为我市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策略和路径提
供借鉴。此外，三项主题活动将贯穿城市设计周全
程，包括“最美公厕”设计作品评选、石无限产品设计
展、人居设计生活节。

第二十三届厦门国际
石材展下周举行

共设22个展厅
展商超1300家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第二十
三届厦门国际石材展将于6月5日
至8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记者昨日从组委会获悉，本届展会
延续“共享石界新生态”思路，展览
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共22个展
厅，展商突破1300家。

来自组委会的消息，展会共设
置8大展区，汇聚全球新品和主流
产品，其中 170 余家国际展商参
展。意大利、土耳其、巴西、埃及、葡
萄牙等国家展团时隔三年再参展；
贵州省、湖北麻城、湖北随县、吉林
蛟河、山东莱州等多个国内产业集
群组团展出；全品类外贸企业也积
极参展。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球预登记
客商来源国及地区数已经达到107
个。预登记数据显示，与2019年同
期相比，境外客商激活（含新增）率
达68.93%。位列前5的国家分别
是：印度、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与2022年同期相比，境
内客商预登记增幅约35%。全球
核心买家、商协会、设计师、专业院
校等参观团组数预计将突破100
个。

组委会说，本届展会的设计展
区上，将举办第三届人居空间设计
展和第五届石无限产品设计展。一
众设计精英将共同探索石材全新审
美价值和功能体验。

此外，近百位演讲嘉宾将联袂
打造“世界石材大会”“人居空间发
展论坛”“石无限沙龙”“厦门发布
——全球新品推介”等品牌活动，带
来50余场论坛、讲座、直播和新品
发布。此外，还将举办以“城市设计
与城市远见”为主题的“厦门城市设
计周”。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郭山村新厝里20号房屋相
关权益人：

依据《厦门市同安区重大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厦同重大办[2023]21号，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洪塘
镇郭山村新厝里 20 号角点坐标 X=36136.128、Y=
73646.347； X=36128.929、 Y=73655.186； X=
36131.244、 Y=73642.368； X=36124.044、 Y=
73651.207；（东至村路、西至空地、南至郭大树厝、北至郭
黎明厝）房屋，因“同翔高新城片区E项目”项目需要，应

予征收拆除。请未接到书面商谈通知书的该房屋相关权
益人（产权人、继承人、代管人等利害关系人），于本通知
书登报之日起5日内，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郭
山村新厝里27号征迁工作点商谈该房屋的搬迁补偿事
宜（联系人：廖杏彬，电话：18205920288）。届时请携带
身份证、产权证或合法有效的继承析产手续等相关证明
材料以便核对。若委托他人前来商谈的，受托人还应提
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人、受委托人
的身份信息和具体的委托权限）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

若未能在要求的期限内前来协商征收补偿事宜，或未能
达成补偿共识的，届时我单位将根据产权不明房屋的相
关规定，提出具体的补偿安置方案，报区政府审核同意
后，组织实施搬迁，腾空交地；相对应的补偿款项给予提
存公证，并由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人民政府代管。

特此通知！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人民政府
厦门火炬园林市政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日

关于同安区洪塘镇“同翔高新城片区E项目”（郭山村新厝里）旧村改造
整体搬迁项目建设用地旧大厝房屋搬迁补偿事宜的通知书

本报讯（记者 卢剑豪）昨日上午9点半，“80
后”摄影作品展在市老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展出
了厦门市老年摄影协会30多位80岁以上成员的
169幅作品，不少作品记录下城市建设发展的精彩
瞬间。

昨日上午，经过简单的开幕仪式，参展嘉宾们
进入一楼展厅。墙上展出的摄影作品，拍摄时间最
早与最近的相隔半个世纪。作品主题涵盖了民俗、
节日、静物、风光等，其中《1971年建设中的筼筜湖
大堤》《建设中的集美大桥》让人印象深刻。

厦门市老年摄影协会副秘书长黄家顺介绍，本
次展览筹备一年有余，展出“80后”老摄影家们的
作品，旨在展示厦门数十年城市建设的精彩瞬间，
同时也体现了厦门市老年摄影协会践行尊老爱老
的优良传统。

▲市民欣赏展出的作品。（本报记者 卢剑豪 摄）

“80后”作品展
记录城市精彩瞬间
市老年摄影协会举办影展，展出

30多位80岁以上成员的作品

厦门南洋学院
环湖跑道启用

本报讯（记者 沈彦彦 通讯员 经静娇）近日，
厦门南洋学院环湖跑道正式启用，成为师生们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

平整的跑道犹如一条彩带，在树影婆娑的湖畔
蜿蜒——这条环湖跑道全长约900米，沿线景观优
美，鲜花带、乔灌木相互穿插，观赏桃林硕果累累，
不同形状的草坪在跑道和湖间延绵，自然资源和生
态人文相融，让人在运动中亲近山水生态、感受自
然魅力。

校方表示，环湖跑道的建成，不仅为师生们提
供一处优美舒适的休闲健身场所，还提升了校园品
质，为校园增添了灵动氛围。

以影像为媒
促进两岸青年交流
集美·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获奖

作品展昨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应洁）昨日上午，“会心之境”

2022年集美·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在
位于集美的维纳数字艺术产业园开幕，2023集美·
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同期启动。活动由省传播学
会、澳门科技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区文联、市摄影
家协会主办，展览将持续至6月11日。

集美·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于2021年创设，经
过两届培育推广，受到两岸高校青年学子广泛关
注。2022年赛事共收到海内外181所高校8200
余幅（组）参赛作品，参与高校包括清华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以及台湾铭传
大学、东海大学、逢甲大学等。

“摄影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沟通方式，摄影记录
了我在厦门学习的点滴，记录了我在台湾家乡的生
活，还记录了我在杭州、成都等地旅行时拍下的建
筑古迹、城市风貌等，摄影已然成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参赛者之一、就读于华侨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的台湾学生李伸宇说。

“相较于首届，2022年参赛高校数量、作品数
量及作品质量都实现了大幅提升。经过精挑细选，
此次展览共呈现80幅获奖摄影作品，包括一等奖2
幅、二等奖4幅、三等奖8幅、优秀奖66幅。”主办方
表示，这项旨在借助影像推动两岸青年学子交流的
文化活动，对激发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正能量，共同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全民共同发力
推动文明旅游

思明区市民文明素养再提升“文明
旅游”宣传专项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林雯）日前，“思明习惯 文明有
礼”2023年思明区市民文明素养再提升“文明旅
游”宣传专项行动在曾厝垵文创展示中心启动。

活动现场，思明区文旅局发出《文明旅游倡议
书》，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文明出游，旅游从业者文明
待客，社会各界共树文明风尚。全国金牌导游邢立
文、陈慧君、王惠娟联合发布“金牌导游在行动”文
明旅游宣传计划，带头倡导更多旅游从业者践行文
明旅游理念，呼吁导游和领队自觉做传播文明的使
者，主动引导游客文明出游。同时，由思明区文旅
局、滨海街道、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协会、区民宿协会
及志愿者代表组成的“思明游你·文明同行”先锋示
范队成立。

●城市发展与空间治理的学术交流平台
●城市设计领域的人才招引平台
●城市设计供需双方的对接平台
●城市经营理念和发展蓝图的宣传平台
●城市规划建设成就的展示平台

为扩大“闽人智慧”主题传播的影响力，展示具有厦门特色的传统技艺、创新
科技、现代智造和重大工程，本报今起推出专栏“闽人智慧·你不知道的厦门”，向
广大读者展示厦门人民的技艺、智慧与创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为厦门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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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高峰论坛
（城市设计高峰论坛、全球建筑大师论坛）
●一场主题沙龙
●三项主题活动
●两项公开展览
●两次活动典礼

众多城市设
计专家学者
将开启焕新
城市生机的
探路之旅

传统香制作技艺
（福建香制作技艺）

2021年，“传统香制作技艺（福
建香制作技艺）”由国务院公布列入
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传统香选材天然道
地、调配严谨有序、制作精细复杂，
有益身心健康。厦门市妙吉祥制香
技艺传习中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生产性保护传承重点
单位”，用实际行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
保护和传承天然香制作技艺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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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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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开栏
的话

本报记者 林岑
海沧青礁村，憩着一座500多年历史的闽南红

砖古厝，这里是厦门香道博物馆、妙吉祥制香技艺传
习中心。透过雕刻着香炉图案的青石花窗，一缕缕
青烟挟裹着本草天然香气，徐徐溢出。循着香气往
里走，就见到张文熙与学员们围坐在一起，一堂香气
四溢的香道课正在进行……

分拣清理、调配炮制、捣碎研磨……张文熙用心
讲解福建香制作技艺的每一个流程，她动作轻盈娴
熟，在一道道紧密相扣的工序中，将自己对香道的学
习积累和经验沉淀娓娓道来。

在这座香道师职业培训学校里，学员从五湖四
海慕名而来，不仅有前来研修的专业香道师，也有开
展研学的中小学生。

“扎根厦门，让福建香为更多人所知，这是我的
初心。”张文熙告诉记者，中国香道历史悠久，早在几
千年前先民们就开始用香。厦门地处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节点，海外多种香料从这里输入，且地处
亚热带温暖湿热地区，本地香料植物丰富，这就形成
了闽南天然香制作所需要的天然条件。

20年前，张文熙开始学习识别本草香料及制香
技艺，2006年8月，她与丈夫陈建兵白手起家创立

“妙吉祥”香道品牌，踏上了漫漫“本草天然香”之
路, 开设有香道师职业培训学校和制香技艺传习中
心，在她的努力推动下，“妙吉祥”被先后命名为福建
省观光工厂和厦门市科普教育基地，与多家单位共
同发起成立厦门市香道研究会，积极建立乡村文化

传习所并打造成为厦门香道博物馆……多年来，她
与丈夫一同用实际行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如今，除了在古厝里传授制香技艺，传习中心还
走进社区、企业讲解香道文化，将制香技艺和用香文
化作为特色课程引入院校课堂，并以香为媒举办两
岸香道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福建香融
入人们的生活。

“作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有责任也有义务传
承这项技艺，传递这份匠心。”张文熙说。

事实上，传承这门技艺并非易事。天然香在原
料收集、研发生产、仓储要求等方面的成本，都是普
通化学香品的数十倍，且制作过程精细繁琐：应时采
收纯天然本草香材，因人因事而异设计香方，以“君、
臣、佐、使”为原则对香材进行甄选调配。炮制、捣
碎、研磨，再用煅破坚、用煨去燥、用炒提香、用泡除
辛、用蒸取味，以净水调和植物粘粉或文火炼蜜和
合，挤压制成各式香品，最后经阴干或烘干处理后再
闭光窨藏。

为了这份坚守，张文熙不断查阅多种香方典籍，
结合实践，持续深入挖掘、探索传统香文化内涵，研
制适合大众二十四节气日常养生的健康香品, 不仅
契合自然环保理念，更契合大健康产业发展方向。

“炮制虽繁不省人工，品味虽贵不减物力。”年
复一年，张文熙用匠心守护着这份制香初心，不断
将福建香的养生之道、怡情之法向更为广泛的人群
推广。

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张文
熙 扎 根 厦
门，让福建
香融入更多
人的生活

◀张文熙
向孩子们
介绍香道
文化。（受
访 者 供
图）

▲张文熙（左）传授打香篆。
（本报记者 许秋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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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介会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广州总领

事馆贸易经济顾问巴赫蒂约尔米尔扎耶夫认为，投
洽会为商贸人士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对接平台。

“今年9月，我们也会组织一些乌兹别克斯坦的企
业参加投洽会，希望吸引更多中国投资者到乌兹别
克斯坦开展产业投资合作。”

副市长庄荣良出席推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