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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期 主办：晋江经济报社 安海镇党委、政府

本期“爱安海”题字人张子祥，1942年出生，曾就
读于福建省艺术学校首届导演班，先后供职于晋江市

安海中心小学、晋江市高甲戏剧团、图书馆、文化馆，任团
长、馆长等职。从事戏剧编导及群众文化工作五十余年，先
后创作、整理高甲戏《击金砖》《金魁星》《楚宫恨》，木偶戏《鸳
鸯扇》《玉杯记》《施公断案》等七十余部剧本，供专业、职业剧
团上演。执导高甲戏《唐山情》《施琅将军》等剧目参加省戏剧
会演获导演奖；执导戏剧小品《上下手》参加华东地区小品大
赛获金奖；执导布袋戏《施公断案》《小七送书》先后参加全
国小戏调演及全国皮影木偶会演获多个奖项。退休回安
海十余年来，为家乡策划、执导庆祝安海镇建镇880周
年、888周年《古镇·春风·彩虹》《月是故乡明》；安海

镇侨联第一、二届海外乡亲“寻根之旅”《乡音·
乡情·乡愁》及多届晋江市(安海)三大节庆

开幕式等二十余台大型专题文艺演
出活动。

字人物

本期策划：本报记者_方锦枞 钱健铭 张志耐
本期执行：本报记者_施蓉蓉 秦越
通 讯 员_颜海林 蔡连升 文图

优环境促文旅 移风俗倡文体 厚底蕴兴人文

连续五届“全国文明镇”这样创出来
晋江市安海镇连续五届荣膺“全国文

明镇”称号！
日前，中央文明委发布了《关于复查

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学校
的通报》，安海镇榜上有名，连续五届荣膺

“全国文明镇”称号。
“安海人，我骄傲！”“爱安海，一起守

护 。”“ 安 海 —— 第 二 故 乡 ！ 与 有 荣
焉！”……该喜讯一传出，便得到广泛的关
注，新老安海人纷纷表达喜悦与骄傲。

“近年来，安海镇党委、政府深入推进
全国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围绕‘三大节庆’
品牌活动，深入挖掘安海历史人文积淀，
并以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为载体，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增强群众的文
化自信。”安海镇党委书记张健龙表示，在
弘扬文化的同时，安海镇坚持“晋江经验”
引领，全力落实“六稳”“六保”要求，聚力
推动“落实高质量赶超、更高水平全面小
康、重大赛事举办”三大任务，坚决打赢

“三大攻坚战”，深化拓展“小城市”试点建
设，统筹推进产业、乡村、名镇“三大振
兴”。积极主动融入“全市一城、一主两
辅、双湾双带”发展格局，对接厦漳泉区域
一体化，加快提升晋西辅城聚合度，建设
泉州南翼新城核心区，聚力打造更高品质
的“安平古镇·海丝名城”。

连续五届荣膺“全国文明镇”称号，安
海是怎么做的？本期“爱安海”将带您一
起了解。

优环境促文旅 更有宜居感

“龙山寺周边环境变化太大了，特别是这条海
八路。之前道路有不少大小的坑洞，还常出现车
辆随意停放和沿街摆摊设点的乱象，道路十分拥
堵。近年来，安海镇党委、政府下大力气整治龙山
寺周边环境，进行市政改造工程，铺了沥青路，尘
土少了，环境更美了。”安东村村民黄先生对于龙
山寺周边区域市政道路的提升给予了好评。

据悉，近年来，安海镇持续推进文物保护工
作，除了对龙山寺周边环境进行整治提升外，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安平桥成功列入“泉州：宋元中国
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石井书院陈列馆提升项目已完工并对外开放；水
心亭渡头保护修缮工程已完成；许集美旧居修缮
工程及许集美革命史迹陈列室竣工开放，并被命
名为晋江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列为全市“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活动学习参观点。

同时，安海镇积极打造“安平桥—三里街—龙
山寺”精品旅游线路，发展文旅新业态，完善“食住
行、游乐购”全链条，推动“过境游”向“过夜游”转
变。新民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自然
历史文化风貌和古村居、古建筑得到有效保护。
2019年，安海镇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瑶
前村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城镇要发展，交通须先行。近年来，安海镇相
继完成深安线、桥山路、南环路等多条主干道的改
造拓宽；实施了飞凤路、海八路等一批主次干道的
改造升级工程；对上悦城、优越广场、浦边路口等
多个重要节点进行交通提升；加速推进了农村道
路建设，“两横三纵”的路网格局更加完善，有力构
筑了安海大交通的区位优势。

此外，安海镇党委政府不断优化公共服务设
施，推动城乡功能品质提升。去年，在疫情冲击
下，安海的发展不停步、城镇建设不停速，取得了
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双胜利。近年来，安海
镇持续推进养正大道、内安路、深安线等城乡重要
通道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累计平整绿化裸地
18533.4平方米。统筹推进“三拆一清”、裸房整
治，有序推进夜景提升工程和道路优化。深化“厕
所革命”。新建改造公厕7座，增设AAA级旅游公
厕 1座，镇区公厕全面实现保洁市场化运作。加
快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体系，改造村（社区）污
水处理24个，建成污水收集管网162公里、污水处
理设施 7套。全面打通城镇污水“断头管”，不断
提升水环境质量。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建设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做优瑶前、新店、上垵、曾埭等
8个省市级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

如今，安海镇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提升，
群众的宜居感、幸福感也不断提升。“站在家里的
阳台就能看到安平桥，学校、景区、大商场就在‘家
门口’的感觉特别幸福。”鸿塔社区居民陈先生住
在“水心苑”安置小区，他说，近年来，安海镇重视
提升环境，不断完善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繁
荣商圈，强化物业管理等。“吃穿住行样样方便，文
体活动多，群众业余生活丰富，住在安海，幸福极
了！”

移风俗倡文体 更有幸福感

2月26日上午，安海镇可慕幼儿园建
设项目开工。不久的将来，一座具备一流
硬件设施、优质教育资源、健康安全环境
及充满温暖希望的幼儿园将矗立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可慕乡贤纷纷慷
慨解囊，支持可慕幼儿园的建设。如：许
赞扬、许双贤伉俪借爱女返亲喜庆之机，
捐资10万元；许长坚、黄晓红伉俪简办爱
子婚宴，以其双亲陈德辉、许秀圆之名，捐
资10万元；许文烟、许红绢伉俪借爱子结
婚喜庆之机，捐赠10万元；可慕村村委会
主任许自然简办次子婚宴，捐款10万元；
许共同、王红霞伉俪借爱子结婚典礼之
际，捐款 50万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
多，可慕村移风易俗做慈善的浓厚氛围是
安海镇的一个缩影。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安海镇
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开展慈善公益捐赠超
过 600万元，疫情期间全镇取消的婚宴、
生日宴等活动 300多场。近年来，全镇响
应移风易俗号召，开展慈善公益捐赠超过
5000万元。

从“输人不输阵”的婚丧嫁娶操办理
念，到节俭办婚丧嫁娶的新风频见报端，
从“比排场”到“比公益”“作表率”，这一系
列可喜变化，源于安海久久为功、自上而
下、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如：安海近30年
来形成的新陋俗“任公饭”，2018年 3月，
针对该问题，安海镇多次召开移风易俗工
作征求意见会。东鲤社区迅速响应，开会
讨论、投票后，推出《东鲤社区移风易俗改
革公约》，率先将取消“任公饭”纳入其中；
2018年 6月，安海商会向全镇人民发出
《告别“任公饭”弘扬新风尚》倡议书，商界
带头作表率，做告别“吃公饭”弘扬新风尚
的倡行者。据悉，目前，安海镇区“任公
饭”现象呈逐渐减少之势，优序良俗渐成
风气。

提到移风易俗，不得不提的还有破除
不通婚陋习。西畲、丙厝、桥头（三社）和
梧山、山兜（玉楼）5个村打破 400多年不
通婚的陋习，签订《告别不通婚友好备忘
录》。2020年年底，下山后、前林村举行

“破除陋习、睦邻发展”签约活动，正式结
束了近50年互不通婚陋习。

美教化，移风俗。文明新风不仅改变
了群众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提升了群众的
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为了让群众更有
获得感和幸福感，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安海镇不断健全文化服务，不仅推动
文化振兴工程，打造文化阵地，开展志愿
服务，还推动一系列文体活动常态化举

办。
在文明城镇的宣传推广方面，安海镇

也开拓创新，先行先试，在全省率先成立
镇级融媒体中心，城镇品牌推广的社会效
果日益显现。

近日，一段《安海 日夜之美》的短视
频刷屏了海内外安海人的朋友圈。该短
视频由安海融媒体中心策划制作，展示了
安海近几年日新月异的变化。上线短短
几日，该视频的阅读量就突破 20万。此
前，安海融媒体中心还推出了许多短视
频，包括“安海十二时辰”微视频，聚焦安
海镇强基促稳工作，在央视移动客户端发
布，点击量超过 30万次；《安海·庆余年》
微视频，展现安海城乡人居环境的整治提
升成效；原创歌曲《安海安海》，将安海镇
的历史地理、名胜古迹、人文景观、老街美
食等元素巧妙地融合到歌词当中，以原创
音乐的新形式，立体展示了安海人文历
史。搭乘新媒体平台，这些视频的广泛传
播，让更多人看到安海、了解安海、走进安

海、爱上安海。
此外，10439平方米的安海文化中心、

900多平方米的安海石井书院具有较完善
的设施，实行常年开放、错时开放、免费开
放；每个月在安海文化中心安排4场免费
电影，一村一月免费观看一场数字电影，
连续 6年在安海文化中心举办新年音乐
会；安平桥景区 24小时城市书房正式开
放等。同时，充分发挥 48个文体社团的
文体志愿服务作用，近年来，在安平桥景
区、文化中心、石井书院、安海公园、书展
公园举办常态化文体活动 300多场次，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越发丰富多彩。

此外，由镇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牵
头，在大型商超上悦城设立安海志愿服务
驿站、安平桥景区设立爱安海志愿服务驿
站，开展便民服务。如今，全镇 42个村
（社区）均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能够就
近开展关爱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留守儿
童、残疾人等志愿服务活动。2018年以
来，安海镇各支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 700多场，服务内容涵盖义务宣
讲、公益服务、文化宣传等多种志愿服务，

“红马甲”也成为安海文明建设的一大亮
点。

厚底蕴兴人文 更有归属感

2月 26日，晋江市（安海）第四届元宵线上
文化节正式启动。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此次元宵文化节采用“线上加线下”活动结
合，一系列精彩活动深受群众好评。

安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吴森森介绍，近年来，
安海镇立足打造“安平古镇 海丝名城”人文旅
游目的地，持续挖掘安海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涵养时代人文精神，成功打造元宵、端午、中秋

“三大节庆”品牌活动，成为安海文化旅游的一
张亮丽名片。

安海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
“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海丝文
化、中原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在这里完美
融合。历代人文荟萃，学风鼎盛，薪传不熄，因
朱松、朱熹、朱在一门三代和郑芝龙、郑成功父
子均在安海留下丰富人生印迹，素有“朱文郑
武”之谓。安海现有文保单位 17处，其中国家
级重点文保2处（安平桥、龙山寺）、省级3处、市
级 12处；非遗项目 16个，其中国家“非遗”名录
1个、省级1个、泉州市级4个、晋江市级10个。

一个个历史上响亮的名字，一处处沉淀了
岁月的所在，一项项延续着传统的活动，无不展
示着安海厚重的文化底蕴。如何将安海这些重
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出来？“三大节庆”主题
活动成为重要载体。

据了解，元宵节以“古镇春风闹元宵”为主
题，举办花灯展览、民俗游灯、“白塔点灯”等活
动；端午节以“两岸两安平”为主题，举办“嗦啰
嗹”“水上捉鸭”等活动；中秋节以“潮涌四海，月
圆安平”为主题，举办“烧塔仔”“博状元饼”等活
动。

“一场演出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原汁原味的
安海嗦啰嗹，也看到了创新的嗦啰嗹民俗歌舞
表演，真的太精彩了。”2019年，在第十一届海
峡论坛——晋江市(安海)第八届两岸端午民俗
旅游文化节开幕后，端午特色的安海“嗦啰嗹”
习俗舞台展示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好评。而开幕
当天的系列精彩活动，更是吸引了线上 150多
万人次、线下8万人次共享文化盛宴。

据悉，安海镇成功举办了第二届元宵文化
节、第十届海峡论坛——晋江市（安海）第七届
两岸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安海建镇 888周年
暨晋江市（安海）第三届中秋文化节、第三届元
宵文化节、第十一届海峡论坛——第八届两岸
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第四届中秋文化节、第四
届元宵线上文化节。如今，“三大节庆”已成为
安海人提振精气神、凝聚海内外合力的一个重
要驱动力，成为晋江文化旅游对外宣传推介的
一个响亮品牌。

除了“三大节庆”主题活动，安海镇还多渠
道、多形式开展各类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如每
年春节期间，在石井书院开展举办花灯展览、朱
子家训宣传展示、闽南什音演奏专场等群众文化
活动；2018年9月23日成功举办第二届朱子文
化研讨会，2019年9月12日成功举办“朱子与朱
门后学的家国情怀”第三届朱子文化研讨会。结
合“身边故事 共同铭记”活动，打造桐林村、西畲
村两个试点阵地，结合村庄特色，传承发扬优良
家风家训。持续开展“安海讲古”“安平讲古”等
文化志愿常态化活动。据悉，安海“三大节庆”荣
登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安海建镇888年”入
选2018年晋江“十大市民关注事件”。央视“记
住乡愁”等品牌栏目“十进安海”拍摄专题片、纪
录片，大大提升了安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此
外，每年春节、清明、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安海镇
也常态化举行各类传统文化活动。

“我是这里的老居民，也是安海各类活动的
忠实粉丝。看到这么多人来到安海，我觉得非
常开心。”每当安平桥景区有活动举办，家住景
区附近的林老伯从不缺席。他说，安海是个有
很多故事的地方，这几年举办了很多活动，让更
多人看到和听到了安海的故事，作为安海人，他
觉得挺自豪。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新一
轮全国文明村镇评选的开始。在巩固提升当前
全国文明村镇建设成果的同时，下一步，安海还
将深挖潜力优势，推进文旅事业繁荣。持续提
升元宵、端午、中秋“三大节庆”品牌活动，通过
线上线下互动结合，不断擦亮特色文化品牌。
同时，持续深化安海题材文艺精品创作，讲好安
海故事，积极挖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
文物。坚持“文化+”理念，深化兆泰 1988文创
园建设，引进培育多元文化业态，辐射带动周边
闲置厂区改造提升，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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