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世界的感知不要浅尝辄止，要不断探索，看见自
己、看见他人、看见时代……”昨日下午，“母亲的房子”
图书馆里沉寂已久的恒昌讲堂再次开课。蔡崇达回到
家乡，结合自身的写作与成长经历，向对写作感兴趣的
读者，做了《写作的启蒙》专题讲座。

讲座上，蔡崇达围绕何为写作、为什么写作等议题进
行了分享，鼓励写作爱好者们，以更加细腻的感知、渴求
的精神和行动力，去重新认识文字、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抵达内心。在讨论互动环节，大家就各自的写作困惑进
行了提问，蔡崇达一一解答了如何更好地写作等问题。

“我是从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很多人指导过我，
这是我的幸运。我也希望能发现和陪同更多好的写作
者成长。”蔡崇达说，故乡人文荟萃，期待涌现更多的写
作者。

楼下是讲堂，楼上是图书室，浓厚的书香氛围，不断
启迪着智慧和思考。

受疫情影响而闭馆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在昨日
正式投入运营，向爱好阅读的人们打开通往知识海洋的
大门。或凭栏看书，或席地而坐，图书室内位置满了，大
家就各自择一处安静的角落，读起书来，构成一幅幅图
书馆里最美的画面。

据悉，这里不仅仅只是图书馆，蔡崇达还希望把它
建成文化广场和文学写作通道，通过“点灯计划”等，让

分享会、讲座、演出、舞台剧、亲子阅读、手工课等入驻进
来。只要有想法、有提案的人，皆可成为“点灯计划”的
召集者，在图书馆一楼的天井（恒昌讲堂）、五楼的露台
雅集空间等处，办公益活动，图书馆也会派人协助组织。

“后续，我们还将筹划更多活动，让这里成为家乡的
一个文化平台，持续发挥作用，把世界带进家乡来，把家
乡推广到世界去。”蔡崇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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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居

“永远革命，永不变质。”昨日下午，
记者走访烈士吴天亮位于晋江市内坑
镇白垵村的故居，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
平层瓦房，但因年久失修，房屋前面部
分结构已损毁。走进故居，墙上一副革
命对联随即映入眼帘，这是对吴天亮革
命精神的真实提炼。

吴天亮的继子，今年64岁的吴辅群
告诉记者，此前，晋江市内坑中学曾组
织学生走进吴天亮故居，聆听革命故
事，学习红色文化。目前，他作为“红色
宣讲员”正积极走进安海、内坑两地中
小学校，为学生们讲述吴天亮等烈士的
红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

吴天亮，1921年 7月 2日出生于晋
江内坑白垵村，自幼家境贫寒，每日放
学后要进行家务劳动，但学业成绩仍很
好。1932年，吴天亮被选为共产主义儿
童团团长。1934年10月，白垵党支部遵
照上级指示，配合各地开展反“围剿”斗
争。吴天亮组织儿童团的孩子们白天
站岗放哨，监视敌情，晚上同大人一道
参加砍电杆、剪电话线、烧桥梁，以破坏
敌人的交通通信设备，同时挨家挨户发
动群众捐钱献物，支援游击队。

1935年10月初的一天，儿童团团员
杨子怣偶然获悉敌人将要包围白垵村
的消息后，随即将消息转告给了吴天
亮，吴天亮马上报告区委，区委立即通
知附近的共产党员逢“9”日避居野外，
致使敌人包围白垵村时，扑了空。这一
年秋冬，白色恐怖笼罩晋江，革命处于
低潮，但吴天亮没有失去革命信心和意
志，仍然同隐蔽下来的党员保持联系。

1938年5月1日，吴天亮经中共晋南
工委书记李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
后在沿海吕宅、科任一带工作。1940年，
吴天亮任泉州中心县委政治交通员，在永
春、南安、惠安、晋江等地活动。为了工作
方便，他学会莆田话。凡是需要传达的重
要文件，他都先把内容一句不漏地背熟，
直接用口头传达，内容准确无误。

1941年 6月，吴天亮参加中共闽南
特委在永泰凤洛突军山举办的抗日骨
干培训班。10月，吴天亮回到晋江，时
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运伙牺牲，
闽南特委决定将泉州中心县委改为泉
州临时工委，由吴天亮任书记。

1942年春，吴天亮受命到德化县开
辟新区。他先驻足水口镇毛厝村，以打
短工的身份深入山区农村，广泛接触群
众，发展毛厝村的毛票、毛美桥、毛声足
3人入党，建立中共毛厝支部。

1943年 3月，泉州临时工委改为特
派员制。吴天亮任永（春）德（化）大
（田）地区特派员。这一年，他以毛厝村
为据点，先后建立南山、坂里等 10个秘
密联络点，并在湖坂、十字格、下涌、大
溪等村发展一批党员，联系革命群众数
百人，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正当时，
中共福建省委计划迁驻德化。

1944年1月，吴天亮按照省委指示，
拟定转移的路线方案，顺利让大田游击
队安全到达德化毛厝。4月，他再次到
省委机关，带领省委机关首批转移人员
到德化坂里，在牛寮坑山上搭起18座竹
棚，并安装电台。省委机关全部迁入
后，他又到周围各村做群众工作，以保
证机关安全和后勤供应。6月，省委机
关再迁仙游东湖，吴天亮留在德化，与
毛票一起在十字格建立党支部，坚持在
枫林、下涌、山茶、南斗一带活动。

1945年底，闽中直属支队在十字格
召开武装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委派吴天
亮回沿海地区组织一支工作队到德化
开展工作，同时筹措一笔经费。除夕下

午，吴天亮回到家乡白垵村，8年来，首
次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当晚 9时许，
吴天亮告别家人准备离家时，被埋伏在
门外的10多名特务打昏抓走。

泉州党组织获悉吴天亮被捕后，多方
查询下落，设法营救。1946年2月6日，胞
弟吴天图到泉州探监，吴天亮感慨地对其
说：“人生总有一死，死对于我们这种人来
说并不可怕，可惜我不能亲眼看到大家过
和平幸福的日子！”2月21日，吴天亮被押
送莆田看守所。敌人企图用美色和封官
作为诱饵，软化吴天亮，但他始终不为所
动。2月23日下午，吴天亮被带到莆田东
郊东岩山报恩寺后殿，在施用酷刑逼供时
被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

如今，在吴天亮的故居，随处可见
近百年来风霜雨雪的刻痕。“为了更好
地保护吴天亮烈士的故居和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计划对
其故居进行建设修缮。”内坑镇白垵村
党支部书记吴志明表示。

本报讯（记者 柯雅雅）“五一”假期首日，
位于杭州西湖河畔的 361°杭州亚运旗舰店人气
爆棚。就在前一日（4月30日），杭州2022年第19
届亚运会进入倒计时500天之际，该店正式开业。

作为杭州 2022年亚运会官方体育服饰合作
伙伴，361°亚运旗舰店位于杭州核心商圈之一的
湖滨商圈，将作为该品牌重要的店铺形象窗口之
一。

“我们将充分发挥优越的地理优势，借以品
牌 9代形象店全面升级的店内陈设，包括差异化
的区域设置、新增的品牌属性视觉画面等，充分
提升店铺空间层次，全方位展现361°专业的运动
品牌形象。”361°品牌事业管理中心总经理郑业
欣指出，疫情让大家更加意识到体育对人们健康
生活的保障作用，也希望通过携手杭州亚运会，
让这份对运动的热爱持续，让健康的生活和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

据悉，新店开业由一场花式篮球表演热力开
场，并设置投篮挑战打造开放式自由运动体验。
现场更精心设计了“361°—超时空定格”环节，消
费者可以在此标准篮筐体验区做起跳、触篮等动
作，机器会帮助定格专属动感瞬间，导出趣味运
动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日，361°品牌代言人、
知名篮球运动员可兰白克·马坎更是惊喜现身，
于旗舰店现场与球迷和消费者热情互动。作为
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可兰白克·马坎不仅与现
场球迷分享了他对于361°品牌精神的独特见解，
更是从运动员的视角表达了对于体育精神的解
读，“很荣幸能够作为361°大家庭的一份子，与大
家共同见证亚运旗舰店的开业，也希望能够借助
自己的力量，与361°品牌一起助力杭州2022年亚
运会，让更多人爱上体育运动。”可兰白克·马坎
说道。

361°表示，作为国内第一家赞助奥运会及连
续四届赞助亚运会的体育品牌，对国际大型体育
赛事的持续支持，亦是361°“多一度热爱”品牌精
神的进一步延续。此次再度携手亚运会，361°将
充分发挥品牌经验，根据杭州亚运会赛事需要，
提供周到、全面的体育装备保障，共同打造一届
令人难忘的亚运盛会。

361°杭州亚运
旗舰店正式开业吴天亮：永远革命 永不变质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昨晚，福建福马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柯永开先生，在长子喜结良缘的美好日子里，以
个人名义向位于罗山街道缺塘社区的育德小学捐赠100万
元，支持新校区建设。

据悉，柯永开的父亲柯孙库老先生带领柯氏家族，创立
了福建福马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后，福马食品集团及柯氏家
族始终以“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朴素情怀，以创造社
会美好价值为责任担当，以奉献社会、奉献爱心为己任，热
心热衷于奉献敬老、济困及教育公益事业。多年来，累计向
缺塘社区、晋江慈善总会、华侨大学、厦门大学、部队拥军、
汶川灾区、希望工程等单位机构捐资达2000余万元。

“此次柯永开先生向育德小学捐赠100万元，对于正在
建设中的育德小学，将起到很大的支持与帮助作用，同时也
为全社会尊师重教、捐资助学氛围起到模范表率作用。”罗
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再发表示，柯永开先生致富不忘回报
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体现了晋江企业家“豪爽大气、乐善好
义”的胸怀和境界。

近年来，罗山街道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采取建章立
制、立体宣传、典型引领等多项措施，引导群众养成勤俭节
约的习惯，形成了移风易俗的新气象，越来越多的企业家、
群众携手并肩加入了做善举的行列，为罗山街道的发展建
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本报讯（记者 曾
舟萍）昨日上午，晋江
市罗山街道福埔社区金
锭慈善大厦内，福埔社
区公益慈善促进会正式
成立，现场响起阵阵掌
声。会上，陈清渊先生当选社区公益慈善促进会首任会
长，并聘请陈建福先生为名誉会长。

据悉，福埔社区在社区公益慈善促进会成立后，将积
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救助活动，在助困、助学、助医、助残、助
孤等方面狠下功夫，让捐赠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

“发展慈善事业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此次福埔在
罗山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引领下，成立福埔社区公益慈
善促进会，旨在将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好地注入民生，集思
广益，发挥社区和企业的资源最大化，对辖区弱势群体开
展关爱活动和进行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福埔社区党支部
书记陈航标介绍。

罗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说，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
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福埔社区公益慈善促进会作为罗
山街道成立的首个社区慈善会，希望带头做好倡导移风易
俗工作，鼓励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带头做好扶贫济困，将
更多慈善资金用于帮扶困难群众，确实提高困难群众的生
活水平；带头引领慈善新风，充分凝聚社会力量，将公益慈
善事业引向更深更广。

长子大婚
缺塘柯永开捐赠100万元助学

罗山福埔社区
成立首个公益慈善促进会

《快来接收东石本地人逛吃攻略！开启五一组队模式！》《五
一放大招！最新游玩路线已出炉！嗨翻整个小长假》……连日
来，随着“五一”小长假的来临，东石文化旅游公众号推出东石旅
游系列攻略，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探访。

“我们去了南天禅寺，接下来再去海边走走，然后品尝一下
东石的海鲜。”昨日，来自梅岭街道的秦女士一家，“安排”了东石
一日游。谈及探访东石的原因，秦女士说，由于工作的原因，她
和家人无法安排长途旅行，所以计划把晋江周边景点逛一逛，而
东石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是吸引她到访的主要原因。在南天
禅寺，秦女士一家放慢脚步，探寻了闻名的石佛造像和“泉南佛
国”摩崖石刻，不仅疏解了工作疲惫，还收获了内心的安顿。

不止南天禅寺迎来客流小高峰，昨日，东石古寨、朱文
公祠、虎啸塔等景点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造访，东石文旅小
镇的魅力正逐步绽放。

东石镇党委宣传委员庄景煌介绍，近年来，东石镇以建设“文
旅小镇”“文学小镇”，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保
护、挖掘历史文脉，并成立东石文化旅游公司，对东石历史、人文景
观等进行更好的开发。近年来，东石镇陆续推出了“东石十二景”
系列宣传推介，建设了东石文旅驿站，组建了龙江畔读书社，选编、
发售了《看见东石第一辑：仁和记忆》散文集，并团结、发挥龙江吟诗
词协会、青年书画协会等文化社团的作用，助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和精神文明建设。“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实施东石文化‘星火计划’，
团结更多力量，开拓新的渠道和平台，实现优势资源共建共享，做
好东石文脉传承，进一步提升城镇品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打造更令人向往的文旅小镇、文学小镇。”

街巷挑战 文学讲座 仁和书香

文旅东石绘就精神文明建设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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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伟强 通讯员 洪逢春

昨日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阳光明媚
的晋江东石分外热闹，喜迎八方来客。

他们有的来探秘“跟着皮囊游东石”暨“东
石古镇 街巷挑战”活动，有的慕名而来参加作
家蔡崇达的讲座，有的专程为了探访“母亲的房
子”图书馆，有的则前来游览东石的美景、品尝
东石的美食。

这个历史人文气息浓郁的文旅小镇，正以
生动、丰盈的笔触，描绘起仁和古镇的精神文明
建设新篇。

本报记者 许春

昨日上午10时许，位于东石镇区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
里，人头攒动。30名从网络平台招募而来的“先遣队员”，将
先行探秘由东石文旅主办的“东石古镇 街巷挑战”活动。这
也是晋江市举办的首个街巷挑战活动。

天后宫、东石古寨、嘉应庙、琼珍牛肉面、蠔嗲……在任务
手册的地图上，一个个藏在东石街巷里的“打卡点”，各具特
色，都是东石镇远近闻名的文旅热点，也是畅销书作家蔡崇达
笔下的故乡记忆。

领取任务包，扫码开始倒计时，规划挑战线路……10时
30分许，穿着统一活动T恤的“先遣队”成员们集结出发。因
为活动完成时限有48个小时，大家便悠闲地一路走、一路看、
一路逛，感受东石古镇的人文之美。

“原来这里就是嘉应庙呀。”穿过东石古朴的老街，首次走
进嘉应庙的洪女士，不禁发出了感叹。“虽然经常听说这里有

‘数宫灯’活动，但我还没来过。”洪女士边说边举起绘制着嘉
应庙图景的书签，对着实景拍照，上传到活动小程序，完成任
务点“打卡”。

“这里过两天还有活动呢，欢迎你们再来呀。”看到大家身
上的“东石文旅”图标，居民们热络地当起“导游”，招呼来客。

来到“惦记”已久的东石古寨，参加过泉州不少街巷挑战
活动的“老手”庄铭强，被丹心石、古城墙、大觉寺等景观建筑
深深吸引。从活动二维码和古寨内休闲的居民口中，他了解
了东石古寨的历史变迁，与郑成功曾经的练兵场进行安静的
对话。“以这样的活动形式走进东石、了解东石，很有趣味也很
有意义，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每一个景点背后的文化内
涵。”庄铭强说。

昨日，完成 10个任务点“打卡”的队员，纷纷兑换了东石
文创“盲盒”礼物，收获活动的小惊喜。

活动不止于昨日，东石文旅相关负责人介绍，“东石古镇
街巷挑战”活动将一直持续到暑期结束，只要关注“东石文化
旅游”公众号，扫码活动小程序，即可开启每个人专属的48小
时街巷挑战。“希望通过这场活动，能把东石历史、人文景观和
特色美食呈现给更多的人，开启东石文旅沉浸式体验。”

文化旅游结合 打造晋江首个街巷挑战

挖掘历史文脉 提升城镇品质营造书香氛围 启迪智慧与思考

14

﹃
母
亲
的
房
子
﹄
图
书
馆
里
，沉
寂
已
久
的
恒
昌
讲

堂
再
次
开
课
。

本
报
记
者

陈
巧
玲

摄

“先遣队”队员打卡嘉应庙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361°杭州亚运旗舰店开业剪彩

内坑中学组织学生走进烈士吴天亮故居，聆听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