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东石，人们的文化自信还来
源于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里不仅有享誉两岸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台东石灯俗
——数宫灯”，还活跃着南音（十
番）、舞香龙、庙宇木雕、提线木偶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坐拥着古寨、
白沙古战场、古檗山庄、南天禅寺、
朱文公祠等历史遗迹。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群体
自信，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带动百
姓精神文化生活富足，是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重要内容。

东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通过
把准地方历史人文优势，做活“古
文化”、融入新思想，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把党的思想、政策，传入
寻常巷陌。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

到哪里。在东石，南音社、南音协会
历史悠久，遍及镇村，南音演唱广受
大众欢迎。东石镇镇长李德铭介
绍，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东石
镇积极整合这一资源优势，鼓励各
南音社、协会、爱好者积极开展演出、
传承活动，南音也以兴趣班、校本课
等多种形式，走进了多所中小学的
课堂。

一到暑期，东石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的南音社里就满是孩子，无
比热闹。东石南音社、南音基金会
每年都会在这里开展公益培训班
活动，由南音传承人蔡龙眼、蔡长
荣和南音教师蔡华容等人教孩子
们学习南音。每年，东石南音基金
会还会奖励在各级南音比赛中获
奖的学子，激励青少年学习、传承
南音的热情，挖掘和培养南音后继

人才。目前，该公益培训班已培养
了千余名青少年南音爱好者。

不仅如此，东石萧下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引导热心乡贤捐资成
立了金山传统文化促进会、金山小
学南音艺术团；依托特色传统文化
优势，“闽台东石灯俗”缔结起两岸情
缘；网络文化节弘扬起时代新风；第
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起

“朱子之光”暑期夏令营；梅峰型厝小
学开设了“舞香龙”特色文化校本课
程；金瓯村山前小学课堂里，师生携
手演绎着提线木偶的精彩剧目；蔡
崇达回东石建起的“母亲的房子”图
书馆，并结合蔡氏家族宗祠文化开
设了“恒昌讲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李敬泽及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
文学奖获得者阿来也来此处分享探
讨文学主题……

在各所站、各村居、各学校，文
化活动灿若星河，群众在文化繁荣
中品味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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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赖自煌）“延泽社区第二
期党史大讲堂现在开讲。今天我为大家做《从
重温党史中汲取力量》的主题宣讲……”昨日
上午，晋江磁灶镇延泽社区香埔公园的党建文
化阵地很是热闹，来自磁灶镇机关、延泽社区
及共建单位的数十名党员干部、少先队员一起
聆听磁灶中学党支部委员曹帅富带来的党史
宣讲。

当天，延泽社区党史学习教育驿站正式揭牌
启用，标志着磁灶党史学习教育的阵地触角再向
基层延伸，类似的驿站下阶段还将建在磁灶其他
村（社区）。磁灶镇党委副书记陈礼新、组织委
员庄晓东、宣传委员叶灿辉，晋江市体育局副局
长张步贤等参加当天活动。

延泽社区党史学习教育驿站以香埔公园党建
文化阵地为基础挂牌设立，配套了有声图书馆、
党史图书共享专柜、党史讲堂等，是建在群众身
边的党史学习教育载体，今后将每月定期策划开
展党史学习主题宣讲、读书交流等活动，力争让
党史故事口口相传、生生不息。

“在家门口设立党史学习教育驿站，对我们来
说是件大好事。”延泽社区党员杨秀兵表示，以后闲
暇时间来公园，不仅可以陪伴家人，还可以就近学
党史，一举两得。尤其是社区依托驿站定期开展的
党史宣讲，对党员干部而言是很好的党史教育，对
少先队员而言更是难得的传承教育。

磁灶镇党委宣传委员叶灿辉表示，打造社区党

史学习教育驿站，是磁灶镇党委响应“全民学党史、
全民心向党”号召，积极探索激活基层党建“神经末
梢”的一次创新实践。镇里将持续鼓励各村（社区）
有效发挥党建文化阵地作用，整合驻地各类资源，
以实境、实践为抓手，为党员群众打造方便参与党
史学习教育、最快学习了解权威党史知识的阵地，
进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延泽社区党支部书记吴文德告诉记者，驿站投
用后将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总
要求，充分发挥驿站的服务作用，利用好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的力量，全力整合现有公共服务阵地资
源，持续建好“红色书柜”“红色书架”，为社区党员、
群众提供党史资料、红色故事等多种类型的红色文
化书籍供阅；积极策划开展主题宣讲、读书研讨等
接地气的活动，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时代精神，借此激励党员干部、社区群众学
史爱党、知史奋进。

记者了解到，为持续用好党史学习教育驿站党
史大讲堂这个平台，延泽社区已组建由镇党委、社
区党支部及共建支部党员干部组成的党史宣讲服
务队，系列党史宣讲活动已安排至7月底。除此之
外，磁灶镇目前正着力选拔镇村干部、党员、退休干
部、教师、青少年组建“家门口 学党史”宣讲团，力
求通过党史宣讲，用“百姓话”讲“家国事”，让党的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红色基因引领党员干部
群众筑牢信仰之基、坚定理想信念、铭记初心使命，
让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磁灶首个社区党史学习教育驿站揭牌

建在群众身边的党史大讲堂 每月都开讲

日前，晋江市磁灶镇开展以“传承‘晋江经
验’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的党史学习教育，全
镇党员干部参观晋江市展馆，重温“晋江经验”，
并邀请党史学习教育晋江市委宣讲团讲师作《中
国共产党100年历程及成功奥秘》的主题宣讲。

磁灶镇党委书记张劲竹表示，党史学习教
育要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注
重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全镇党员干部要入脑
入心“学党史”，要真信真用“悟思想”，要用心
用情“办实事”，要善作善成“开新局”。

截至目前，磁灶辖区各级党组织及部门、
单位已累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宣讲、学
习、参观交流等80多场，在全镇掀起了一轮党
史学习热潮。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及“再学习、
再调研、再落实”活动的开展，磁灶镇 2021 年
17个“为民办实事”项目目前正加快推进。

开展主题宣讲 推动红色传承
近段时间来，磁灶镇组织开展“讲党史，悟

思想”主题宣讲活动，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进机关、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等。

在晋兴职校，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深
入全校各班级开展党史专题宣讲。

与其他学校有所不同，晋兴职校全体党员
教师与学校党支部共同制作了党史专题讲授
材料《学百年党史，做新时代有为青年》，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做新时代有为
好青年三个方面展开，通过课堂宣讲带领全体
学生学党史、悟思想，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树立
正确的党史观，借此激发青年学生贡献青春、
拼搏进取的强大力量。

在大埔中心小学，学校邀请镇关工委退休
老干部吴声景开展“讲党史故事，传红色基因”
主题宣讲活动。

吴声景以晋江共产党人的奋斗史为主线，
向学生讲述了晋江革命者的故事活动，如“五四
运动”时的巍峥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尤大
斧、抗日战争时期的郑家玄及解放战争时期四
位共产党人智劫泉州监狱等，回首中国共产党
解放晋江走过的艰苦奋斗的历程，勉励学生要
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对国家、对人
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用活红色资源 做实党史教育

连日来，位于磁灶宅内村的闽浙赣人民游
击纵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部旧址纪念室一派
繁忙，展馆改造工作即将启动。

为进一步拓展党史学习教育载体，磁灶镇
对辖区红色文化资源进行重新梳理，将辖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纳入党建提升项目进行改造，
着力打造本地红色学习路线的同时，持续引导
辖区各党组织借力晋江红色资源，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

截至目前，磁灶镇已先后组织党员干部、
村（社区）、学校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走进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
泉州团队部旧址纪念室、俞大猷墓和革命老区
基点村苏垵村、宅内村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
活动；组织团干青年前往围头“八二三”炮战遗
址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凝聚青春力量”主题活
动，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

以太昌村为例，村里在五四青年节期间组
织团员青年走访临近的亭顶村“红色粮仓”，通
过追寻红色记忆，重温百年党史，引导团员青
年感悟初心使命。活动期间，太昌青年们纷纷
表示，将积极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立
足岗位，主动作为，不负青春韶华，勇担时代使
命，为振兴乡村奉献青春力量。

启动主题宣教 唱响时代赞歌
近日，由磁灶镇党委、政府联动辖区五金机电

城非公党支部主办的以“传承百年薪火·唱响时代

赞歌”为主题的“磁灶新歌声”歌唱大赛，以及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相继举办，来
自磁灶各单位、文艺团体的党员群众借助舞台演
出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

系列文化活动的开展，展示了在党的领导
下，磁灶文化事业的发展成就和群众日益攀升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丰富了磁灶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拉开了磁灶镇“永远跟
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序幕。

据介绍，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磁灶镇近期还相继开展了“我看建党百年
新成就”调研座谈会、“传承红色文化 献礼建党
百年”百件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党史上的今天”
万屏联动宣传活动等主题宣教。下阶段，磁灶镇
还将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策划开展群众喜闻
乐见的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如拍摄“心声唱百年”
MV、举办“百名党员风采”主题摄影比赛、举办红
色经典咏流传朗读活动、举办“健康迎百年，奋进
新征程”全民健身活动等。

磁灶镇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新闻延伸

本报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李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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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绘伞、南音会演、剥海蛎比赛、环村“迷你马拉
松”……5月 14日，塔头刘村第八届慈元文化节将拉开序
幕。这个由“佛生日”演变而来的“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已
成为群众翘首期盼的节日。

宋朝慈元皇后是塔头刘村村民的集体宗教信仰，在移
风易俗之前，每遇慈元诞辰，塔头刘村村民家家户户都会举
办“佛生日”宴，大操大办宴请亲友，不仅靡费，还易发生酒
后闹事。

为改变这一陋习，村两委会联合老人会，将“佛生日”改
为文化节，用文体活动代替户户宴席，一方面堵奢靡浪费之
口，一方面疏乡风民意之情。村民们捐资支持者有之，志愿
服务者有之，乐在其中者也众多。

“大道理”变成“小故事”，“普通话”变成“闽南语”，理论
宣传、思想教育接了地气，乡风民风更加文明。

在文化节的文艺会演活动上，移风易俗、好人好事、新
思想、新文明等还会通过小品、戏剧、节目等表演形式，用接
地气的方言和大家看得懂的内容，进行展演、弘扬。

在潘山村，庙宇木雕、木偶文化也被融入乡村建设，文
化走廊、非遗馆、微景观中，步步是乡愁乡情，处处显新风新
貌。

敬老爱老、爱乡睦邻、热心教育等文化观念，在萧下村
得到良好践行。

萧孙标家族教育基金奖教奖学已有25年；爱心企业家
萧文千连续6年捐资关爱困难户、老年人；萧下青年中心团
结青年力量，为村中千余名老人举办了 3年中秋节博饼活
动；萧下村媳妇组成的“巾帼助老服务队”11年风雨无阻，
每个月坚持为村里高龄及病困老人进行探访慰问和帮助，
成为村里老人的“贴心人”。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引领下，各村（社区）实践站、小
分队还广泛开展了送春联、送服务、帮扶慰问、文化进乡村
等活动，丰富了群众生活，也提振了乡风文明。”东石镇党委
宣传委员庄景煌说，下一步，东石镇还将精耕细作特色文
化，打造“乡愁浓厚、温情仁和”的文旅小镇。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畅销书《皮囊》的作者蔡崇达回
到故乡晋江东石镇，重新开启“母亲的房子”图书馆，并进行

“文学启蒙”专题讲座。“母亲的房子”在镇区老巷间构筑起公
益阅读空间，搭建了文化交流碰撞的新平台，也点亮东石镇文
化繁荣的又一盏明灯。

在东石，文化灯火长明不衰。从朱子过化，到“母亲的房
子”，东石讲学之风古已有之，文化兴盛源远流长，素有“海滨邹
鲁 仁和之乡”的美誉。其中，“仁和”二字，不仅成为东石特有的
文化符号，也成为东石人引以为豪的文化自信。这股文化自信，
更成为东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根脉和引擎，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带动广泛的文化活动，还引领大众的精神生活奔向小康。

精神富足、文化自信，这成为东石文明实践中深沉而持久
的力量。

东石龙江畔读书社沙龙小组微信群里，每天都有新消息，
有时是乡土文学美文共赏，有时是文学活动报名信息，有时探
讨新一期的读书沙龙活动该如何开展……这个近百人的群，
吸引了一批在东石镇工作、生活的教师、公务员、企业家等的
加入。微信群由此还延伸组建了一支东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文艺小分队。

不只有线上的交流群，读书社线下还建在东石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里。在这里，可以看书、喝茶，也可以开沙龙、讲
座、座谈会、公益体验营，还有随时开启的自由讨论，会就某个
主题进行思想碰撞。福建省文联党组成员、福建省作家协会
主席陈毅达曾到访此处，就其长篇小说《海边春秋》的创作进
行经验分享。

实践在所站外，服务在群众里。读书社还带动东石镇各
村居、学校、单位的文化讲坛、读书沙龙、书画展、公益培训班
等活动的开展。这是东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个缩影。

东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里，定期、不定期举办着老少皆
宜的象棋比赛、文化讲坛，环绕着南音社的清悠雅乐，展示着
非遗展馆的文化荟萃，文化长廊、服务驿站、运动场地、排练
厅等场所里的各类活动轮番开展。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成为服务群众的平台、百姓爱来的佳所、文体活动各放异彩的
高地、新时代思想浸润传播的“基站”。

“把所站建到群众中，让文化融进所站里，既实实在在丰
富了活动、服务了群众，更切切实实增强了大众的文化自信，
汇聚了东石力量。”东石镇党委书记洪建立表示。

东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在濒临龙江的东石古寨，这里
是拥有近两千年历史的东石文化历史地标。古寨内文化古迹
繁多，既是东石镇文化体育中心，也是群众休闲游览的圣地。

在整合东石古寨、文体中心原有场地、历史人文等资源优
势的基础上，东石镇又对一些闲置空间进行改造利用，打破原
有壁垒，建设起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实现场所与设施融合、
功能与活动融合、人员与力量融合。

随着实践所落地，东石文艺爱好者张百隐、许福裕、许友平、
蔡志翔等人会聚而来，以龙江畔读书社为载体，造浓东石书香氛
围；庙宇木雕、木版年画、提线木偶等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郑
鲍淑、蔡建昌、王镀等人也加入进来，活泛、传承非遗项目中的璀
璨技艺、文化内涵。东石青年、志愿者中的颜英浩、黄朝阳、蔡巧
琪等人也被吸引进来，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旗帜下，积极助力东石
文旅迸发新活力，广泛开展助老、扶贫、关爱环卫工人、战“疫”防
疫、服务群众等志愿活动。大家以一个人带动一支队伍、一个行
业，不断丰富新时代东石“仁和”的精神内涵。

乡风更文明

文化“活”起来

阵地聚人气

闽台东石灯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蔡尤资教儿童学唱数宫灯童谣。 通讯员 杜苏闽 摄

“母亲的房子”图书馆缔造公益阅读空间。 通讯员 镤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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