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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诗
怡） 5月 30日，世中运柔道
项目竞赛主任李严，柔道项
目测试赛裁判长刘东风来到
晋江，指导柔道竞赛委员会
竞赛筹备和组织工作。

当天，两位专家来到泉
州五中桥南校区，实地查勘世
中运柔道比赛场馆。专家一
行现场察看了比赛场地和热
身场地，以及反兴奋剂检测等
竞赛功能用房，详细了解运动
员流线、裁判员流线等，并听
取柔道竞委会关于柔道项目
比赛筹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现场，李严围绕如何提
升场馆功能布局，细化流程筹
办好赛事等，与竞委会工作人
员展开交流和探讨，并对场馆
硬件设施存在的问题予以梳
理，对竞赛场地和颁奖场地布
设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当天，李严还为柔道竞
委会工作人员举行柔道竞赛
通识培训。柔道竞委会人

员、世中运执委办竞赛与信
息部相关工作人员参加调研
和培训。为即将在 7月 7日
至9日举行的柔道测试赛打
下坚实基础。

李严，高级教练，柔道
项目国际 B 级裁判。2012

年进入国家柔道队任教至
今。2003 年开始参加柔道
裁判工作，曾参加北京奥运
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
会裁判工作，2020年开始在
中国柔道协会负责开展竞
赛工作。

剪不断的南音情缘
12岁拜师学艺 一唱60年

无论刮风下雨，每周一、周
三、周六，71岁的蔡长荣都会准
时与会员们相约在南音社内。在
那里，不少南音爱好者早已齐聚
一堂，等待着一起吟唱、赏析清雅
悠长的南音佳乐。

蔡长荣的南音情缘由来已
久。1951年10月，蔡长荣出生于
晋江东石镇。在蔡长荣孩提时
代，由于他家所住的华侨楼居所
较大，长辈们便将大厅和一个房
间拿出来，无偿为村民提供了一
处吟唱南音的场所。家里进进出
出的都是学南音、唱南音的人，蔡
长荣耳濡目染，愈发喜爱，有时听
得入了神，竟也跟着大人们咿咿
呀呀地学了起来。

“我自 12岁时，就拜蔡尤琴
为师。”手抱琵琶的蔡长荣笑容
温厚，一边抚摸着琴弦，一边耐
心地告诉记者，初时学唱腔，蔡
尤琴老师的唱腔在当时已闻名
遐迩。“当时老师口传身授，非
常认真教导发音，我得到了蔡
尤琴老师的南音真传，后又得
到了张贻坤、陈四川、蔡崇希、
苏统谋等老师的精心指点，受
益良多。”几十年来，在长辈的
传带及与全社成员的认真学习
交流中，蔡长荣的传统南音基
础也变得愈发出色。

经诸多老师指点，加上好学
苦练，如今，蔡长荣已形成了精通
南音上、下、四管、吹拉弹唱，能精
确演奏南音四大名谱的个人技艺
特点。诸多国内外大型活动他均
有参加，尤以洞箫为主席位。

连任社长31年
获“泉州市非遗传承人”称号

“仁和明月管弦声，古寨丹心
南国韵。”在东石镇南音社内，可
见一副楹联赫然挂于社内，短短
两行字，却满是古香古色。据蔡
长荣介绍，该社属于晋江较早成

立的南音社。东石镇南音社成立
于1983年，作为一家镇级南音社，
却由21个（其中6个百年以上）社
团馆阁组成。目前，社内还保留
着年代久远的南音先祖照片、凉
伞、木制凉伞头及旧谱4本。在南
音社成立当年，蔡长荣便参加社
团任常委，在 1990年下半年任社
长，至今已有31年。

随着电子设备的普及与各项
娱乐项目的增多，南音作为一项
传统音乐，若想乐苑长流，古乐流
芳并非易事，需要传承人为其投
诸热爱、付出坚持与努力。为鼓
励更多人学习和传播南音，蔡长
荣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办服装厂
和做其他生意时，我会鼓励外来
工白天上班晚上也和咱们本地人
一起学南音，但效果不是很好。”

后来，蔡长荣向本镇澳门华
侨陈明白提议捐款创立基金会，
此举虽然得到了他的支持，但为
了筹集资金，他辗转难眠、四处跑
动，最终辛苦筹得 100多万元（人
民币，下同）。“前后应该有找了四
五十人吧。”蔡长荣笑着说，语气
里满是淡然，希望把其中的辛苦
一笑带过。“再后来，基金会成立
后，用利息来支撑南音社日常开
支就顺利多了。对外演出为社员
发放补贴、对内增设打卡机，用到

社1小时补贴10元钱的方式鼓励
社员勤来勤学、为高龄社员发放
贺岁金、自发研究南音显示屏，南
音曲词显示不用电脑，只用遥控
器，便于出场使用……”谈起这些
举措，蔡长荣如数家珍。

2015年，蔡长荣获泉州市级
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音
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作为传承人代表，对内，蔡长
荣积极鼓励男女老少来学习南
音，并设立了相对应的奖金鼓励
机制；对外，他动员会员们乐于分
享，领头组织筹办多项南音社活
动，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如展
演、宣传、讲座等。每月至少保持
七八次的频率下乡表演；每年春
节期间，他便组织社员，在文化中
心大楼举办南音公演，这已成为
传统活动；晋江市每年举办的南
音文化节，都由他带队参加，进行
东石社专场演出。早几年，他还
组织社员到檗谷老年协会举行南
音公演，受到好评。每次的海内
外大型南音活动，都由他领团参
与，曾参加新加坡、马来西亚、菲
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
国澳门、香港、台湾等地的南音交
流，加深海内外弦友的情谊。就
这样，东石镇南音社日渐焕发出
独有的活力。

开设暑期南音公益培训
培养10届近千名学生

如今，东石镇南音社已成为
东石镇的南音培训基地。自
2011年起，已连续举办十届暑假
南音培训班，培养了近千名学
子。“让孩子学习技能，少玩游戏
和手机，这个公益培训得到了社
会、家长的支持和好评。”蔡长荣
说，“暑期我们开设了乐器班、唱
腔班、初学班、提高班等南音培
训，课程内容丰富有趣。凡属于
南音爱好者，男女老少均可报名，
以学生群体为主。培训结束时，
再进行结业汇报演出，十分热
闹。”

几十年来，南音公益培训培养
出了大批的南音爱好者，参加各种
赛事，得奖不胜枚举。2005年，学
生蔡华容荣获第十一届文艺青年
全国十佳选手；2002年，蔡凯琳参
加晋江市第九届小学生南音演唱
比赛荣获一等奖，现就职于厦门
音乐团；2007年，五名南音少女赴
京参加第三届华夏艺术风采国际
交流选拔活动，荣获民乐组合少
年A组一等奖。可喜的是，一代
学生成长起来，已经又成了他人
的老师。曾屡次获奖的蔡华容，
如今是东石第二中心小学的南音
老师，它指导的学生张茹茵斩获晋
江市第二十届小学生南音比赛一
等奖、许一星获晋江市小学生南音
演唱比赛一等奖……这或许就是
蔡长荣坚持传承的意义吧。

本报讯（记者 许春 通讯员 乔帅） 5
月30日上午，晋江市东石镇第十三次党代会
在东石镇政府召开。会议听取、审议、通过了
中共东石镇第十二届委员会报告、东石镇纪
委工作报告，以及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报
告，回顾了“十三五”期间东石镇在各个领域
取得的突破和发展；部署了“十四五”期间东
石镇的目标任务、工作思路。

东石镇党委书记洪建立代表中共东石镇
第十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记者从会上获悉，过去五年，东石镇党委
团结带领全镇党员干部和群众，攻坚克难，奋
发有为，较好完成了“十三五”确定的各项目标
任务，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
2020年，东石镇实现工业总产值 365.74亿元
（人民币，下同），年均增长8.88%；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313.64亿元，年均增长8.32%；第三产业
增加值167亿元，年均增长21.17%；财政年均
收入8.22亿元。

2018年、2020年，东石镇连续两届蝉联
“全国文明村镇”殊荣。五年来，东石镇成功
获评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福建省乡村治理试
点示范镇等荣誉称号，顺利通过“中国伞都”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复查验收。东
石镇镇域综合实力连续5年跻身全国科学发
展百强镇前列。

会议提出，今后五年，东石镇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目标是：力争到 2025年，全镇实现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556.36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8.33%。其中，工业总产值 548.03亿元，年均
增长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亿元，年均
增长 9.5%；财政收入达 10亿元以上，镇域基
本竞争力继续保持中国百强镇前列。在全方
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中，持续加快晋西南

“新门户”建设。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祝你
高‘粽’！高考加油！”手拿一串手工五彩粽，
并给身边的同学送上一句祝福，晋江养正中
学高三 13班学生张亚楠开心地笑了，脸上写
满了对高考的期待与斗志。

距离 2021年高考仅剩最后几天了，高三
学子进入全力冲刺阶段，一波又一波的祝福
与鼓励也飞至他们身边。就在1日，养正中学
举行了高68组考前送祝福活动。

为了给高三学子送祝福，养正中学的老
师、考生家长都拼了。家长们载歌载舞，一下
子点燃了考生的热情；老师们送祝福的方式
也是花样百出，唱歌、朗诵、舞蹈……赢得了
阵阵掌声。校长沈慈勇也闪亮登场，一展歌
喉，现场高潮迭起，掌声、欢呼声不断。

要说考生们最为期待的，当属收获“高考
祝福礼物”。今年，养正中学再出大招——给
每位考生发红包。小小的红包壳子里装了两
张五元。“五元纸币的背面是泰山，泰山乃五岳
之首，有‘天下第一山’的美称。‘第一’便是我
们对学子们金榜题名的祝福。两张五元就是
一对、一双，正所谓好事成双，十全十美。”听着
主持人的介绍，考生们纷纷拿起红包拍照。

惊喜远不止于此，当天，学校高三年段段长
涂志红老师也为考生们送来了别样祝福——给
每个班级准备了一串五彩粽。这五彩粽还是涂
志红自己一针一针缝制的。

“每个粽子365针，代表一年365天；针脚
细密，希望你们在考场上谨慎缜密地思考，有
效地作答；五彩粽的填充物为高弹棉，希望你
们能扛得住压力，以柔克刚，以平常心常态化
超常发挥；一条 68厘米的红绳，象征着高 68
组，更是希望大家一路发，顺顺利利红红火
火，人人考出680分的高分。”涂志红把满满的
祝福“藏”在了五彩粽里。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希望你们能把坚
信化为行动，把信心化为信念，矢志拼搏奋
斗。继续保持精神上的强度和韧劲，注重最
后自学阶段的知识梳理、方法总结和策略安
排，不断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我能行，
在高考考场发挥出最佳的考试竞技状态。”沈
慈勇说。

专家到晋江指导筹备工作

世中运柔道测试赛7月7日举行

东石71岁蔡长荣：

倾注南音传播 传艺授徒近千人
祝福考生“人人高中”
养正中学老师
亲手缝制“五彩粽”

东石：持续加快
晋西南“新门户”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6月 1日，记
者从晋江2020世中运执委办了解到，为营
造“喜迎世中运，全民世中运”的良好氛围，
即日起至 7月 31日，世中运执委办宣传活
动部、泉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联合主
办，面向全球启动“在一起，更出彩”主题文
学、摄影、美术、书法等四项征稿活动，为世
中运助力加油。

记者了解到，本次征稿活动面向全球
中文文学、艺术爱好者进行征集，要求创作
内容围绕“在一起，更出彩”主题，参赛作品
必须为原创、首发。征稿结束后，组委会将
评选出优秀作品100件，结集出版，颁发获
奖证书及奖金，并邀请部分获奖代表参加
颁奖仪式。

详细投稿方式和
联系人信息可通过本
报文体微信公众号

“运动 Funs”相关推
文查询（扫描右侧二
维码）。

文学、摄影、美术、书法
世中运启动四项征稿

本报记者 李诗怡 摄

他曾是一名商人，却手持南音乐器与南音打了近60年的交道；成为晋江东石镇南音社社长后，明明
3年换届一次，他却次次当选，这一当便是31年。几十年光阴走过，这家镇级南音社在其引领下不断发
展，对外交流时，常被当作县市级南音社团来对待；他提出创新性举措，开设暑期南音公益培训十年，已
免费培养近千名南音爱好者。他，便是71岁的东石镇南音传播者——蔡长荣。 本报记者 吴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