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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期 主办：晋江经济报社 磁灶镇党委、政府

当天上午 9时，位于金交椅山古窑址的泉州古代
外销陶瓷博物馆内人潮涌动，刚刚拉开帷幕的磁灶
镇“礼赞百年 助力申遗”主题文化作品展览，吸引了
磁灶各界传统文化爱好者前来参观。

据介绍，为办好此次展览，磁灶镇 4月中旬便启
动“弘扬红色文化 礼赞建党百年”文化作品征集活
动，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和响应，短短一个月就收到来
自“磁灶窑”陶艺传承人、各社团老师、各学校师生及
社会各界的作品近 400件，并从中精选 100件作品参
加展览。

展览现场，100件展出作品主题鲜明，创作者通
过书法、绘画、剪纸、陶艺等艺术表现形式，巧妙融入
党的光辉历史，借助作品歌颂党的恩情。

以活动开展为契机，磁灶镇机关党员干部、磁灶
镇宣传文化工作队伍、钱坡村党总支部等还同步开
展了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透过主题展览强
化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参观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
馆、金交椅山古窑址，追忆先辈的奋斗历史，传承千
年陶瓷文化。

“这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很有意义。”东山村党支
部宣传委员张谋禁表示，通过参加活动，大家重温
了党的历史，尤其是看到展览入口处“入党誓词”
书法作品，更是让不少人忆起了当初入党时做出
的承诺。

古窑址旁颂党恩 传承经典助申遗
磁灶镇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文化作品展

本报记者 赖自煌 秦越 文图

昨日，晋江磁灶镇“礼赞百年 助力申遗”主题文化作品展览系列活动在位于金交椅山古窑址的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
物馆正式开办。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31日。

本次活动由磁灶镇党委、镇政府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主办；晋江市文保中心和磁灶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党建办、团
委等共同承办。磁灶镇镇长蔡文卿、晋江市文化旅游局局长蔡晖等参加活动。

塘东是革命老区基点村，因忠孝热血而闻名，至今仍保
留着金井第一个党支部旧址和防空洞、民兵哨所等多处革
命遗址。塘东村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村落中留有不少革命
故事和红色景点，如许集美、郑家玄、郑种植等人，就曾先后
来到塘东村联系发动群众。塘东村民受党的教育和引导，
不断掀起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

金井镇党委副书记、塘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颜艺鸿
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金井镇在塘东村这片
红色的土地上举办这场红色定向嘉年华恰逢其时。此次
活动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以特色体育活动，让更多人
走进革命老区，了解革命历史，同时也促进了金井镇文旅
发展。

在老区基点村感悟 精神
金井镇首届滨海特色红色定向嘉年华精彩亮相

本报记者 蔡培仁 秦越 通讯员 许金盘 文图

“塘东薪火 照耀新征程。”“我爱塘
东。”昨日下午，晋江金井镇塘东村触角沙
堤旁热闹非凡，金井镇首届滨海特色红色
定向嘉年华在此举行。此次活动吸引了
百名来自晋江相关单位、学校的人员和徒
步爱好者参与。活动通过定向徒步的形
式，让参与者更多地了解塘东革命老区村
的优秀家风和红色文化，感受红色精神。

专 题

因辖内瓷土、燃料、水运等资源丰富，“磁灶窑”在宋元时期
成为泉州外销陶瓷的重要生产基地。考古调查表明，磁灶窑生
产始于南朝，发展于隋唐，宋元时期达到鼎盛，一直延续到明清
及近现代。2000年6月被授予“中国陶瓷重镇”荣誉称号。

磁灶窑陶瓷品种繁多，器形多样，以生活日用器皿为大宗，
兼有陈设供器及建筑材料等。釉色有青、绿、黄、黑、酱五大类；
装饰手法和纹样更是繁复多彩。器形、样式在各个历史阶段又
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

清乾隆版《晋江县志》有载：瓷器“出磁灶乡，取地土开窑，烧
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

宋元时期泉州港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海外贸易空前繁
盛，陶瓷与丝绸、茶叶成为大宗外销商品。磁灶窑就是泉州外销
陶瓷的主要产地之一，产品在器形、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
需求的风格，远销今天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等地，频频发
现于东海、南海的沉船中，著名的“南海一号”和“华光礁一号”沉
船都有大量磁灶窑产品出水。至今，欧亚5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
和美术馆均收藏有磁灶古代陶瓷。

清代，随着磁灶人下南洋、过台湾，也把磁灶陶瓷生产技艺
传到菲律宾和我国台湾地区。1805年，磁灶人吴鞍移民到台
湾，选取在与磁灶地形地貌相似的莺歌设窑制陶。磁灶传统陶
艺在台湾传承发展了200多年，不管制陶历史还是窑边故事，磁
灶和莺歌都有着浓浓的同根同源的两岸特色。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磁灶境内至今共发现南朝至
明清的窑址 26处，多分布于梅溪两岸的山坡上，其中以在下官
路发现的南朝的溪口山窑址为最早，以宋、元窑址12处为最多，
构成了庞大的磁灶窑系。

20世纪70年代，磁灶窑业逐步实现产业转型，从以生产日用
器皿为主转为生产建筑陶瓷为主，磁灶传统陶瓷逐渐淡出市场。

近年来，磁灶镇通过积极申报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建设传习
所、推进传统陶艺进校园、策划项目“走出去”等多项措施，推动
磁灶陶瓷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现有磁灶陶瓷烧制技艺、苏
垵“黑茶古”烧制技艺两项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磁灶陶瓷
雕塑技艺一项晋江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拥有泉州市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位，晋江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4位，晋江市工艺美术大师2位；“磁灶陶制夜壶”获评晋
江伴手礼；磁灶陶瓷烧制技艺被认定为泉州市传统工艺美术品
种和技艺；“磁灶陶瓷”获国家地理商标认证。

近阶段，磁灶镇还将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助力申遗，如开
展钱坡书法笔会和主题展览、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动、“磁
灶窑”陶艺亲子体验互动，以及组织研学团队走进“磁灶窑”等。

活动现场，磁灶镇组建了一支“磁灶窑”志愿讲解
员队伍，并邀请晋江市文保中心主任吴金鹏带来《解
读“磁灶窑”密码》专题讲座，讲述“磁灶窑”背后的精
彩故事。

磁灶以烧制陶瓷闻名，有着1500多年的制陶历史。
磁灶窑址是泉州城郊规模最大的古窑址群，其中蜘蛛山
窑址、土尾庵窑址、童子山窑址、金交椅山窑址4处窑址，
合称为“磁灶窑址”，于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磁灶窑系金交椅山窑址，
被国家文物局列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22个申遗点之一。

“组建志愿讲解员队伍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磁灶
窑’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主动报名加入志愿讲解队伍
的磁灶镇团委书记陈思颖表示，金交椅山古窑址能够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申遗点，对磁灶乃至晋江来

说都是一种荣誉。作为磁灶的青年一代，不仅要主动
传承“磁灶窑”文化，更要努力成为“磁灶窑”文化的传
播者，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尽绵薄之力，更为磁
灶千年陶瓷文化的传承出力。

解密“磁灶窑”借力文化作品颂党恩

组建志愿队伍助申遗

昨日下午，塘东村还迎来了另外两件
喜事，“邮金岁月”主题邮局正式揭牌，晋江
市总工会党支部和塘东村党支部开启结对
共建活动。

50多年前的老侨批、有声图书馆、怀
旧老物件……走进“邮金岁月”主题邮局，
满载时代记忆的老物件，呈现了一段段艰
苦奋斗的岁月历程；二八杠自行车、黑白电
视等实物则唤起了人们的往日记忆。这些
展出的实物记录了历史的片刻，凝固了岁
月的痕迹，定格了往昔的风景，历久弥新，
现在看来颇具韵味。

“‘邮金岁月’主题邮局是了解塘东历
史、寻根溯源的重要窗口，是继承传统文
化、留住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塘东村
党支部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场所。”颜艺鸿
说，今后，塘东村将在这里经常性地开展职
工活动、文化旅游服务、青少年研学、周末

“小作坊”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丰富村
民的文化生活，让村民同叙邻里情、共享邻
里美。同时，利用主题邮局这个平台为群
众办实事，做好游客服务和文化旅游宣介，
让邮局发挥更大的作用。

颜艺鸿还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通过和晋江市总工会深入
开展结对共建，可以充分挖掘塘东村的人
文历史、风土人情和革命文化，打造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和主题邮局等多个场所，进一
步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取得实效。

昨日下午 4时许，在简短的开场仪
式后，活动正式开始。此次活动采取组
队报名方式，5人一组。参与团队根据
主办方提供的地图，以徒步的形式到达
各个点完成任务打卡。每个团队可根
据团队智慧，自行拟定不同路线前往各
个任务点完成打卡，顺利完成所有任务
打卡，返回终点集合。

“书之香”“战狼队”“2020级土木研
究生党支部”……记者看到，在现场分发
的小红旗上，各个小队都快速给自己起
好队名，随即兵分两路开始了这场有趣
的红色之旅。

在塘东村海鲜市场挖海蛎、在蔡本
油故居前诵读爱国爱家的家风家训名
言、在蔡氏家庙DIY创作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祝福语，6个任务打卡点
充分利用塘东村的特色亮点，让大家不

仅领略了这个中国传统村落的魅力，也
感受了塘东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

“之前有来过塘东村，就是简单地走
一走，没有深入地了解。通过这次活动，
我发现了塘东村更深层的魅力，特别是
村中的家风文化和红色文化。”福大晋江

科教园 2020级土木系研究生毛紫建说，
他是去年从江西来到晋江的，在这里感
受到了很浓厚的闽南文化氛围，学校也
安排了很多关于闽南文化的讲座，在塘
东村就有很多闽南文化的典型，这次活
动让他受益匪浅。

创新方式
感受老区红色文化

特色打卡
领略传统村落魅力

打造主题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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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参观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倾听“磁灶窑”背后的精彩故事。

金交椅山古窑址

“礼赞百年 助力申遗”主题文化作品展览，吸引
了众多文化爱好者前来参观。

有声图书馆

参与队伍在小红旗上写下队名。

参与队伍在主题背景板前拍照打卡。

《解读“磁灶窑”密码》专题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