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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晋江 2020 世中
运将迎来100天的倒计时。

曼德拉曾说过，“体育，拥有
改变城市的力量。”“世中运”曾
经是晋江的一个梦想。遇上“世
中运”之前，国际综合性运动会
对晋江而言，还是一个“新鲜
词”。

北京时间 2017年 10月 15
日深夜，意大利撒丁岛奥尔比
亚，国际中体联主席劳伦特·
佩楚卡缓缓从信封里抽出执
委会投票结果，郑重宣布：

“2020 年第 18 届世界中学生
运动会的举办城市是——晋
江！”

晋江赢了！从此开创了中国县
级城市承办国际性综合运动会的先
河。

而今，在各个行业、各个角
落，都可以见到世中运的痕迹，
因为一场赛事，晋江这座城市

正悄然改变。

漂洋过海 挑战不可能

2016 年 12 月 13 日，在印
度孟买召开的国际中体联执
委会会议上，晋江市正式入
围 2020年第 18届世界中学生
运动会申办候选城市，与匈
牙利布达佩斯、印度浦那等
城市展开角逐。这一刻，晋
江“爱拼敢赢”的精神全面迸
发，全市上下踏上了世中运
的申办历程。

一个县级市，要与别国的
首都、省会城市争夺国际赛事
举办权，这个消息着实让不少
人吃了一惊。有人质疑、有人
胆怯、有人退缩。关键时刻，晋
江市领导坚定表示，“我们就是
要挑战‘不可能’，要做就必须
成功。”

2017年 5月 28日，中国福

建晋江申办代表团漂洋过海，
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岛向国际中
体联递交了世中运申办报告。
过程仅短短几分钟，却意味着
晋江正式向世界传递世中运走
进中国、走进晋江的决心。

晋江是最后一个入围的候
选城市，却是第一个提交申办
报告的城市。回忆起当时，世
中运执委会办公室顾问杨立国
说，“晋江抢占先机，率先递交
申办报告，充分展现了诚意。
诚恳又坚决的办赛态度，我想
这是打动国际中体联的一个关
键因素。”

申办“大考”力拔头筹

2017年7月，晋江迎来申办
世中运的大考，国际中体联主席
劳伦特·佩楚卡带领考察团来晋
江开展为期三天的评估考察。

考评前的短短一个月内，

晋江对几十处考察点进行完
善、提升上百公里沿途景观、对
数千名志愿者进行培训……

“晋江从市政环境提升、申
办氛围营造、城市安保、形象大
使选拔等方面入手，全面开展
申办工作。针对迎检，制定了
总体方案和38个子方案，将工
作明确到具体人、具体时间、具
体地点。优化 39个比赛场馆
布局，将 24 个场馆安排在学
校，占总数的 61.54%，充分展
示‘赛用结合、高效利用’的场
馆建设理念，同时精心安排青
少年交流、植树活动等互动环
节。”世中运执委会办公室相关
人员介绍。

评估考察期间，草庵龙泉
书院里的“茶酒对话”、在学校里
与中学生的互动、五店市里的闽
南元素表演、晋江申办世中运形
象 大 使 黄 攸 平 的“ 一 纸 长

文”……一系列精心准备给考察
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考评结束时，国际中体联
执行主任诺伯特·克弗评价：“这
种申办水平不亚于奥运会。”

全心全意 成就大梦想

2017 年 10 月 15 日，在意
大利撒丁岛奥尔比亚，国际中体
联执委会会议举行。这场会议
将决定 2020年第 18届世界中
学生运动会举办权将花落谁家。

当天15时10分，晋江的陈
述答辩环节开始，代表团进场。

“巴西著名作家保罗·戈埃
罗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书
中说过，当你全心全意梦想着
什么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协
同起来，帮助你实现自己的心
愿。”站上主席台，刘文儒说，今
天，我们正是带着这种期盼来
的，希望各位执委能够帮助我

们实现这个梦想，我们将用心
兑现承诺。给晋江一个机会，
我们将给世界一个精彩！

整个陈述细腻而完整，其
间共响起5次掌声。

介绍晋江的经济发展情况
时，刘文儒目光转向企业家，这
一刻，企业家们不约而同地齐
刷刷站了起来，场内瞬间响起
如雷的掌声。

当“晋江”二字从劳伦特·佩
楚卡的口中宣布时，10个多月
申办历程里的点点滴滴，顷刻之
间化为沸腾的欢笑、呐喊、拥抱
和祝福。劳伦特·佩楚卡第一时
间走下主席台，与代表团成员拥
抱握手表示祝贺。中国福建晋
江申办代表团用胜利为这次撒
丁岛之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今年10月，世中运与晋江
有约，500万海内外晋江人伸
出双手，笑迎八方来客！

为传承发展磁灶陶瓷烧制技艺，吴松森
深入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技能，并不吝教授
徒弟，还创新地以“参观、展示、制作体验”等
形式，吸引制陶爱好者，借此传播传统陶艺
文化。

从 2012年起，从基层到管理再重回一
线，吴松森与吴连生、吴炳峰、吴康为等人，
开始在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传承基地担任
陶艺传承师，进行常态化免费教学。

此外，他还积极推进传统陶艺进校园，
吸收年轻学员，培养传承人。每周三、周六，
他都会到岭畔小学四点钟学校，义务教授小
学生学习陶艺；每年还去泉州师范学院开
课，教授学生。早在 2016年 5月，他就到泉
州职业技术大学教授手工制陶技术。2018
年，还联合该学院设立“磁灶窑”陶瓷烧制技
艺传习所。

不久前，吴松森协同工作室匠人们，一起
为村内小学生参加福建省级的机器人比赛作

品制作了机器人的外壳，并拔得头筹。“这个
机器人有着陶瓷外壳，里面却是智能的设备，
能说话的。”吴松森介绍，眼神中满是自豪。

他还积极推广传统陶艺文化，曾为中国
矿业大学、福建电视台《味解之谜》栏目、“全
景中国·晋江城市周”中外媒体采访团、福建
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实践队、山东省潍坊市
奎文区、海峡卫视“海上丝绸之路”泉州申遗
专题片拍摄组等单位团队展示磁灶陶瓷烧
制技艺。据不完全统计，吴松森平均一年为
上万人次展示和传播传统陶艺文化。

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一张老照片，
足以唤起一段尘封的记忆。27日，晋江金
井镇“侨乡岁月·金井情”老照片珍藏展览
在金井镇文体中心一楼大厅举办，100幅
精选的金井地区老照片吸引了不少市民前
往参观。

1949年 9月初，晋江游击大队大队长
刘基固带领游击队员与人民解放军十兵团
战士在晋江沿海开展工作；1958年“八·二
三”炮战期间，围头民兵风筝组凭借海风向
对岸同胞捎去问候；1978年金井公社中兴
路街头“老幼斗智”进行象棋对弈……展出
现场，一张张黑白的老照片呈现在市民眼
前。那时的街头、那时的电影院、那时的学
校和工人们，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故事，讲述
着金井那个“火红年代”。

作为此次老照片的提供者和现场负责
人，金井镇老促会秘书长谢清源表示，他的
父亲是一名革命“五老”，因此自己从小就
对金井的地下革命斗争故事特别感兴趣。
为了留住那段烽火历史，这5年来，他走访
了金井地区数十位老党员、老同志，在他们
的支持下，收集了2000余张反映金井在不
同历史时期的奋斗与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
从收集的 2000多张照片里，精挑了 100张
来展出。”谢清源说，这 100张照片从 1949
年到 2007年，涵盖金井经典建筑、活动事
件、地形地貌等历史资料，是一次追寻老金
井历史的绝佳机会。

挑战不可能 成就大梦想

70岁磁灶吴松森：

巧手匠心传承千年制陶工艺
金井举办
“侨乡岁月·金井情”
老照片珍藏展

本报讯（记者 柯雅雅）近日，福建省
科学技术厅公布 2021年第 6批入库科技型
中小企业名单，泉州爱丽卡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福建信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11家
晋江企业入选。至此，晋江今年累计入库科
技型中小企业113家。

11家晋企
入选省2021年第6批
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市民在观看老照片。本报记者 蔡培仁 摄

一个寻常的午后，在晋江市磁灶镇岭畔村的
“磁灶镇陶瓷文创工作室”内，四五位巧匠时而谈
笑风生聊起往事，时而埋首细心地制作陶瓷，一件
件精美的陶艺作品呼之欲出……阳光洒进工作室
内，斑驳的光影跳动着，千年陶瓷之都的历史气息
扑面而来。

磁灶是历史悠久的陶瓷之乡，因“瓷”与“磁”
谐音，故称呼“磁灶”。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磁灶
制陶手工业者不计其数。作为磁灶制陶发源地之
一的岭畔村，至今仍有熟悉传统陶瓷烧制技艺的
老师傅近百人，他们为传统陶艺的传承和发展付
出艰辛的努力。因为生活习惯的变化及技术的发
展，很多人纷纷转行，也有的老匠人离世，只有一
小部分人仍在坚守。其中，工作室内的70岁党员
吴松森，便是村里公认的一把“好手”。

本报记者 黄海莲 文图

16岁那年，因为兄弟姐妹多，家里经济困难，
吴松森便立志拜师学习陶瓷烧制技艺。正式进入
制陶行业后，吴松森师承当时岭畔制陶师傅吴九
娘。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最初当学徒三年多的
时间，他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挑水、打扫、
晒陶瓷，且没有任何工资收入。“刚开始没有练手的
机会，主要是窑有限，且师傅也多，上班时没法练
习，得了空就在一边看着。只有等中午师傅去吃
饭，才能自己揣摩着学做东西。”吴松森微笑着谈起
当时的经历，“跟着师傅，从盆、钵等日用小陶瓷做
起，到学会水缸、酱壶等大件器具的制作工艺，直到
3年学徒工之后，我才正式成为岭畔陶瓷厂的一名
拉坯陶瓷工。”制陶师傅需要眼到、手到，细心、耐心
地捏塑成型，还需要长期在高温窑火边工作。但
对于天资聪颖的吴松森来说，学会技艺才是关
键。学习技艺的过程中，他并不觉得苦。用心的
他，慢慢地学会陶瓷拉坯、上釉、晾晒、装窑、烧制等
70多道繁杂工序，被公认为“好手”“能手”。记者
了解到，此前，为提高陶瓷的品质，磁灶陶瓷联管
处每季度都会对工匠所制的陶瓷制品进行质量比
拼，产品只有达到 70%~80%的良品率才算合格。
刚开始，吴松森的陶瓷制品质量并不理想，但他不
曾言弃，刻苦钻研练习，最后他的陶瓷制品良品率
达到 99%，所做的陶瓷制品获得磁灶陶瓷联管处
颁发的优质产品荣誉称号。

过去，手工陶艺是陶工赖以养家糊口的
手艺，陶艺产品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容器。然而，在飞速向前的时代浪潮里，
老手艺被现代化的产品替代，慢慢沉寂。当
吴松森要大展拳脚时，传统手工制作的陶瓷
却因市场冷淡慢慢淡出历史舞台，岭畔山头
窑场内外昔日繁忙的景象也不复存在。

从1982年起，随着机器代工的兴起，能
力较为突出的吴松森转为从事陶瓷厂的管
理工作，担任陶瓷厂生产厂长。吴松森并没
有停下脚步，心系制陶技艺的他不愿将这个
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掉，仍期待有朝一日

将磁灶陶瓷烧制技艺传承下去。
1991年至 2010年，吴松森在岭畔村自

办陶瓷厂。1998年，他到广东佛山经商，听
说佛山有个石湾陶瓷展览馆，专程前往吸
取创办陶吧的经验，并在展览馆参加制陶
展演。

正是对于制陶技艺的坚守和传承，2017
年，吴松森被评为第七批泉州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磁灶陶瓷烧制技艺”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至今，他仍坚守在一线，积极推广传
统陶艺文化。

坚守55年 泉州市级非遗传承人

16岁学艺 70多道工序样样精通

不吝授徒 传播传统陶艺文化

本报记者 蔡斯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