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晋江坚持文化软实力与
经济硬实力同步提升，始终坚持固
态保护与活态传承并重，保护传承
好地域文化，在城市建设中守护城
市的根，守住文化的魂，避免了千城
一面。

科技馆、博物馆、戏剧中心、文
化中心、图书馆……沿着晋江世纪大
道行驶，一条“文化走廊”从两侧绵延
开来，这也是晋江正在打造的文化产
品集中区。

晋江历来不吝对文化的投入，文
化设施建设起点高、标准高。

晋江市博物馆建筑面积 1.7万平
方米，馆藏文物量居全省县级馆前列，
是福建省一级达标博物馆、国家二级
博物馆。其辖有施琅纪念馆、李五纪
念馆等一批分馆，其中泉州古代外销
陶瓷馆为“古泉州(刺桐)史迹”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考察点——金交椅山窑址
的展示馆。

晋江市图书馆建筑面积 1.8万平
方米，现有馆藏纸质文献 223 万余
册、阅览座位 1000多个，为国家一级
图书馆，是福建省目前规模最大、最
现代化的县级公共图书馆，居全国
县级公共图书馆前列。目前，晋江
市图书馆除了有一个国家一级的主
馆外，还有 16家分馆和 11家 24小时
城市书房，以及 35台 24小时城市街
区自助图书馆，全部覆盖晋江 19 个
镇街及开发区。

晋江市文化中心规划用地面积
2.8677万平方米，于2011年动工建设，
包括文化馆、音乐厅和文化名人纪念
馆等。晋江市文化馆是国家一级馆，
荣获“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先
进集体”等荣誉。

晋江市戏剧中心规划用地面积
1.6741万平方米，也于 2011年动工建
设，包括高甲戏剧场和木偶戏剧场等
设施。高甲戏剧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高甲戏柯派表演艺术的唯
一保护传承单位。晋江市掌中木偶艺
术保护传承中心是该剧种南派的代表
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
承单位。

此外，晋江对基层文化设施建设
力度逐步加大，目前 19 个镇（街道）
均设置有综合文化站，全市 395个村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已达标。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
文化权益，晋江市大力推进文化惠
民工程，精心打造、实施群众文化活
动，并逐渐成为独具特色的品牌活
动，同时还把文化活动延伸到基层，
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据不完
全统计，晋江市每年举办的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有 1000 多场次，
为全市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
平台，为人民群众呈现了丰盛的文
化大餐。

在文化建设和保护的同时，晋江
文化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文化产
业集聚优势也正逐步凸显。晋江五
店市传统街区，是国家 4A级景区、国
台办全国对台交流基地、福建省A级
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是晋江文化
产业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

当前，晋江市通过助力泉州市创
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

“文”惠民，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努力满
足基层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
化需求，尽全力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2019年11月，晋江正式与北京青普
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宫琳娜作
为青普福建区域公司总经理，亲自“挂
帅”梧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的开发
运营。

“此前我们在南靖打造的青普土
楼文化行馆，成为福建省人文旅游的
标杆项目。晋江市文旅集团了解到该
项目情况后，邀请我们来梧林参观考
察。”宫琳娜回忆说，“来到晋江，我们
看到在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有 50
家上市公司的城市，还保留着一片 600
多年历史的传统建筑群，让我们很是
惊叹。而且，当地党委政府还对整村
进行保护开发，这在文旅行业也是极
具特色的，足见晋江市委、市政府对文
化保护传承的重视和投入的力度。”

在与晋江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持
续、深入沟通过程中，晋江在大力发展经
济的同时还全力推进全域旅游的发展，
给宫琳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多次磋商，青普方面和晋江达成
了对梧林保护发展的一个共识——那就
是依托政府前期有力的投入、政策扶持
和开发，整合青普的品牌力、运营能力和
相关资源整合能力，对梧林进行活化运
营。

宫琳娜说，一个传统村落只有活化
之后，才能更好延续它的生命力。她希
望，今后，梧林能被打造成为福建省人文
旅游的新品牌，打造“一山一水一楼”+

“一村”特色旅游项目，通过梳理特色建
筑群，开发不同的文化体验业态，让梧林
成为展现闽南侨文化的一个目的地。

晋江与青普公司对梧林的活化运营
效应，在去年的国庆、中秋“双节”期间，
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以国庆、中秋“双节”为契机，梧林举
办了“梧林传统村落——‘百年闽侨·梧
林轶事’”活动，部分修缮完毕的传统建
筑也集体亮相，并以沉浸式体验的形式，
让广大游客在梧林转角遇到南音、撞见
表演，融入文那有声艺术壁画展、老字号
新生展、晋江工艺美术活态展等一系列
特色的主题活动中。8 天时间，梧林迎
来游客人数超10万人次。

“今年春节、‘五一’假期、端午节期
间，梧林陆续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反响
良好，让我们对打造梧林特色体验街区
更有信心。”

6月11日，整个梧林传统村落洋溢
在一片喜庆氛围之中。经过两年的辛
苦筹备，青普文化行馆晋江梧林迎来了
开业庆典。青普文化行馆·晋江梧林的
开业，是青普担纲梧林传统村落运营角
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游客不仅可以游
梧林，还能住梧林。

2006 年，南音入选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南
音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名录。

作为晋江市南音协会创
会会长、晋江南音艺术团首
席顾问、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南音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80 多岁的苏统谋，
可谓参与、见证了晋江南音
从保护到活态传承的数十年
历程。

1939 年，苏统谋出生在
晋江深沪镇一个南音世家。
祖父、父亲都是深沪御宾南
音社艺术骨干，南音从小就
在他耳边萦绕，融入血液。

“我是在御宾南音社长
大的孩子。南音是我灵魂的
伴侣，与我生命不可分割。”
苏统谋说，南音是一种很特
别的音乐，能够让走进它的
人废寝忘食。在晋江，村村
有戏台、处处唱南音，南音有
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
群众基础。

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喜欢到学习似乎
是很自然的过程，10 岁时，苏统谋正式入
馆拜师学习，14岁他便成为御宾社最年轻
的“出馆先生”，轰动一时。

苏统谋说：“我一直认为南音这种传统
艺术不传承不行，如果没有人去传和继承，
它将慢慢走到边沿，甚至消失。”

怀抱这样的信念，在晋江党委政府支
持下，1982年，苏统谋联合南音界同仁，促
成了晋江南音协会的正式成立，这也是泉
州地区第一个南音协会。

南音演唱、传承有了更大的平台后，
2003年，晋江正式对南音资料编撰工程进
行立项，给予该工程更多资源、资金等方面
的支持。苏统谋由此开始专门从事南音资
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随后，他与南音老艺
师丁水清先生蜗居陋室3年，在前辈原有油
印本的基础上，前后勘校28遍，正式出版了

《弦管指谱大全》，收录传统指谱65套，其中
50套“指”、15套“谱”。这是南音史上第一
套借助电脑技术印制的指谱大全，被中国
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视为“以现代方式
保护和传播南音艺术”的一大突破。

此后，在晋江市委、市政府及相关文
化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苏统谋更加没有
后顾之忧，投身搜集、整理南音资料一发不
可收。

2005 年，他整理出版了《弦管过支套
曲选集》（套曲过支联唱是一种已近失传的
演唱形式），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进行有效
抢救、保护与发扬。2006年，他启动《弦管
古曲选集》1至8卷的编校工作。2011年6
月，《弦管过支古曲选集》出版发行。

除了对南音珍贵资料进行积极抢救、
保护、传承外，2010年6月，晋江市政府支
持组建了晋江南音艺术团，搭建起南音传
承的又一个平台。

在政府的重视下，南音还进入中小学
课堂，成功培养了一批批接班人。在晋江
市文化馆，也设立有南音传承班。在晋江
各处，南音老艺人们多年为传承南音而努
力，利用周末、假期等时间，为青少年进行
南音公益性培训，让南音一代代传承。

晋江还连续举办了十五届南音演唱
节，男女老少南音爱好者们同台演唱，吸引
台下无数观众聆听，群众对这项传统艺术
的参与度之广、喜爱度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南音还伴随着华人华侨远涉重洋，成
为游子思念祖国、思念家乡的摇篮曲、思乡
歌，沁人心脾、润物无声。”苏统谋说。

2020年9月25日，因为在保护传承南
音上做出的卓越贡献，苏统谋荣膺“中国文
联终身曲艺艺术家”荣誉称号，他也是我省
首位获此殊荣的文艺家，填补了福建省文
艺事业该奖项的空白。

“这个奖项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南
音和一代代为南音保护传承做出贡献的每
一个人。”苏统谋说。

打造“文化走廊”
亮出“文化名片”

从五店市传统街区，到梧林
传统村落的整村保护；从市级文化
设施的高起点建设，到每年投入
500万元坚持举办“大美晋江，文
化惠民”项目；从城区到乡镇，每一
个24小时图书馆建设规划和要求
一个样；从文旅融合，到摘得“首批
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市、
区)”……爱拼的晋江，在文化保护
传承、文化产业发展、文旅融合方
面的发展也总是抢先一步。

这抢先一步的背后，有晋江
人对地方文化的归属和热爱，也
有晋江历任主官以“文”惠民的情
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多年来，晋江文化发展能驶
在快车道上，正是因为晋江这座
品牌之都，为了让更多的群众能
够共享社会文化的成果，坚持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以

“文”兴业，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促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延伸产业
链条、提升品牌价值，加强“工
业+旅游”深度融合；以“文”为
媒，树立文化自信自觉，增强晋
江影响力。

晋江，这一座既传统又现代
的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不只
是别人眼中的旅游目的地，也是
本地人幸福感满满的家园，在外
游子引以为豪的故乡。

爱拼的晋江
文化保护抢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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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

晋江市财政每年投入500万专项资金，

用于全市基层公益性演出和惠民剧场演出。

2014年以来累计演出近70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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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上捉鸭”为代表的晋江安海端午民俗活动，成为晋江的特色文旅项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