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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玲
玲） 4日，晋江市正式启动12
岁至14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后，6支接种机动队分别
前往晋江一中、季延初级中
学、侨声中学、子江中学等学
校，为符合条件的适龄学生
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昨日上午9点，在晋江市
子江中学初中部，该校初中
学生当天返校进行新冠疫苗
接种。记者走访发现，由于
正值暑假，接种学生由班主
任统一安排分时段接种，因
此校园里人流不大，接种秩
序井然。

“此次接种对象为子江
中学原初一、初二学生，总计

约 3000人，接种工作分两天
完成。”子江中学副校长林文
市告诉记者，学生到校后，先
在教室集中等候，由班主任
分批组织学生到接种区等
候。轮到接种时，老师会引
导学生前往学校电视演播中
心进行测温、体检、登记、接
种。接种后，学生到二楼学
术报告中心留观30分钟。值
得一提的是，为了给学生提
供一个舒心的接种环境，子
江中学的接种相关区域都设
有空调，而且还贴心地为学
生统一提供矿泉水、灵源茶、
面包等食品。

此外，当天在晋江一中、
季延初级中学、侨声中学、陈

埭民族中学、泉州中远学校
等学校，也同步开设了新冠
疫苗“学生专场”。记者了解
到，为了扎实推进适龄学生
疫苗接种工作，本次接种工
作由晋江市教育局统筹安
排，学校统一组织学生返校
进行接种。据统计，经过前
期多方的精心组织和周密安
排，昨日共有1.3万名学生顺
利完成疫苗接种。

晋江市卫健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全球肆虐，中国仍有个
别地区出现本土散发病例，
疫情防控仍需时刻警惕，不
能放松。青少年是免疫屏障
构筑的重点人群，按照上级

统一部署，晋江市 12岁至 17
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分
三步进行。截至目前，全市
已累计接种 266万人次。预
计 9月底前，晋江市 12周岁
以上人群（禁忌症除外）接种
覆盖率将达93.99%。

需要提醒的是，个别无
法参加学校统一接种的学
生，可在监护人的陪同下，
就近到晋江市医院、晋江市
中医院、晋江市妇幼保健
院、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
安海方舱（安海镇文化中
心）、陈埭中心卫生院第一
门诊部、池店镇方舱（溪头
村启慧幼儿园）等接种点接
种。

金丝走线，平凸有致，绣线亮丽，
绣品“富贵”，惟妙惟肖……这便是金
苍绣，一种源于明清，盛行于闽台，流
行至东南亚等地的刺绣工艺。作为
一种雅俗共赏的刺绣工艺，由于绣线
包金箔其状如葱，民间叫金葱绣，后
被雅化为金苍绣。

提起金苍绣，知道的人可能并不
多。但说起在闽南寺庙、家中、生活
中常见的桌裙、布袋衣、木偶服、戏
服、神佛塑像的穿着、绣旗，挂在宫庙
门楹上的彩……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这些都是金苍绣的常见用途，与闽台
民间信仰习俗息息相关。后来，结婚
用的喜庆用品，如枕套、门帘等也有
所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6月，金苍
绣被晋江市确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咱厝安海的陈明惠便是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迄今为
止，她已从事这一手艺48年，其手中
的金苍绣品，更是蜚声于世。

本报记者 吴清华

学艺 静心才能提升
说起安海老街上的明惠绣品工艺

灯彩店，老安海人并不陌生。这间小
店迄今为止已营业30余年，口碑早已
打响，远近的街坊邻居、寺庙负责人等
都会去购买绣品。店主陈明惠是出了
名的绣娘，已有48年的“绣龄”。

1952年，陈明惠出生于安海。小
时候，她的家庭生活条件艰苦，母亲
生了5个孩子都是女儿。苦于家中无
兄弟，作为家里的长女，陈明惠早早
地懂事，渴求早日担起责任，赚钱补
贴家用。

“从小，母亲就有接一些绣品、制
衣（寿衣）、窗帘的活带回家做。受母
亲影响，我从小就会帮忙做绣品，慢
慢的就有了一定的基础。”陈明惠介
绍，刚开始学习刺绣时，十个手指头
几乎被扎了个遍，也只能忍着痛继续

做。“有时痛得泪水在眼眶打转，我也
不敢让母亲看到。趁母亲不注意，自
己偷偷拭去。”

“没有一门营生的手艺，是无法
养家的。”深知这一点后，21岁的陈
明惠经亲戚介绍，到泉州找到了一位
金苍绣的师傅，开始学艺生涯。

就这样，每天手不离针，眼不离
线，一坐至少9小时。慢慢地，陈明惠
学会金苍绣的工艺，并养成独到的刺
绣心法。“传统的金苍绣做起来颇费
功夫，不仅耗时而且耗力。静心，是
我后来擅长穿针引线的诀窍。只有
坐得住，有耐心，才能提升技艺，学习
技巧。我宁可慢慢绣，也绝不让自己
错绣、漏绣一步。”

做了多年绣娘后，由于手艺精
湛，1981年，陈明惠被请到安海工艺
厂教工人绣花。改革开放后，金苍绣
大放异彩，不少人慕名前来采购、订
做。陈明惠顺应时代潮流，从工厂出
来自己做绣活，主做桌裙和八仙彩。
上世纪 90年代，订单量越来越多，她
便买下店面开始经营，延揽技师，培
训绣工，一直到现在。

这一古老的技艺，在小镇上复苏。

坚持 一针一线一辈子
走进陈明惠这间有着 30年历史

的工艺老店，可见不少她的作品，涉
及狮虎、花草、龙、福禄寿星等，造型
灵动。

一楼是店面，二楼是作坊，不大
的空间里，摆满了绫罗绸布、木质绣
框、成品绣品、各种颜色的细线。靠
窗光线充足的大厅里，几名绣工正端
坐在椅子上飞线走丝，将人间的喜乐
细心地绣在一块块绸布上。

据了解，金苍绣品制作过程有八
道工序：画稿、打孔、绷布、印图、金葱
平绣、金葱凸绣、上浆、组装。

“金苍绣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用棉
花堆缝图形。”陈明惠告诉记者，这是
金苍绣的难点，也是金苍绣的特色。
然而，伴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几十年
间，机绣和组合绣早已大行其道。在
市场上，全部手工的金苍绣绣品价格
高，半机绣的则稍微便宜一点，机绣的
价位最低。寻常人家购买绣品，也更
能接受机绣的价位。即便如此，在陈
明惠看来，纯手工绣制的金苍绣，才最
能绽放传统技艺的精髓。

“很早之前，有人劝我买些机器
来做，认为用电脑绣更快，也能赚到
钱，我拒绝了。纯手工绣金苍绣耗时
长，但它的工艺水平是电脑绣没法比
的。机绣和手工绣的区别很明显，明
眼人一看就知道。”说话间，陈明惠拿
出两幅绣品来进行展示对比。记者
发现，这两张初看是相同样式的桌
裙，细看却大有不同。在陈明惠手中
的手工桌裙不仅更加立体，色彩更加
亮丽，而且在绣法上，还融入了她的
个性化巧思。“这是用了两种不同的
蓝色线来表现波浪纹理的节奏，龙须
绣完后，我还加了珠子衬托。相比机
绣，手工绣还多了保持色泽的工序。
正常来说，手工金苍绣放置几十年的

话，还是很亮丽，跟新的一样。”

传承 风靡闽台蜚声中外
“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

床描。”陈明惠的金苍绣作品，遵循传
统，同时也不断精益求精，富有个人
特色。“我现在年纪大了，手有点抖，
眼睛也看不清了。但我还是和绣娘
们说，要好好坚持，做出自己的特
色。”陈明惠性子慢，她缓缓地介绍
说，在这个作坊里，所有的工人都以
工作时长来计算工资，“不按照件数
来算工资，这样才能慢工出细活，保
证质量。”

走过48年的光阴，陈明惠与她的
绣娘们，日复一日地穿针引线。一坐
就是一天，一做就是一辈子的匠人精
神，令人叹服。秉持着这样的工匠精
神，慢工最终出了细活儿。陈明惠的
绣品得到了公认的好评，越来越多人
慕名前来。她的绣品走出安海，传播
至马来西亚、美国及中国台湾、香港
等地。尤其是1992年，不少台湾同胞
来泉州寻找宗教绣品。“有私人订制，
也有中间商来批发。”由于定制绣品
没有办法立即完工，不少台湾等地的
客户宁可在晋江住上一个月，也不买
机绣制品。

“当时，有个台湾人告诉我，他买
一件八仙彩带回台湾，就足够赚回路
费了。”可见，金苍绣技艺，是民间织
绣艺术的活化石，它有力地佐证了闽
南织绣文化的历史源流。同时，也见
证了两岸交流的悠久历史。

2019年 6月，陈明惠成为晋江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苍绣的传承
人。绣品和技术得到认可后，为了
宣传闽南传统金苍绣，陈明惠还曾
走出作坊，到安海幼儿园宣讲介绍
珠绣。

“希望‘金苍绣’能越走越远，让
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中国传统文化。”
陈明惠说。

“一直以为自己熬不过测试
赛，但我们还是做到了。”7月31
日晚，世中运执委办竞赛与信息
部竞赛管理处处长苏健在自己
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动态。

当日，随着晋江 2020 世
中运测试赛最后一个比赛项
目——2021 年福建省青少年
跆拳道锦标赛落幕，世中运测
试赛圆满完成了 18个项目的
测试。

“经过 18个项目测试赛的
检验，总体效果比较好，达到了
预期效果。”世中运执委办竞赛
与信息部副部长陈茂和表示，
测试赛是世中运正赛的一次预
演，全部按照正赛的竞赛标准
组织比赛，主要对竞赛团队、设
施设备、互联互通、应急预案、
执行方案进行全方位的测试，
将为正式比赛的顺利进行奠定
坚实的基础。

记者了解到，晋江 2020世
中运测试赛为晋江市承办的最
大规模系列赛事，包括 6场全
国比赛、8场省级比赛、2场泉
州市级比赛和 2场晋江市级比
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4365
名运动员、1153名技术官员参
与测试。

苏健说，在办测试赛前，如
何统一测试赛的办赛标准是世
中运执委办遇到的一大困难。
由于世中运是综合性的比赛，
而 18项测试赛又分为国家级、
福建省级、泉州市级和晋江市
级的比赛，执委办多次与上级
沟通并召开讨论会，然后对测
试赛秩序册进行修改，最多时
改了几十稿。

“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
好！”令苏健最难忘的还是今年
4月之前，也就是测试赛第一

个项目游泳开赛前的那段时
间，苏健基本每天都加班到凌
晨，“白天需要协调各部门还有
单竞委的工作，晚上要撰写各
种材料。”妻子和父亲开始对他
天天加班有意见，但看到游泳
测试赛成功举办，看到苏健做
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最终才
理解了他。苏健说，测试赛能
够成功举办，得益于许多像他
一样默默加班的工作人员，得
益于执委办这样一个团结奋进
的大集体。

“混合采访区在这边，我带
您去。”在晋江二体的赛场，游
泳、跳水竞委会新闻宣传处处长
张程钧扮演起了“导游”的角
色。张程钧原来是晋江内坑中
学的语文老师，以前从来没有接
触过记者，被借调来单竞委后，负
责宣传的他每天要接触众多媒
体，这让他有些“受宠若惊”。由
于受到场地的限制，大多数记者
都要通过张程钧的帮助才能完成
采访工作。往返看台和混合采访
区，联系被采访运动员……张程
钧每天都乐在其中。“通过我的努
力，让媒体朋友们顺利完成采访，
感觉很开心。”

更令他难忘的是自己还主
持了世中运游泳和跳水两场测
试赛的发布会。“这是我以前从
来没有体验过的。”张程钧说，
家乡晋江这几年的发展给了自
己更高的平台，“参与其中，乐
在其中！”

测试赛已经落下帷幕。下
一步，世中运执委办将重点针
对测试赛期间发现的问题，清
单式销号，逐项进行整改，同步
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全力以赴
为世中运正赛的顺利举办打实
基础。

晋江市开设学校疫苗接种专场
单日完成1.3万名学生接种

安海69岁陈明惠：

巧手绣金丝 演绎指尖艺术

赛前天天加班到凌晨 秩序册修改几十稿
“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揭秘世中运测试赛系列报道·赛事篇

本报记者 刘泽宇 田津

晋江一中华侨中学学生接种疫苗。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