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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明宣 曾小
凤） 18日上午，伴随着鸣笛声，
载有卫生用品、箱包、鞋服及工艺
品等货品的75010次中欧班列从
泉州东站缓缓驶出，标志着海上

丝绸之路起点泉州首次开行中欧
班列，也为晋江外贸打开物流新
通道。

据悉，此次班列搭载50个货
柜重约 445吨，总货值约 1037万

元人民币。其中晋江市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福建中善进出口公司、
婴舒宝（中国）有限公司等三家企
业的货物占比约一半。班列从泉
州东站始发，经由满洲里国境站
出境，直达俄罗斯莫斯科，总行程
10960公里，预计用时20天，与原
有海运方式比较，运输时间可节
省25天。

“此次中欧班列开行是雪中
送炭，解了企业运输之急。”美佳
爽（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汉河
说，疫情下国际海运一柜难求、运
费上涨幅度大。现在货物从家门
口就能搭乘国际班列，且运输时
间与海运相比节省不少，大大降
低了企业运输成本。

陈汉河的无奈并非个例。疫
情发生以来，海运集装箱在海外
港口滞留，国内“一箱难求”，航线
减少、海运价格翻倍上涨、通路不
畅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晋江对外贸
易的发展。

泉州市嘉利儿童用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艺娟告诉记者，去年
以来，公司的订单翻倍增长，可无
奈的是利润被疯涨的海运费用

“吃掉”了不少。“一听说泉州开通
了中欧班列，我们第一时间了解
了相关政策。”

“此前省内只有厦门开通中
欧班列，然而受限于货柜数据，外
加需要把成品从晋江送至厦门指
定仓库，很多企业嫌麻烦也就没
有第一时间向客户推荐。如今，
家门口的欧洲班列专门服务于泉
州企业，无论是货物运输档期还
是运输效率，都有望优于疫情下

的海运。”陈艺娟说。
“疫情之下，相比海运，铁运

的性价比会更高。”本地货运公司
相关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目前，中欧班列一个柜的运输成
本大概是 12000美元，而同样一
个柜海运的成本则达 15000 美
元，甚至更高。此外，同等路程，
中欧班列比海运时间少了一半
多。再加上中欧班列属于专列，
整体的通关效率也会更高。

陈汉河表示，中欧班列的开
通，对长期做出口的企业而言，增
加了一个通道，订单将源源不
绝。希望该班列能够稳定高效地
运行，助力泉州对外贸易更上一
个台阶。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鉴
于泉州地区外贸企业物流运输的
体量比较大，后续中欧班列（泉州
—莫斯科）将常态化开行，持续性
为泉州外贸企业拓展物流新通
道。

晋江作为外贸出口大市，
2021年前 9个月外贸出口 673.59
亿元人民币、比增 87.97%，对比
2019年同期增长 54.2%，其中向
欧盟出口68.89亿元人民币，增长
57.6%，订单数量仍在不断攀
升。中欧班列（泉州—莫斯科）开
行，将助力晋江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推动

“晋江制造”走向世界。

“传统的木雕不仅要继承传统，而
且还要不断创新创作，让千年技艺焕
发新的生命力。”1980年，郑银聘成立
了晋江市艺达木雕美术有限公司，不
断传承创新潘山木雕工艺。从那时
起，郑银聘便开始有意识地培养雕刻
技师，先后培养出 200多名各工序雕刻
技师。现在，他的工作室仍有 100多人
跟着他学习。

除此以外，郑银聘还定期到金井职
业中学、潘径中学、侨声中学、潘径实验
小学等学校讲课、培训，在泉州师范学院
成立教学实践基地，并且联合晋江职业
中专学校成立“东石镇木雕产业人才培
育基地”，积极培育木雕人才。“作为‘非
遗’传承人，技艺传承也是我的一种责
任。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学习木雕技
艺。我跟多所学校配合，推动木雕技艺
进校园，就是希望增进学生对木雕技艺
的了解，并产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不久前，郑银聘成立了潘山木雕艺术
研发中心，并着手打造潘山木雕文化传承
基地和晋台庙宇建筑与木雕文化展示区，
通过实物、文字图片等手段宣传、展示晋
江和台湾的庙宇建筑、木雕文化。他还专
门整理了一套潘山木雕工艺文本，文本里
详细地记录了木雕材料、传统工具、主要
技法、木雕题材等内容，为传承潘山木雕
传统技艺提供了理论支持。

郑银聘说他一直牢记自己师傅讲的
一句话：“要做到老学到老，功夫永远都
学不完。”在传承教学的过程中，他都会
要求学生做到两点，第一是认识到潘山
木雕传统技艺的宝贵性，第二要用心地
学，“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真心地爱这
门技艺，更好地去传承这门技艺。”

在艺达木雕厂的一楼，郑银聘用传统
技艺将闽南木雕、石雕、砖雕整合在一起
做了一个门厅，从屋顶的藻井到墙上的花
格门窗，都有潘山木雕传统技艺的身影。

“你看这个花窗上的竹叶字，是我特意刻
上去的，左边是‘传承创新’，右边是‘弘扬
国粹’，我希望传承和创新是无时无刻都
在进行的。”郑银聘指着墙上的花窗说道。

本报讯（记者 董瑞婷） 18日上午，在晋
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晋江市召开了2022
年“十佳美丽晋江人”、新时代好少年暨道德模
范新春慰问座谈会、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推进会。

据了解，近年来，晋江市广泛开展各类先进
典型的推荐评选表彰活动，目前已拥有 2名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65名“十佳美丽晋
江人”和“福建好人”、“中国好人”，12户家庭荣
获各级文明家庭称号、21位同学入选各级新时
代好少年，还拥有4名省五星级志愿者。

当天活动还组织参会人员前往参观晋江经
验馆；向“十佳美丽晋江人”、道德模范（男满60
周岁、女满55周岁）发放敬老慰问金，向家庭困
难的“十佳美丽晋江人”、道德模范发放帮扶补
助金；为泉州市级文明家庭颁发证书和奖金。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近日，晋江市女企
业家联谊会英林小组组织到英林镇慰问贫困母
亲，在新春临近之际，为她们送去温暖和关怀。

每到一处，女企业家们都关切地询问这些贫
困母亲的家庭和工作状况。来自英林村的贫困母
亲林女士智力有缺陷，丈夫体弱多病，儿子残疾，
一家人相依为命；来自嘉排村的贫困母亲林妈妈
因脑病动过手术，儿子中风，但她十分坚强，每天
坚持带儿子去公园运动……在走访中，女企业家
鼓励这些妈妈勇敢面对困难，积极面对生活。

当天，英林小组共走访慰问了22户贫困母
亲，向每户送上 1000 元（人民币，下同）慰问
金。据了解，晋江市女企业家联谊会英林小组
已连续22年坚持慰问贫困母亲，累计送出慰问
金约50万元。

泉州开出首趟中欧班列

晋江外贸打开物流新通道

东石65岁郑银聘：

手握刻刀52载 精雕细琢人生路

尊崇道德模范 弘扬榜样精神

英林女企业家慰问贫困母亲

1月18日，中欧班列缓缓驶出泉州东站。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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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在2021年度晋江市技能大师工作室授牌
仪式上，晋江市艺达木雕美术有限公司的郑银聘木雕
技能大师工作室榜上有名。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的潘山庙宇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木雕技能
大师郑银聘获得过数不清的荣誉：国家一级/高级技
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文化管理十大年度人物、福
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首批省级传统建筑修缮技艺
传承人、福建省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泉州市工艺美术
协会副会长、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会长……郑银聘擅
长人物、花鸟和寺庙佛像雕刻的创作与制作。他的作
品广受收藏家的青睐，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大奖。

在郑银聘从事木雕技艺的52载岁月里，木雕为
他带来了荣誉，也成为他骨子里抹不去的基因。今
天，让我们走进他的故事，一起感受他的雕刻人生。

本报记者 黄海莲

郑银聘1957年出生于东石镇潘山村，这是远近
闻名的“木雕村”，在上世纪 60年代的鼎盛期，村里
从事木雕工艺的人占到了 80%。从小，郑银聘耳濡
目染，对木雕便有着浓厚的兴趣。1971年农历正月
初八这一天，对于郑银聘来说，终生难忘。14岁的
他正式拜师学艺，师从潘山庙宇木雕工艺创始人柯
子庆的儿子——民间雕刻大师柯贤成、柯贤兴，从此
开始自己的雕刻生涯。那个时候，潘山村的木雕主
要以眠床雕刻为主，郑银聘跟师傅边学边做，在刻苦
钻研下，技艺日益精进，学艺三年便出师了。

从做眠床雕刻，再到后来的古建木雕、佛像雕
刻，以及工艺美术作品创作，郑银聘从拿起刻刀的那
一刻起，便再也放不下木雕这门手艺了。50多年
来，他潜心钻研，不断创新，不仅成为潘山庙宇木雕
代表性传承人，更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创作出许多贴
近大众的艺术作品。

“艺术源于生活。”郑银聘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
实生活，人们劳作的场景，生活中的玉米、丝瓜、粮仓、
羊、老鼠……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在他的刻刀
下都化为高雅的艺术作品。在郑银聘的木雕作品展
厅里，草鞋、犁地、养猪、下象棋等题材作品栩栩如
生。“《庆丰收》展现了丰收时孩子们在谷堆上庆祝的
喜庆画面，那是我幼年时的企盼，丰收了大家才有饭
吃。而《养猪》这个作品，是回忆着奶奶完成的。”郑银
聘记得，当时家庭生计困难，奶奶养了两头猪便是一
家的希望，如果哪天猪生病了吃不下东西奶奶也会跟
着犯愁吃不下饭，如果看到猪长得好，奶奶的心情也
会变好。“这些作品承载着我们这一辈对于以前生活
的回忆，并希望能让年轻人对老一辈生活有所了解。”

潘山木雕技艺善于雕刻庙宇、佛像、人
物、花鸟鱼虫，技法精湛、作品逼真细腻。
郑银聘全面继承和掌握了潘山木雕技艺，
并将其带到了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地区。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学甲慈济宫的周
大围看到郑银聘为漳州白谯慈济祖宫所做
的雕刻后，找到郑银聘，希望他能为台湾的
学甲慈济宫雕刻作品。这一次的互动为郑
银聘打开了与台湾木雕界的交流大门，从
此他与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

郑银聘先后多次与台湾业界享有盛名
的高级雕刻大师进行合作与交流，获得丰富
的寺庙建筑雕刻经验，并不断创新寺庙雕刻
技艺。在郑银聘看来，台湾庙宇与大陆的庙
宇在细节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要符合他们的
要求，就要更加一丝不苟，精工细作。

靠着过硬的工艺与诚信的品格，40多
年来，郑银聘和他的团队已为台湾 400多
座庙宇以及东南亚各种庙宇等古建筑制作
雕刻，在海峡两岸工艺美术交流和潘山木
雕技艺传承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把刻刀半世纪

为台湾400座庙宇雕刻

传承无时无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