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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沈茜 陈巧玲
通讯员 陈耀宗 庄凌龙） 暴雨中
义无反顾跳入河中救起落水者的
新晋江人兰靖翔昨日被正式确认
为“见义勇为”。同时，他还将阿里
天天正能量为他颁发的1万元人民
币正能量奖金捐出，帮助更多有需
要的人。

14日下午，晋江市见义勇为人
员奖励和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晋江市公安局政委苏家明一行专
程到池店镇慰问兰靖翔，充分肯定
了他的救人行为，并为他送上了见
义勇为确认证书和慰问金。

据悉，6月 11日 16时许，大雨
如注，兰靖翔在池店镇新加坡小区
旁的南低干渠内将一落水者救
起。事后，晋江市公安局在第一时
间启动了见义勇为确认程序，找到
兰靖翔及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取
证。

经调查核实，兰靖翔不顾个人
安危、英勇下水救人的行为符合见
义勇为确认标准，值得肯定与学
习。

“我的父亲在20多年前也曾挺
身而出救过一个小孩的生命，所以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乐于助
人。”被问及下水救人是否考虑过
自身安危，兰靖翔说，当时没想那
么多，只想着再不下去，人就救不
上来了。

兰靖翔 2009 年来泉州工作，
2018年来晋江创业，家中有个仅两
岁半的儿子。因下水救人，兰靖翔
在网上“火”了一把。兰靖翔说，家
里人看到视频都很为他担心，但他
不后悔，再遇到类似的事情，还会
伸出援手。

据了解，被救的落水男子吴某

是南安人，在晋江一餐馆工作。那
几天刚搬宿舍，由于不熟悉路况，
加上雨天路滑，不小心落入河中，
直至被兰靖翔救起。目前，吴某还
在医院治疗，但身体已无大碍。

14日下午，吴某所在单位负责
人周毅为兰靖翔送上感谢锦旗和
鸡蛋面线。他说，“今天代表企业

和员工家属特意来感谢兰先生，谢
谢他在危难时刻伸出援助之手。”

“我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力
所能及的事，没想到会获得这样的
荣誉，得到大家的肯定，谢谢大家！”
兰靖翔表示，自己将继续把见义勇
为的精神弘扬下去，传递社会正能
量，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和谐美好。

在闽南建筑中，红砖雕是极为
重要的装饰。在众多闽南古厝的
墙上，各种风格迥异、种类繁多的
砖雕图案非常引人注目，无论是书
法还是人物花鸟，都是栩栩如生、
千姿百态。

但是这些年，现代建筑上几乎
不会使用到红砖雕，闽南红砖建筑
越来越少，如何让红砖雕能够更好
地保留，让它不随着时代发展淡出
人们的视线呢？在咱厝深沪，有一
位沉迷于砖雕艺术的老人，他用手
中的刻刀，将一方小小的红砖，变
成了一件件栩栩如生的艺术品，让
红砖雕走近更多人的视线里。他
就是61岁的施坤谊。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 14日上
午，“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济阳柯
蔡委员会安海片区分会”（以下简称

“济阳柯蔡安海片区分会”）举行第五
届理监事就职仪式，蔡文渊连任分会
会长。

当天会议总结回顾通报了过去
一届会务情况及财务情况，并为新
一届理监事会成员颁发了聘任证
书。

据了解，济阳柯蔡委员会安海片
区分会是由安海、永和、龙湖、内坑、
灵源的柯蔡宗亲和社会热心人士组
成的联谊组织，是地域性、学术性、
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该会自成立
起，始终坚持弘扬祖德、溯源探本、
敦亲睦族、文明家风、扶危济困、协
调纠纷、编修族谱，继承和传播中华
文化，围绕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
和谐社会的立会宗旨，认真开展各
项会务工作。

“济阳柯蔡委员会安海片区分会
主要开展的工作有济阳柯蔡文化研
究、保护与传承，奖学助学，扶贫济困，
调解纠纷及加深宗亲联谊等。”蔡文渊
介绍，开展济阳柯蔡文化研究，旨在让
族人认识本族历史及先贤对社会、对
国家贡献的丰功伟绩，激发荣誉感，赓
续精神、发扬光大。与此同时，该会还
十分重视宗亲联谊活动，特别是闽台
文化的对接，通过“五缘”文化的交流
及互动，加深海峡两岸宗亲的血脉情
谊，增进认同感。

据介绍，长期以来，济阳柯蔡委
员会安海片区分会都十分重视下一
代的培养工作。为了营造崇文重教
的良好氛围，鼓励柯蔡子女积极进
取，分会大力开展奖学、助学活动，
表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帮助家庭
经济特别困难的大学生。在广大热
心公益的柯蔡宗亲们踊跃捐款下，
2008年至 2021年，分会累计助学 200
人，发放助学金 51.6万元（人民币，下
同）；奖学 910人，发放奖学金 98.3万
元。同时，分会还坚持开展扶贫济
困工作，自 2008年以来共慰问贫(病)
困人员 21 人次，慰问金达 13 万元；
发动宗亲捐款资助重大病灾、遇交
通事故需救急的人员，金额达 30万
元；并且，每年春节前都会组织关心
慰问 90岁及以上老人，分别送去 800
元的慰问金及油米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疫情防
控工作中，济阳柯蔡委员会安海片
区分会积极作为，主动向安海镇政
府捐赠了一批急需的防疫物资。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14日是
第19个“世界献血日”，晋江市稀有血
型协会正式成立，丁长明任会长。这
也是福建省第一个，中国第十个稀有
血型协会。

据了解，稀有血型者在亚洲人群
中所占比例只有千分之三。为此，建
立一个能够有效联系、应急供应的稀
有血型者组织极为重要，对于保障广
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具有深远意义，也
为救助生命，打造健康晋江，筑起一道
坚固的防火墙。

据不完全统计，晋江现有稀有血
型者 200多人。“成立稀有血型协会，
主要是团结晋江的稀有血型者，发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进一
步增进感情、加强沟通，关键时刻能
够实现互帮互助，为无偿献血公益事
业贡献力量。”丁长明表示。

新晋江人兰靖翔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暴雨中，他奋不顾身跳河救人”追踪

深沪61岁施坤谊：最爱一方红砖雕
本报记者 黄海莲

福建省济阳柯蔡委员会
安海片区分会换届

晋江成立稀有血型协会
是福建省首个

落水者所在单位为兰靖翔（左）送上锦旗和鸡蛋面线。兰靖翔拿着“见义勇为”确认证书和慰问金。

在施坤谊居住的这个有着
16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到处都
是他的作品和工具。房间、客厅、
阳台，放眼所及，地上到处堆放着
各式各样的砖雕作品。这些作品
里最多的，便是各种各样的书法
砖雕。

施坤谊极其喜欢雕刻阴雕作
品，越难他越喜欢挑战。他用三
年多的时间雕刻了一幅由18块条
石组成的《兰亭序》，整个作品仿

泉州开元寺门口紫云屏的规格，8
米×3米，用方砖一块一块雕刻，再
拼接到条石上。而后他又花了一
年的时间，雕刻了一幅 0.6 米×
1.75米规格的单条石《兰亭序》。

四年多的时间，只为一幅《兰
亭序》，因为施坤谊爱上了书法在
红砖上的呈现。将那些灵动的字
体复刻到红砖上的时候，他总是
心动不已。这些年，他不断将弘
一法师、吴鲁、张瑞图等名人的书

法作品变成一幅幅砖雕。这些作
品成为许多人的心头好，有很多
藏家从各地专程找他定制。

这两年，施坤谊也尝试创作
一些现代作品，比如建党百年、学
雷锋、不忘初心等主题作品，让砖
雕作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
伐。

在他眼里，时代不断前进，传
统不能遗忘。1977年盖的那座
古厝，虽然已无人居住，但他偶尔
还会去看看。如今，历经岁月洗
礼，那墙上的红砖愈红，那红砖上
的“福”字也愈发红艳。

砖雕融入了书法、美术、篆刻
等艺术要素，要以细腻的“笔”触、
入微的心思，用心去雕琢，还要求
无论是形象的刻画还是构图的布
局都要有全局观念，才能构造出
严密精致的砖雕。

从小，施坤谊就对红砖大厝、
砖雕有着说不清的喜爱。常常四
处去看老房子墙上的各种砖雕。
初中时，外婆家附近有人盖房子，
请的惠安师傅就住在他家附近，

别人一放学就到处玩，他则围着
师傅打转，看师傅怎么做砖雕，师
傅见他喜欢，就偶尔抽空教他。
因为喜欢，他还自学了篆刻。
1977年，家里翻新厝，施坤谊亲
手刻出红砖影壁上的“福”字。

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施坤谊
将这一爱好搁置，只是偶尔动动
手，雕刻一两方红砖把玩，或者有
朋友找来才会刻上一两方。

17年前，偶然得到的一幅残
缺的砖雕作品让施坤谊下定决心
要专心于砖雕。

“你能看出来哪个字是新的，
哪个字是旧的吗？”施坤谊拿出一
叠砖雕拓纸，指着其中一对对联
问道。让施坤谊收藏了许多砖雕
作品的拓印版，其中一些是由他
收藏的旧砖雕的拓印，而大部分
则是他自己的砖雕作品的拓印。
这副对联便是他修补后拓印下来
的，联上写着“云里帝城双凤阙，
雨中春树万人家”，是出自王维的
诗句。“这是一副从古厝抢救回来
的砖雕作品，前后各缺了一字。”

施坤谊对这副砖雕的历史如数家
珍，古厝的主人是谁、书写的人是
谁，这个人的书法特点，他都了如
指掌。“只有了解了，才能修补出
原来的神韵。”施坤谊花了很多时
间才将其修补完整。修补后的砖
雕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新旧字
之间的区别。如今，这副砖雕对
联收藏于晋江市博物馆。

能够修旧如旧，将这些充满
历史感与美感的砖雕作品好好留
存下来，施坤谊非常有成就感。
也正是这副砖雕作品，让施坤谊
决定专心于砖雕。

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闽南红
砖雕技艺，但是凭着刻苦钻研，以
及多年累积的经验，施坤谊很快
在砖雕领域走出了自己的一方天
地。他四处观摩古建筑里的红砖
雕，研究生雕、熟雕、模雕的不同，
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方法。2009
年，他雕刻的砖雕作品《再借亭》
被泉州博物馆收藏。再后来，他
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收藏，很
多人专程上门找他定制。

早上 9点多钟，晋江深沪镇沪江
路旁一座房子里。施坤谊正坐在阳台
的小板凳上专心地雕琢着手中的红
砖，他的妻子正用缝纫机做着服装厂
带回来的活。夫妻俩各自埋头专心手
上的活计，也不搭话，在这座建于上世
纪90年代的老套房里，回荡着的只有
缝纫机有节奏的“嗒嗒”声和刻刀在红
砖上一刀一刀发出的声响。

这是每天早晨都会有的一幕，自从
迷上了红砖雕，施坤谊的阵地就转移到
了这个阳台上。“这里光线最好。”他竖
了块木板在洗衣槽边，上面用夹子夹着
书法作品，使其成为一个简易的画架，
而他，则坐在小板凳上，用椅子当桌子，
对着画架上的书法作品，用手中的刻刀
一笔一画地在红砖上雕琢。别看条件
和工具简陋，随着时间的流逝，红砖上
的字渐渐显出神韵，行云流水的感觉竟
犹如画架上的那幅作品直接活了一
般。这是一幅张瑞图的作品，要将其字
的神韵还原并非易事，施坤谊每下一刀
都小心翼翼，“3天才能刻一个字。”

这是一个费眼费心还费手的活，
因为是全手工，每天雕刻的时间有
限。“刚开始，一天会雕刻七八个小时，
这两年，从三四个小时到现在的每天
两三个小时。”施坤谊扶了扶眼镜说，

“年纪大了，眼睛不行了，最重要的是
手受不了，雕刻久了手指很疼。”为了
让手指不那么难受，避免受伤，他还自
制了手指套，每次开工前都要在大拇
指、中指和小指上套上手指套。

3天才能刻一个字

专注砖雕17年

沉迷于以书法为主的砖雕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