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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赋能 文化兴镇

磁灶新增8张“非遗名片”
本报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李玲玲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开展
“点题整治”。为创优人居环境、
规范交通秩序，昨日上午，一场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在晋江陈埭
镇湖中村拉开大幕。

“这是群众点的‘题’，大家希
望生活家园更加整洁有序。”湖中
驻村工作队队员马红说，日前，网
格人员在入户过程中，收到部分
群众反映，过去一段时间连日降
雨，沟渠边、房前屋后滋生蚊虫，
影响生活，“群众告诉我们，希望
加强环卫保洁、消杀行动。”

立说立行。为了把实事办在
群众心坎上，驻村工作队第一时
间召集工作队及各二级网格负责
人展开商讨分析，针对群众反映
较多、较急切的问题，逐个进行整
改整治。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行动的号召一发出，全体二级网
格负责人带头在各自网格召集党
员参与。

为了让行动形成更浓厚的声
势，驻村工作队还邀请了湖中村周
边多家单位及企业的党支部一同
参与，包括晋江市第三医院、陈埭
烟草专卖管理所、建设银行陈埭支
行及泉州刘开勇模具公司等。

昨日上午 8时 30分，30多名
党员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分成 5

个小组展开行动。大家按照分
工，分别负责道路清扫、垃圾桶
清洗、小广告清理、违章停车纠
察、卫生死角清理、环境消杀等
工作。

“红马甲”穿梭在大街小巷，
也带动了群众参与。其间，一些
群众也拿起扫帚、提起水桶，清扫
家门口的卫生，并规范停车。

“党员带头做示范，是为了更
好地携手群众共建共治，营造‘人
人都是主人翁’，参与建设家园、
社会治理的良好氛围。”湖中村驻
村工作队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打
造网格化基层治理新格局，驻村
以来，工作队迅速组织入户摸排，
对网格进行优化布局，以物理空
间为基础，结合“房头角落”区分，
以及前阶段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
实践，将湖中村划分成6个二级网
格，再细化18个三级网格。目前，
6个二级网格党群服务站已陆续
进驻。

配强网格队伍方面，由包村
干部、镇下沉人员、驻村工作队成
员担任二级网格指导员，村两委
担任二级网格长，巡逻队员担任
二级网格员；三级网格员优先选
任“两代表一委员”、村民代表、党
员，并吸收“新晋江人”参与。

当天开展的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在第四网格吹响集结号。
据介绍，该网格目前正在构建

“一核、多元、共治”模式，全力打
造党员活动、邻里服务、志愿服

务的共建共享阵地，引导党员驻
点、网格员入格、志愿者进站、专
业人员进网，形成一支“党员带
头、多元参与、多方联动”的网格
服务队伍，实时传达指令、反馈

信息、收集民意、回应诉求、解决
问题，将党建阵地和便民服务推
进到广大党员群众的“家门口”，
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格、大事不
出村”。

聚焦群众点题 网格行动解难
陈埭湖中：党群齐上阵 人居环境整治掀热潮

本报记者 王诗伟 董严军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昨日，记者从晋江市陈埭
镇侨联了解到，日前，香港福建体育会举行第 22届理
监事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监事会成员，陈埭旅港乡贤
许志群当选理监事会会长。

据了解，香港福建体育会创立于 1925年，长期以
来，该会秉承“敦睦乡谊、服务乡亲、造福社会”的创会
宗旨，在广泛组织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同时，积极开展
海内外乡亲联谊活动，为推动闽港两地的经贸、文化、
体育等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促进香港繁荣稳定和家乡
现代化建设。

新任理监事会会长许志群虽然长年旅居香港，但
他心系桑梓，不仅积极参与当地各项社区事务，也热心
参与家乡建设及各项社会事业。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 19日，旅菲龙岱洋埭李
（涵埭）同乡会举行新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晋江陈埭
镇涵埭村旅菲乡贤李清鸿荣任理事长。

据了解，旅菲龙岱洋埭李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广泛
团结在菲涵埭乡亲，积极服务社群、造福乡亲，开展了
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活动，凝聚乡情乡谊，为菲律宾的地
方经济建设、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多
年来，李清鸿与广大旅菲陈埭乡亲，热心参与家乡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

陈埭乡贤许志群
当选香港福建体育会会长

旅菲龙岱洋埭李同乡会
陈埭乡贤李清鸿任理事长

19日晚，在“亲亲闽台缘”两岸非遗文化嘉年
华、晋江市2022年文化体育旅游节暨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活动启动仪式上，首届“世遗磁灶窑杯”陶
瓷艺术大赛正式启动。

据了解，举办“世遗磁灶窑杯”陶瓷艺术大赛
旨在传承和用好“千年陶瓷发源地”优势，着力打
造“磁灶窑”文化品牌，推动磁灶窑陶瓷艺术创新
发展，激励陶瓷艺术家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创作
和展示一批既有深厚传统意蕴又有当代文化精神
的陶瓷艺术精品，助力磁灶乡村振兴和文旅产业
建设，推动磁灶窑在新时期再创辉煌。

活动现场公布了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习所名单、第二批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及晋江市第七批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举行授牌仪式。磁
灶窑陶瓷烧制技艺传习所、泉州刣狮（晋江狮阵）
传习所、磁灶陶器烧制技艺（苏垵“黑茶古”）传习
所、闽南红砖雕刻工艺、宅内鲜花花灯制作技艺、磁
灶窑陶瓷装饰技艺，以及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传承
人吴康为、磁灶陶瓷雕塑技艺传承人李长春等8个
磁灶项目（传承人）名列其中。

“举办‘世遗磁灶窑杯’陶瓷艺术大赛，是磁灶
借力世界遗产的品牌优势，助推文旅产业全面发展
的又一次实践；8个磁灶项目（传承人）入列‘非
遗’，则是对磁灶近年来在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及阵
地建设方面工作的肯定。”磁灶镇镇长蔡文卿表示，
以此为契机，磁灶将进一步做好“世遗”主题宣传，
持续擦亮“世遗”名片；进一步用好“非遗”名片，做
好文化传承、保护，借力文旅赋能，推动文化兴镇。

泉州刣狮（晋江狮阵）传习所位于三吴村西边辽文体活动中心，是狮阵文化的主要传承、传播阵
地，更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晋江市展示点。传习所配套有操练基地和青狮阵展示馆，图文并茂地
展示了技艺流程、传承传播情况和活动风采，同时陈列有武术器械、狮头、龙旗、虎旗、关刀、剑、盾
牌、耙等常见兵器，还有锄头、扁担等农具。

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传习所位于世界文化遗
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
点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的主题展示馆——泉
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内部，配套有“磁灶窑：宋
元泉州外销陶瓷生产基地”主题展陈馆、培训大
堂、接待室、座谈室及大型广场等，面积约3300平
方米，具备开展传习、交流等活动的条件。

磁灶陶器烧制技艺（苏垵“黑茶古”）传习所位于磁灶苏
垵村，是苏垵“黑茶古”的集中展示、传承传播基地，不仅图
文并茂地展示了苏垵“黑茶古”的工序流程、传承人谱系及
传承传播情况等，更常态化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是闽南文化
生态保护区晋江市展示点。

磁灶镇素有“中国陶瓷重镇”美誉，有1500多年的陶
瓷烧制历史。宋元时期，“磁灶窑”成为泉州外销陶瓷的
重要生产基地。

磁灶窑陶瓷装饰技艺繁复多样，施釉工艺采用“化妆
土”技术，施釉“不到底”，釉色丰富，有青、绿、黄、黑、酱五
大类，以绿釉独步天下。装饰手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刻
划、模印、堆贴、雕刻、剔花、彩绘和釉彩，因器而异，工艺
娴熟。装饰纹样纷繁迭出，其主体图案为各种植物花卉
和龙、凤、麒麟、孔雀等祥瑞动物。

磁灶窑陶瓷装饰技艺博采众长、别具一格，其中剔
花、黄绿釉的装饰技法吸取北方磁州窑风格；刻划、贴塑
则传承自龙泉窑、景德镇窑；釉下褐彩的装饰师承唐代长
沙铜官窑。

宋元时期，伴随着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兴盛，磁灶窑陶
瓷装饰技艺达到鼎盛，在器形、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
场需求的风格，体现了宋元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
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显现出中国陶瓷发源地之
一和中国重要的外销陶瓷主产地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闽南砖雕是闽南建筑的重要组
成部分，指在红砖上雕刻或模印出各
种花纹图案的装饰作品。闽南红砖
雕刻工艺在晋江主要分布在磁灶镇。

闽南砖雕可分为单砖雕、拼砖
雕及拼花等多种形式，雕刻技法也

颇为丰富，或浮雕，或平雕，或
线雕，深浅不一，错落有致，为
闽南砖雕形式的代表。砖雕

创作题材丰富多彩，一般采
用具有一定吉祥寓意的动

物、植物或人物及几何
纹样，也有不少采用“谐
音”的方法，将各种普
通的形象赋予生动的
人文色彩及旺盛的生
命力。

闽南红砖雕刻工艺
是闽南建筑“红砖、赤瓦、
白石基”这一独特闽南特
征建筑风格的体现，是泉

州古城悠久历史的见证，是
闽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及重要载体之一，同时也是反
映海峡两岸同根同源重要的代表性

例证，具有极高的保护和研究价值。
近年来，磁灶镇重视闽南红砖

雕刻工艺的保护和传承，坚守传统，
积极开展文化宣传活动，扩大闽南
砖雕及其技艺的影响力；同时，积极
以砖雕为基础，结合各类文化题材、
市场需求，进行技术改良，创作、开
发一批文化产品。

泉州刣狮（晋江狮阵）传习所

闽南红砖雕刻工艺

磁灶宅内鲜花花灯制作技艺作
为磁灶民间技艺，始于清朝中期，有
着300多年历史。

据《晋江县志》记载，早期闽南人
有种花簪花的习惯，尤其喜爱花形雅
致、气味清香的白玉兰。宅内花商发
现了这处商机，就在自家屋前屋后种
上了白玉兰和各种各样的时令鲜花，
宅内因此而出名。经过数百年，当年
的一棵棵玉兰树苗如今都已是百岁
大树。

鲜花花灯这项手工艺在宅内发展
传承数百年，成品畅销闽南地区。在
清中晚期，宅内村还设有一个鲜花集
市，和泉州云麓花村相媲美，有“千花
云百花宅”的说法。彼时，花市以售卖
鲜花和手工制作的花灯、花篮等为主，

闽南各地的花贩都会前来选购，很是
热闹。

作为闽南地区信仰文化的鲜花
制作工艺，见证了曾经的“世界宗教
博物馆”泉州的发展，助推了泉州“此
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半城烟
火半城仙”之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
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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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传习所

磁灶陶器烧制技艺（苏垵“黑茶古”）传习所

磁灶窑陶瓷装饰技艺

宅内鲜花花灯制作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