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一场细雨过后，晋江市东
石镇镇区的十郎纪念楼前，花木郁郁
苍苍，玉兰花瓣被雨打落散了一地。
蔡书剑匆匆走过，无心欣赏。他急着
上楼，去看族谱的修缮情况。

蔡书剑今年 59岁，与民俗文化、
谱牒文化打交道却已有 40多年。自
18岁接触谱牒文化以后，他40年如一
日醉心其中，将业余时间都倾注当中，
历年来，出版了谱牒文化相关的书籍，
又有多篇地方志、谱牒论文发表于史
志、谱牒杂志。如今，他正忙于《东石
玉井房蔡氏族谱》的校正工作。

收藏书契 见证两岸贸易发展

蔡书剑是土生土长的晋江东石
人。1981年，在家人的影响下，他开
始接触谱牒文化。“当时家中长辈在

修族谱，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对族谱
的内容产生了兴趣。”自此，蔡书剑打
开了一扇门，他不仅从中了解了家族
的历史，也了解了谱牒文化对于亲缘
关系的重要性，“谱牒作为记录家族
血缘关系的文献，是凝聚着先祖文明
的精神纽带，展现的是中华文化的
根。”后来，蔡书剑加入晋江市谱牒民
俗学会，参与谱牒文化研究。

蔡书剑家族的七世祖蔡文由于
清乾隆二十四年前往台湾，后率 5位
兄弟联手经营，居住于嘉义县布袋栈
寮东安村，于嘉庆年间创办“源利”商
号，拥有 99艘对台贸易的大帆船，创
办有典当、药材、布厂、盐埕等，富甲
一方。其家人往返台湾东石，留下了
大量对台贸易的实物资料。

因为自小接触谱牒文化，蔡书剑

对于家族历史和地方历史都比较上
心。他收藏保存了其家族先辈对台
贸易的大量实物资料，相关书契跨度
近 200年，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对台贸
易有着极大的意义。

2010 年，《晋江文化丛书（第 5
辑）》（套装共6册）出版，其中的《东石
源利族人徙台货殖书契》一书就是由
蔡书剑与蔡长安合著完成的。在这
一册中，引录东石源利族人在台湾开
发时的相关书信、契约、字据，概以尊
重历史原貌为准则，皆以原样抄录。
书里收录的书信、契约、字据、印章，
全部都是蔡书剑提供的。

“2008年开始着手编著这本书，
为了将这横跨百年的书契做较有条理
的整理，我们特别将这些书契做了分
类，将往来两岸的书信（其中包括贸易
书信）称为‘信’；将购置房地产、厂肆、
份的凭据称为‘字’；将结账、互借钱银
凭据称为‘单’；将对鱼媪、商号、厂肆
管理相关契据称为‘契约’等。”蔡书剑
说，为了尊重历史，该书还原抄录了
100多份书契、几十方印章。

醉心地方民俗文化及谱牒文化

蔡书剑醉心于民俗文化及谱牒
文化，哪怕家中生意繁忙，他也总是
抽时间去查证和研究。这些年来，他
不仅担任晋江市地方志学会理事、连
任数届晋江市谱牒民俗学会副会长，
参与各种谱牒文化研究、交流，还与
蔡长质等人发起创办了《仁和里》地

方文化刊物。至今，《仁和里》已经出
到第12期，里面主要刊登关于东石地
方文化民俗等相关文章。

如今，蔡书剑正参与其家族《东石
玉井房蔡氏族谱》的修缮工作。从东
石玉井蔡氏肇基始祖蔡十郎开始，东
石玉井房蔡氏传衍至今六百余年。
2019年，《东石玉井房蔡氏族谱》准备
重修。这对于一个繁衍了数万人、人
员遍布东南亚的家族来说不是容易的
事情。2019年的端午节当天，《东石玉
井房蔡氏族谱》进行了隆重的启笔仪
式，蔡书剑负责部分材料的收集、核对。

在蔡书剑看来，修缮族谱是一点
也不能马虎的事情，但是现在很多地
方修谱越来越简化，只记录了各代各
房各户的名字及生卒时间，没有人物
的基本简介，成了单纯的“生死簿”，
想要从中获得更多信息比较难。“我
曾经在内坑一个村的族谱里，看到里
面记载了某某将榨甘蔗的工具引进
村里，带动了村里制糖业的发展；也
曾经看过东石一个村的族谱里记载
着其先祖最先种蚝的事情。这些不
仅是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地方的历
史。”因此，当《东石玉井房蔡氏族谱》
准备重修时，他就开始走访老人，记
录老人的口述，收集查证各种信息，
然后和修谱的主笔蔡耀曾一起探讨。

为了方便研究与工作，蔡书剑在
家中一楼和三楼都设置了书房。“经
常有爱好地方民俗文化的朋友来访，
为了不打扰家人，我就在一楼又设了

一处书房，在楼下泡茶话仙，不管畅
谈到多晚都不怕打扰到家人。”如今，
没有朋友来访的时候，蔡书剑一有空
就坐在一楼书房角落的书桌前进行
紧张的校对、核查工作，他手中的《东
石玉井房蔡氏族谱》初稿中，每一页
都有他用红笔标注的内容。“《东石玉
井房蔡氏族谱》计划将于今年的10月
份圆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蔡书剑：醉心谱牒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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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中心商圈未形成，过境
交通网格型切割导致区域碎片
化，人居环境历史欠账较多。”22
日，晋江新塘街道党工委书记蔡
清渠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这是
新塘街道当前发展存在的短板和
不足。

反观另一面，新塘街道是晋
江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泉
州环湾发展的重要组团，又是晋
江与石狮的连接点，拥有集成电
路科学园、国家 3A级旅游景区梧
林传统村落，机场、高铁、高速公
路等交通枢纽环绕周边……发展
条件得天独厚的新塘，也被寄予
厚望。

做优“必答题”，做强“加分
项”。蔡清渠介绍，“后发优势”日
渐凸显的新塘街道，把发展目光和
行动主要锁定在两方面：一是以

“‘芯’小镇提质扩容”为抓手来强
产业；二是以“城建品质攻坚行动”
为抓手来兴城市，从而加快建设宜
业宜居宜游的特色“芯”小镇。

在强产业方面，“盘旧拓新”
是“芯”小镇提质扩容的有力举
措。

走进正在建设的金冠电子产
业微工业园，刚进驻半年多的盛维
电子公司，一期投产项目产值已近
1000万元人民币，实现了闲置厂
房的再盘活、再利用、再创收。

据悉，该微工业园毗邻集成
电路科学园，园区用地将近 64
亩。除了已投产的盛维电子和已
入驻的中探探针公司，园区内其
余厂房正进行标准化改造提升，
预计可盘活闲置空间共计 9.4万
平方米。

“今年下半年，我们还将适时

启动联华大道北延伸项目征迁。
届时，可整合道路两侧土地将近
200亩，作为科学园的拓展空间。”
蔡清渠说，新塘街道还将加快实
施“互联互通”工程，尽快打通盛
华路南延伸连接二重环湾的断头
路，加快建设集成电路科学园联
通梧林传统村落的快速通道和步
行漫道，既为产业发展拓足空间，
也将更好地满足园区企业员工尤
其是高端人才对周边生活休闲等
配套需求。

在兴城市的举措上，梧林传
统村落的保护开发，是优势更是
支点。

驱车驶入梧林大道，一栋被
蓝色防尘网包围的三层建筑正在
施工。“这是我们利用原有建筑改
造建设的餐饮楼。”蔡清渠介绍，
该楼名为金塔楼，建成后将引进

茶餐厅等餐饮企业，填补梧林景
区餐饮场所配置不足等短板。

梧林还将迎来大变身。以争
创国家 4A级旅游景区为契机，6
月底，梧林二期的高端精品酒店、
大师工作室、动静吧、地下停车场
等6大项目，将全面启动建设。梧
林三期田园综合体农耕园也将于
7月底初见成效。届时，系列项目
建成投用，以及“食住行、游娱购”
旅游全链条的打造，将形成叠加
优势，带动梧林景区软硬件水平
实现大跃升。

不只做强文旅品牌，围绕打
造品质街道的目标，新塘街道还
将聚力门户的营造，统筹街道中
心商务区项目与联华大道北延伸
项目土地资源，进行一体规划、征
迁、建设和招商，争取引进商业综
合体，打造新型街区和商圈。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 陈巧
玲 通讯员 蔡美娜） 22日上午，
晋江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
举行揭牌仪式。

“小爱同学，降下晾衣架。”
“小爱同学，打开全屋灯光。”……
当日，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假肢
适配者、“轮跑族”成员现场感受
辅助器具服务中心的智能化无障
碍设备，亲身体验全屋电器的语
音控制、运动轮椅等，大家纷纷对
智能化无障碍改造点赞。

新晋江人范立志脊髓损伤，
目前和妻子定居在安海，看到辅
助器具服务中心里的智能设备，
他很好奇。“我们家正在装修，如
果能够安装上这些智能设备，将
大大方便我的生活起居。”范立
志说。

记者了解到，晋江市残疾
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3 年。“今年，服务中心完成
重新装修、改造升级，集智能
化、信息化、个性化、多样化为

一体，多方位、多层次满足残疾
人朋友的辅具需求。同时，通
过开展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训
练营，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
重拾信心、融入社会、健康生

活。”泉州市福德假肢矫形器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曲波介绍。

据晋江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
绍，服务中心将成为残疾人朋友
们的“希望之家”，大家能在此聚

会谈心、咨询体验、评估适配、维
修保养……此外，通过服务中心
的展示体验功能，让市民对辅具
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为广大市民
的生活工作提供便利。

“盘旧拓新”营造门户 做强文旅

新塘：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特色“芯”小镇

智能无障碍 方便又贴心

晋江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重装投用

本报讯（记者 柯国笠）在日前举办的第七
届世界闽商大会上，福建省非公有制经济优秀建
设者名单公布，100位优秀企业家受到表彰。

其中，恒安集团总裁许清流、安踏体育用
品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赖世贤、三六一度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辉煌、太阳海（福建）
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思泉、信义集团董事施
能狮、鑫东森有限公司董事长洪顶超、建新轮
胎（福建）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友志等晋江籍企
业家在列，被授予“福建省非公有制经济优秀
建设者”荣誉称号。

福建省非公有制经济
优秀建设者名单公布
许清流等晋籍企业家获评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刷脸无须摘口罩，
健康码、核酸检测、体温等信息一目了然……20
日，晋江梅岭综合市场、曾井综合市场、紫帽市
场、大山后市场等四个农贸市场迎来智慧“守门
人”，5个防疫“电子哨兵”正式上岗投用。

“您好，请靠近、请刷脸。”“绿码请通行。”
在曾井综合市场西大门，50岁的王阿姨在市场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将健康码对准“电子哨兵”
的二维码识别区，并戴好口罩进行“刷脸”。不
到 3秒，屏幕上就显示出王阿姨的健康码和体
温信息。“我经常来这边买菜，之前都是人工测
温、扫码，现在有了‘电子哨兵’，一个操作就能
完成核验，真的很方便。”王阿姨点赞道。

据悉，这套“电子哨兵”系统集人脸识别、
全自动红外热成像测温、扫码（健康码）、读取
身份证信息等功能于一身。市民如经设备核
验为绿码，可顺利通行；如经设备核验为黄码、
红码，则不能进入场所。

“电子哨兵”正式上岗投用
晋江农贸市场迎“新成员”

本报记者 许春

本报记者 黄海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