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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8月30日电
8月 30日上午，在福厦高铁厦门
北站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组
500米长钢轨顺利铺设，中国首
条跨海高铁——新建福（州）厦
（门）铁路全线铺轨贯通。

据了解，福厦高铁设计时速
350公里，正线全长 277.42公里，
跨越湄洲湾、泉州湾、安海湾，全
线共设8座车站。铁路建成通车
后，福州、厦门两地将实现“一小
时生活圈”，厦门、泉州、漳州闽
南“金三角”将形成半小时交通
圈。

图为 8 月 30 日，施工人员在
福厦高铁厦门北站施工现场作业
（无人机合成照片）。

新华社记者 周义 摄

本报讯 （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李玲玲）日前，晋江磁
灶镇大埔村举行奖学助学金发
放仪式，对本村16名应届大学
生进行奖励资助，共计发放奖
助学金9万元（人民币，下同）。

据介绍，大埔村从 2010
年起开始开展奖学助学活动，
至今累计发放奖助学金122.8
万元，惠及 227名大埔学子。
今年，村里奖励考取大学本科
一批的优秀学子每人 6000
元；奖励考取大学本科二批的
优秀学子每人5000元。

记者了解到，大埔村连续
多年奖学助学只是磁灶各村
（社区）崇文重教的一个缩影。
连日来，磁灶大宅、上厝、坝头、
前尾、钱坡、井边、下灶、苏垵等
村也相继开展奖助学活动。

在前尾村，村里为11名优

秀学子发放奖学金1.2万元；在
上厝村，村里奖励8名优秀学
子每人2000元；在大宅村，村
里的教育基金会累计奖励 18
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励金1.8万
元；在钱坡村、井边村，钱坡公
益基金为两村42名优秀学子
发放奖学金3.05万元；在下灶
村，村两委和爱心人士共同捐
资，为14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
金2.8万元；在苏垵村，村慈善
基金会为18名优秀学子发放
奖励金3.5万元，其中，研究生
每人3000元、考取大学本科一
批的每人2000元、考取大学本
科二批的每人1000元。

近年来，磁灶社会各界越
来越重视教育事业发展，每年
开学季、教师节，类似的奖教
奖学活动都在各村（社区）开
展，有的已持续10多年时间。

本报讯 （记者 曾舟萍
通讯员 陈诗颖） 8月 30日，
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
成，省级重点项目——晋江市
池店文教园项目（晋江一中池
店分校）教学楼成功封顶，这
也标志着学校教学楼主体结
构全部完工。

8月 30日下午 3时许，在
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工
程车辆来来往往，钢筋工、电
焊工、模板安装工等正进行紧
张而有序的作业。

“教学楼主体结构完工
后，我们会加紧组织验收，
并在下周启动砌墙作业。图
书楼、实验楼、宿舍楼等预计
在 9 月底完成地下工程，确
保今年底所有建筑全部实现

封顶。”晋江市池店文教园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
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建设任
务，目前，项目工人已增加
到 100 多名，并增加了机械
设备。

据悉，池店文教园项目总
投资 4.5亿元人民币，佔地面
积82亩，总建筑面积7.3万平
方米。项目预计明年 7月竣
工，明年 9月开办招生，计划
开办 48个教学班，新增学位
2400个。“文教园项目是池店
镇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的一项
重大举措，完成后将进一步完
善池店镇教育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为池店教育事业蓝图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池店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
“今年年初以来，晋江市残联
启动福建省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重点示范县创建工作，
投入 450余万元（人民币，下
同），高标准为全市 661户残
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取
得明显成效。”日前，晋江市残
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王颖芳在
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时透
露。

王颖芳介绍，创建工作启
动以来，晋江市残联在全省县
域率先出台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文件，创新“整镇推进”
模式，以镇为主导破解项目落
地难瓶颈，并拓展添加晋江市
本级智能化改造项目，不仅注
重解决出门难、洗浴难、做饭
难、如厕难、沟通难等“五难”
问题，更注重满足残疾人朋友
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切实
提升改造质量。

“今年 7月，晋江市残联

以陈埭镇敬老院为试点设立
首家‘爱心助残驿站’，探索
关爱残疾人服务新模式，为
残疾人提供‘政策宣传+康复
教育+日间照料+残疾人就
业+文体活动’等综合服务。”
王颖芳告诉记者，当月，晋江
市残联启动残疾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试点工作，为全市残
疾人提供精准康复和成年残
疾预防服务，不断提升残疾人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同时，晋江市残联正有序
推进晋江市委、市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其中，今年年
初以来，已受理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申请 370 人，完成审核
324人，拟发放补助资金 172
万元；困难残疾人补助工程已
完成年度计划，共投入 40万
元、补助 900名困难残疾人；
助学工程已完成全市 414名
申报对象的审核工作，将发放
补助金54.7万元。

英林张孙灿：古稀老友玩转闽南四句
本报记者 黄海莲

池店文教园教学楼封顶

磁灶各村（社区）开展奖学助学活动

晋江今年为661户残疾人家庭
实施无障碍改造

福厦高铁全线铺轨贯通福厦高铁全线铺轨贯通

“环境整治开新举，大家积
极来参与。卫生工作先做起，
垃圾污水齐治理。新村建设蓝
图美，座座新楼拔地起。栽花
种树在这里，宜居家园人欢
喜。”这朗朗上口的闽南四句作
品出自咱厝古稀老人张孙灿之
手。从 2008 年爱上闽南四句
开始，他便一心专注于闽南四
句的创作，不仅锻炼了自己的
写作能力、丰富日常文化生活，
更将闽南四句结合进生活中，
创作出宣传抗疫防疫、移风易
俗、保护环境等主题作品，被相
关部门和媒体採用传播。

虽然年近古稀才爱上闽南
四句，但四年来，张孙灿犹如初
学少年，勤学勤写，不停创作。

闽南四句是泉州民间广为流传的一
种口头文化，内容大多以生活为主题，句
子以幽默、风趣、诙谐、搞怪风格为主，语
言浅显易懂、朗朗上口，深受老百姓的喜
爱。早在 2009年就入选泉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在闽南民间，处处可以感受
到闽南四句的存在：村口广播里循环播放
的政策宣传、道路两侧的广告、孩童口口
相传的童谣……

“闽南四句是很有闽南地方特色的民
间口头文化，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很多人张
口就来。”张孙灿说，在他小时候，他的父亲
就经常自编自念起一些如同顺口溜的闽南
四句，自娱娱人，乐趣多多。受父亲的影
响，张孙灿也喜欢上了念四句，不仅念，还
尝试着自己编写。“编写闽南四句不受限
制，随时随地都可以编写，既增进思维，还
能活跃气氛。”张孙灿说，以前在乡镇工作
时，他总是和同事们一起，在休息之时各自
编一些四句，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张孙灿是英林人，一直在乡镇工作。
2013年退休后，他成为梅岭街道离退休专
干，专门负责梅岭街道离退休办的相关工
作。虽然和退休前一样，依然每天上午都
要到办公室上班，但是，他终于有时间专注
于自己的爱好了。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创作，写过通讯，
给报刊投过稿，后来又学写诗词、创作灯
谜，这几年就专注于闽南四句的创作了。”
在金井镇工作时，张孙灿参加了金井诗联
社，学习过格律诗的写作。“格律诗写作要
受到平仄的约束，尤其是写律诗时，中间还
需两个对子，不大好写。而闽南四句无需
讲究平仄，只要每句尾字押韵，读起来朗朗
上口，津津有味即可。”

有了格律诗的写作基础，张孙灿在创
作闽南四句时借鉴了格律诗的写法，“遵循
起、承、转、合四个环节去写，就很容易上
手。”虽然喜欢上闽南四句的创作，但由于
在职时工作忙，张孙灿并没有时间去创作，
只是偶尔用“闽南四句”记录日常生活中所
闻所见，比如在报纸上看到新闻，或者路上
看到一些政策宣传口号，他会跟着展开联
想，用闽南四句的形式去念一念。

闽南四句的通俗易懂、风趣幽
默、朗朗上口，使其成为泉州地区
政府部门政策宣传的好帮手。许
多部门通过征集主题闽南四句，开
展宣传工作，比如宣传移风易俗、
环保、防疫、防骗、安全生产等主
题。

2018年8月份，晋江市委宣传
部、市委老干部局联合主办“十提
倡、十反对”移风易俗闽南四句征
集活动。张孙灿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创作了一首作品参赛。因为退
休后从事着老干工作，张孙灿用老
年人的角度写下了“破除旧俗利大
众，树立新风齐欢畅。老年朋友起
作用，人人奋起献力量。”没想到的
是，经过主办方评定及网络投票，
这个作品获得了二等奖，这让张孙
灿很是惊喜。“以前只觉得是自己
的自娱自乐，没想到会得到认可。”
这次获奖让张孙灿创作闽南四句
的信心大涨，对于闽南四句的创作
热情也被点燃了。从此，他更加积
极地创作，也有意识地参加各种征
稿。

“环保知识广泛宣传，江河湖
海白鹭盘旋。到处都是清清水源，

市民用水安安全全。自然生态良
性循环，美丽晋江让您迷恋。游客
众多日日数团，饱赏景观陶醉忘
还。”这是张孙灿在 2022年 3月份
参加晋江市河长办、水利局、科协
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水韵晋江闽南
情”闽南四句征集活动的作品，最
终获得了一等奖。

不断地学习创作，以及获奖，
让张孙灿对写作闽南四句越来越
兴趣，越写越得心应手，越写越有
成效。四年来，他参加过晋江、石
狮相关部门举办的各种闽南四句
征集活动，几乎都有斩获奖项。“这
几年，只要有四句征集活动，我就
去参加，就如闽南方言所说‘有种
盼有收’，参加活动可以督促自己
不断提升自己，不断提高稿件质
量。”

因为参赛，张孙灿认识了许多
爱好闽南四句的文友。平时，他们
会一起交流创作心得。“我现在要
是有想到好的句子就会写在手机
上，用微信记录下来，然后再和他
们一起探讨。”这些年来，张孙灿和
文友们不仅交流心得，也分享各种
活动的信息，一起为弘扬闽南四句
这个传统文化添砖加瓦。

今年 3月至 4月份，宅在家中
的张孙灿也闲不住，积极撰写闽南
四句稿件，宣传抗疫工作。“晋江人
民好气概，众志成城抗疫害。各级

干部将头带，白衣战士是天使。志
愿者们承负载，核酸检测全覆盖。
人人积极保康泰，定将疫情全击
败。”像这样的抗疫防疫作品，张孙
灿创作了十首。这十首作品被媒体
刊登，成为抗疫防疫宣传的好帮手。

“这些年经过磨炼，我已逐渐
摸索到闽南四句的创作方法。今
后，我将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下去，
丰富晚年文化生活，为传承闽南文
化奉献余热。”张孙灿说，虽然自己
年已古稀，但还是会努力成为一名
更好的闽南四句写手。

退休后专注于创作 偶然得奖 激发信心

撰写闽南四句 弘扬乡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