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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柯国
笠） 近日，福建省民政厅就
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福建
省候选名单进行公示。其
中，晋江企业安踏体育用品
集团有限公司入选“捐赠企
业奖”名单。

据悉，作为龙头企业，安
踏体育近年来在公益捐赠事
业上动作频频。去年，在安
踏集团成立 30周年之际，安
踏集团创始人家族宣布投入
价值 100亿元人民币的现金
和股票，成立“和敏基金会”，

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共同富裕
贡献力量，开启安踏集团更
广阔的公益事业。不久前，
安踏集团正式对外公布“五
个一工程”公益体系，包括体
育教育均衡发展工程、竞技
体育人才发展的援助工程、
民生健康医疗提升工程、乡
村振兴扶危济困工程、环境
可持续发展工程等。

安踏的捐赠义举是晋江
众多企业乐善好施的缩影。

在公布的候选名单中，
“移风易俗 捐资行善”慈善

项目（晋江市慈善总会）入选
“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王文默则入选“捐赠个人
奖”候选名单。

作为中国慈善领域最高
的奖项之一，“中华慈善奖”一
直以来都受到各界的广泛关
注。该奖项涵盖“慈善楷模
奖”“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

“捐赠企业奖”“捐赠个人奖”
四个类别，分别针对不同社会
团体组织和个人展开评选。

今年3月，中国民政部印

发《关于开展第十二届“中华
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的通
知》，评选 2020年至2021年，
在中国慈善活动中事迹突出、
贡献较大、影响广泛的单位、
个人、志愿服务等爱心团队、
慈善项目、慈善信托等。经各
地各单位推荐、初步评审、征
求意见、党组会议研究推荐、
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评委
会办公室第一次会议研究等
环节，福建省徐智心等 14个
单位、个人和项目列入第十二
届“中华慈善奖”候选名单。

习艺
从小耳濡目染
成为金漆画师

20世纪 70年代初，陈迎
春出生于晋江罗山街道的苏
前社区。祖上三代都是做

“眠床”金漆画的师傅，他从
小耳濡目染，对于“眠床”的
收藏，以及学习金漆画都有
着浓厚的兴趣。

“清朝时期，我们家族都
搬迁到台湾发展，只留下曾
祖父陈傳千，他从小开始学
金漆画，特别是‘泥金画’工
艺做得非常精美。祖父叫陈
永盘，在晋南画家具比较多，
人们都评价他的‘漆盘’画得
出神入化。而我的父亲陈马
炮，不仅是金漆画画师，也热
衷于专业收藏古家具。因为
看得多，也有所借鉴，他在仿
古方面很专业，特别是画马
的动态，被人评价为活龙
马。”陈迎春坦言，自己从记
事开始，就一边看着祖父的
美术工艺，一边跟着父亲开
始学古典金漆画。

据了解，金漆画虽名为
画，却是集绘画、油漆、贴金
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艺术门
类。它的味道刺鼻，且易引
起人皮肤瘙痒，即俗语“会咬
人”。此外，金漆画工序极其
繁复，需要掌握的技艺比较
多，包括配生漆、上灰底、打
磨、描线、贴金箔、上彩等，需
要匠人极强的耐心和巧妙的
技艺。

有一次，年幼的陈迎春
正在进行漆画绘制，结果他
预估时间还很充裕，便出去
朋友家玩，结果那天突然刮
起冷风大降温，还没来得及
进行下一步工序，漆就干
了。“一幅作品，那时起码要
学着做好几个月，因天气等
原因导致前功尽弃，我心里
是很难过的。不过我父亲告
诉我，有时时间没把控好，漆
变干了导致失败也是很正常
的事，能返工的话就返工，不
行的话，就重新来过。学艺
一定要能坐得住、能沉得下
心。”自此，陈迎春愈发严谨
认真。每次有人问他，学漆
画不怕臭吗，他总是坦然地
笑着说，“看多了、闻久了，也
就习以为常了。就是想学
好，没有去想这些事。”

钻研
收集3000多片名家金
漆画板

走进陈迎春的家中，就
像走进了一栋收藏馆。原
来，为了画好金漆画，陈迎
春还四处拜访全国著名人物
画大师，向他们请教笔法与
色彩。他经常到北京、上
海、天津等地，收集古典人
马的连环画来参考，作为自
己的自学教材。其中他家中
就有成套的《封神榜》《西游
记》《三国演义》等，最早的
是民国时期出版的。迄今为
止，他已收集 100 多张古床
家具，3000多片名家精品老
金漆画板。

“我最喜欢的是清末民
国时期名家的连环画，如赵
宏本、刘继卤、徐燕孙等的作
品。而收藏的目的，除了喜
爱，更是想要借鉴、学习老一
辈的精致工艺，从老师傅的
传统技艺中吸取养分。多看
多学，真的摸透、学会后，才
能期望有朝一日，做出自己
风格的东西。”陈迎春介绍
说。

为了让传统走向艺术，
让老工艺与现代漆画相结
合，除收藏外，陈迎春不断精
进技艺，甚至长期修古家具
图案褪色板。他表示，“在长
期修补当中能进取，能发现

很多老工艺当中的技巧。”
经过多年的创作和累

积，陈迎春金漆画的技艺也
越发纯熟，创作题材也从传
统走向艺术，创作了一批更
具观赏性的金漆画作品。例
如在 2020年，他的作品便在
福建省白兰花杯现场技能大
赛上荣获金奖；2021年 12月
13日，他参加福建省工艺礼
品与手工艺精品展，其参展
的三件作品同时斩获金奖、
银奖、铜奖。

传承
普及金漆画传统技艺

记者前去采访时，他正
在拿着铅笔在图纸上自行创
作开稿绘制新作品，作品之
一是一副融入了故事性的
《庄际昌第一甲状元回乡五
店市拜祖图》。“真正的艺术
没有重复，重复不是艺术，艺
术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这也是我坚持原创开稿，不
直接复制网络图片的重要原
因。”

如今，陈迎春也开设了
抖音号，名为“晋江民间金漆
画”，起初旨在宣传、分享传
统技艺，但慢慢的，有不少感
兴趣的人联系上他想进行学
习。有的是美术专业的学
子，有的是远在北方的金漆
画爱好者，面对他们，陈迎春
总是不吝赐教。

“我们家的金漆画画马
最为生动，戏曲人物中有不
少交战的场面，就少不了要
画各种姿态的马，跃起的、
回头的、奔跑的……各种姿
态不一，比例构图也不同。
我不愿让祖业工艺到我手
里丢掉，所以也鼓励我的孩
子们学习技艺。但是金漆
画是我们的家传手艺，也是
闽南一项濒临消失的手工
艺，我希望通过我的坚持，
将这项手艺传承下去。”陈
迎春说。

八仙山北侧山下，几栋高
大的红黄住宅楼静静伫立，这
里是晋江市西园街道屿头社区
集体投资建成的富仕山庄小
区。清晨的阳光唤醒了这个安
静的小区，悠闲的老人结伴爬
山锻炼，步履匆忙的年轻人为
前途打拼，蹦蹦跳跳的孩子们
在家长护送下上学……浓浓的
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如果时间倒回到十年前，
这里是一片荒山，屿头居民的
生活远没有如今这般美好。十
年来，屿头社区集体收入由 20
多万元（人民币，下同）增长至
450多万元，社区集体资产达
7500多万元。十年来，社区先
后投入数千万元用于人居环境
整治、教育、医疗、养老等，居民
共享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屿，平地小山；在水为岛，
在地为屿。十年巨变，沧海桑
田。屿头，这座崛起的“平地小
山”，发展越来越好，日子越过
越美。

集体富裕 居民安居
赶在今年春节前，屿头居

民洪金源一家搬进新家，住上新
房，这个年过得格外欢喜、隆重。

洪金源的新家位于富仕山
庄小区 1号楼，共 137平方米，
购于七八年前。“从石头房搬进
楼房，这个事放在早年，我都不
敢想。”洪金源在一家金纸作坊
上班，妻子在物流企业上班，夫
妻俩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要
奉养老人、抚育两个女儿，日子
过得相当紧巴。

几十年房龄的石头房已变
成危房，洪金源一家期盼着一套
新房。可是若论迫切程度，居民
洪志勇更甚。洪志勇的父亲早
年一直在外打工，社区内既没有
建房也没有土地。洪志勇结婚
后一家人借住在祖厝里，十分不
便。而祖厝翻建，这家人彻底没
了住处，只能在外租房。

改变的机会很快到来。
2013年 7月，由屿头社区集体
投资建设的富仕山庄小区竣工
了。屿头社区党支部书记洪耿
谋介绍，富仕山庄位于社区石
鼓山，建设区域为两座荒山及
1994年双龙路改造拆迁安置
用地和拆迁部分旧房，“一期安
置房四幢 219套，我们优先优
惠安置该区域征迁户、低保户、
住房困难户、二女困难户等。”

洪金源和洪志勇都在社区
照顾范围内，两家都以较低的
价格买了新房。“100多平方米
的新居，我首付10万元就可以，
加上社区按照人口分红，实际
前期我只付了7万元，就搬进了
新家，而其余近20万元，每个月
只要还1000元就可以了，没有
另外算利息。”洪志勇说，新家
的环境很好，一家人安居在这
个小区已经8年了，十分满足。

富仕山庄的建成，不仅解
决了社区部分群众住有所居的
问题，更为集体经济带来了收
益。民生效益与经济效益叠
加，这无疑是屿头社区壮大集

体经济的一个成功举措。
小山崛起并非一蹴而就。

自 1997 年起，屿头社区将近
960亩抛荒地收归集体统一经
营流转，迈上发展集体经济之
路。2010年，屿头社区投资建
成15栋物流仓库、标准厂房，每
年租金收入260万元，既扶持了
社区企业，又促进了居民就
业。彼时开始，屿头崭露头角。

2018年，屿头社区结合晋
江市田园风光拓展区项目建
设，流转土地 568.47亩用于田
园风光景观建设，每年创收
180多万元。2019年，屿头年
集体收入达到 450多万元，集
体资产7500多万元，成为远近
闻名的富裕村。

普遍受益 喜笑颜开
新学期开始了，屿头居民

姚丹灵开启了接送孩子上下学
的日子。“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
呀？”“我今天玩乐高了。”“是
吗？那拼了什么呢？”“拼了一辆
大卡车。”……归家途中，母子两
人一问一答聊得不亦乐乎。

姚丹灵的儿子今年 4岁，
就读于晋江第四实验幼儿园中
班。“我很喜欢那所幼儿园，校
园很美，功能室齐全，老师也很
好。我儿子也很喜欢，虽然上
学途中会因为舍不得爸妈而
哭，但是一进学校，学得开心玩
得也开心。”姚丹灵说。

而这一切，得益于 2013年
屿头社区集体出资近千万元，
参与建设晋江第四实验小学、
第四实验幼儿园，居民子女不
仅学有所教，还能享受优质教
育资源。

“集体富起来了，我们社区
两委最想做的是把屿头这个城
中村建设成美丽的‘村中城’，
打造宜居宜业的社区。”洪耿谋
说，孩子的教育与老人的养老
都是头等大事。

在养老方面，从 2012 年
起，屿头社区每月为达到退休
年龄的居民额外发放100元养
老金。“社区内约有 700 位老
人，仅这项，社区每月就要支出
7万元，一年84万元，十年就是
840万元。”洪耿谋说。此外，
社区还建有敬老院，配备完善
的硬件设施。

集体富裕，居民受益。十
年来，屿头不断在提升社区居
住环境上发力，完善公共设施，
增加保洁、巡逻、路灯、道路、文
体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同时，丰
富居民文化生活，以举办各种
文化活动为契机，深入宣传移
风易俗，倡导讲文明树新风的
社区新风尚。

如今的屿头，正讲述着一
个小山崛起的故事——崛起投
映在一个个焕新改造的“小确
幸”中，折射在一张张幸福满足
的笑脸上。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通
讯员 郭婉婷）近日，为提高外
籍人才服务水平，为来晋外籍
高层次人才提供“一站式、定制
式”服务，晋江出入境管理大队
民警来到梅岭街道的三家企
业，与外籍高层次人才、相关企
业负责人进行座谈。

座谈中，晋江出入境管理
大队民警宣传了工作类居留许
可延期及注销办理、出入境相关
法律法规等，介绍了中国国家移

民局推出的12项移民出入境便
利政策措施，并就后续解决外籍
人才出入境便捷服务、企业外籍
人员用工需求等沟通交流。

据悉，晋江出入境管理大
队高度重视外籍高层次人才便
利服务工作，未来将继续深入
推进 12项移民出入境便利政
策措施落地见效，为外籍人才
及长期居留外国人提供良好服
务，优化涉外工作软环境，为晋
江创造良好的引智引资环境。

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福建省候选名单出炉

安踏体育入选“捐赠企业奖”

罗山陈迎春：“古”艺焕“新”颜
西园屿头：荒山长出“富裕村”

晋江出入境管理大队
精准服务外籍高层次人才

本报记者 苏明明

本报记者 吴清华

金漆画，顾名思义，就是在推光的漆板上用金粉和金箔创作的画。这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工
艺，历史悠久,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闽南，传统手工技艺金漆画被广泛应
用于民间眠床屏风、衣柜门饰、木器家具等，深受大众的喜爱。近年来，这一技艺被匠人们传承
发展，形成了独特而又完整的民间装饰绘画艺术体系。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让“古”床焕“新”颜的福建省文艺家协会会员、泉州市工艺美术大
师、泉州市高层次人才、晋江市工艺美术大师——古床漆画艺术家陈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