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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中医院案例入选
全国“最具创新力”案例

本报讯 日前，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
办公室指导下，健康报社联合中华医学会、中华
预防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师协会主办
的“健康中国 医者先行”案例征集活动优秀作
品名单揭晓，晋江市中医院推送的《晋江市中医
院：提升动物致伤防治水平》案例从全国 1977
件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入榜“最具创新力”案
例。

据晋江市中医院动物咬蜇伤科庄鸿志医生
介绍，该科室成立于 2013年，位于晋江市中医
院急诊医学部一楼，为福建省中西医结合重点
专科急诊医学部的二级学科。该科室致力于动
物致伤规范处置，实行 24小时接诊，充分利用
中医药适宜技术，制定有效的中西医结合动物
致伤防治方法。擅长毒蛇、毒虫（红火蚁、蜈蚣
等）、海洋动物等各类动物致伤的规范处理及
猫、狗等哺乳动物致伤后的伤口处置、狂犬病、
破伤风预防等，诊治技术专业成熟。同时，他们
还积极开展晋江市动物致伤急救站（箱）布点项
目，目前已在晋江 10大公园及 25个乡村、社区
设置40个动物致伤急救应急箱，免费为市民提
供急救药物，方便群众现场实施自救。

本报讯 19日，寒潮阵阵，晋江安海镇菌
柄村老年人协会里却暖流涌动，村里的老人们
拿着刚领到的红包喜笑颜开。原来，乡贤黄辉
煌借爱孙周岁生日之际，捐资10万元给菌柄村
老人年协会，为协会老人发放红包。

“黄辉煌一家一直很热心公益，经常捐资给
老人送福利。”菌柄村老年人协会负责人表示，
去年黄辉煌儿子结婚时，他也捐出 23万元，为
村里的老人每人发放红包。“感谢黄辉煌一家人
对老人的关怀，这个暖心的举动让村里的老人
都倍感温暖。”

乡贤捐资送祝福
安海菌柄村老人喜领红包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吴清华，
通讯员张丽碟采写

退休后，庄国良不再满足于只是吟
唱南音，他开始自己写词，用南音表达
心里所想，也用南音传播深沪海洋文
化。2007年重阳节，他写下一曲《夕阳
红》来描述深沪老一辈人的一生，“搭船
南洋去打拼，赚钱返家中买油盐……”
词中写下老深沪人生活的不易，到了晚
年享受到幸福生活，而后配上南音的
谱，吟唱出新时代深沪老人的故事。

2012 年 ，他 写 的《沪 江 颂》《盼
望》曲目，都是描写深沪的。2009 年
正月，他写下《四季渔歌》，从冬至写
起，写一年四季每个时节海里的渔
获，比如一月什么鱼最好，三月什么
鱼最肥。在这首《四季渔歌》里，他还
把保持生态的理念植入进去。原来，
那时晋江刚开始实施休渔期政策，有
的渔民不理解，他便想通过这首《四
季渔歌》宣传休渔政策的好处，唤起
大家对生态的保护。

“保护大海的生态，就是保护我们
自己。”庄国良和船打了一辈子交道，
大海对于他来说，是最亲密的存在。
由于长时间跟大海打交道，深沪讨海
人在漫长的劳动时间里创作出了很多
妙趣横生的渔歌，最有名的当属深沪
褒歌了。长期传唱于深沪古港的各类
渔歌，将渔民在劳动中的辛苦及乐趣
唱出来，通过深沪港渔民口口相传，渗
透进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庄国良
从小听这些渔歌长大，觉得这些渔歌
具有独特渔家韵味，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遗产，是历代深沪人精神生活
的美好结晶，因此，他希望把它们整理
出来，重新创作，传播更多关于深沪的
故事。

深沪84岁庄国良：

用讲古与南音传播深沪故事
资讯

晚晴人物

在深沪镇宝泉庵前有一条
逼仄的老街，叫宝泉街，不过几
十米的小街上都是卖海鲜干
货、特色小吃的店铺，热气腾腾
的拳头母、鱼丸、马鲛羹香气萦
绕小街，充满了烟火气息。走
到小街中间，总能听到悠扬的
南音传出，循声而去，发现歌声
传自小街旁的巷子里，距离小
街不过十步之遥。

手抱琵琶正在吟唱的，正
是 84 岁的庄国良。从孩童时
期学习南音到现在，他和南音
相伴了80年，对于一辈子和渔
船打交道的他来说，南音是他
的精神食粮，也是他与世界交
流，向人们宣传深沪海洋文化
的方式。而除了南音，“讲古”
也是他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宣
传家乡故事的方式。今天，让
我们走近这一个“文化宝藏老
人”，听听他的故事。

庄国良说自己是“讨海的
人”，一辈子从事的工作都和海
有关。19岁的时候，庄国良随着
货船出海行船，27岁的时候开始
做修船、造船的工作，一直做到
70岁才退休。“家人不同意我再
做了，不然，我还可以再去修船
的。”没有工作的时候，庄国良大
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深沪文化，特
别是民俗类的。

“他在我们深沪出了名的会
‘讲古’，经常义务讲述深沪的民
俗故事，传播深沪文化。”深沪镇
历史民俗研究会会长蔡荣锭
说。庄国良会“讲古”，源自他

“讨海”的生涯。“那时去行船，船
上没有电视也没有娱乐，大家很
无聊，我就把书中看到的故事还

有听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没想
到，庄国良讲起故事来活灵活现
的，很受船员欢迎。“我们闽南语
的俚语有很多，讲故事的时候我
就把它们加进去，不只是照搬书
里的，还会根据人物的形象模拟
语气，所以大家都爱听我讲古。”

庄国良讲得最多的是宝泉
庵里保生大帝的故事。始建于
唐代中叶的宝泉庵，现在奉祀有
两尊保生大帝，其中一尊是由深
沪商船“协庆”号从台湾分炉过
来的，正是深沪商号对台贸易的
一种见证。他将传说故事和民
间商贸故事结合在一起，通过

“讲古”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
一段历史。

庄国良会讲古的名声传

开了，许多人都喜欢听他讲古。
从行船到修船，他的“讲古”也从
船上讲到了山上（修船的工厂在
烟墩山），听众也从船员变成了
修船厂的同事，还有村里的乡
亲。现在，退休了的庄国良成为
深沪镇历史民俗研究会的一员，
经常被邀请为村民或者游客“讲
古”。

“讲古”只是庄国良众多兴趣中
的一小部分，在他的生活里，离不开
的便是与他相伴了 80年的南音。从
牙牙学语开始，他便跟着父亲学习南
音，22岁就开始教学生了。“教学生的
地方就在这里，那个时候这里还是深
沪御宾社的社址，是大家交流吟唱的
地方。”庄国良指着自己身处的一间
斗室说道。在这间不过 10多平方米
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南音乐器和乐
谱。 这里原来是深沪御宾社的旧社
址，40年前，庄国良将这里买下来，成
为他的家。

“1962年，政府鼓励大家学习南
音，开办了晋江县第一届南音培训

班，在全县成立了五个南音
培训班教学点，御宾社是深沪
教学点。”那时才 22岁的他成了
教学点的老师，义务教南音，“我教
了 14个学生，年纪都和我差不多。”
那时，白天要上班，晚上要教学，但是
庄国良充满干劲，白天再累，晚上也
都准时去教学。

庄国良对南音的造诣在晋江南音
界是排得上名的，他连续多年参加晋
江市南音演唱节。2017年，在晋江市
第十一届南音演唱节深沪镇南音社专
场表演中，他独唱《咱东吴》收获了现
场的阵阵掌声。2018年 10月 28日，
春华秋实·苏统谋师生南音专场音乐

会在晋江市戏剧中心举行，国家级南
音“非遗”传承人苏统谋携带 70多名
学生，五代同台，在晋江市戏剧中心为
市民献上一场清雅优美的南音专场表
演。庄国良就受邀参加南音联唱《咱
东吴》《去秦邦》《梧桐叶落》等节目。
2019年，他还受邀参加第三届福建省
曲艺“丹桂奖”大赛南音专场比赛演
出。而出国交流演出更是数不胜数。

“讲古”传播深沪故事

传唱南音八十载

呼吁保护海洋生态

“来晋江帮忙带孙子，不怕苦累，最怕受气……”
如今，年轻人工作压力普遍较大，因此，不少家庭中，
带小孩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老人身上。

据了解，为了帮儿女带娃，花甲之年背井
离乡来到晋江的老人不在少数。他们在晋江
的带娃生活如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
题。读者朋友可以将个人见解发送短信至
15980068048，或通过晋江健康驿站公众号后
台发送给我们。届时，我们将遴选来信刊发出
来。

来晋江帮忙带娃的老友
你过得好吗？

晚晴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