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人：李杰 设计：李江龙 校对：黄青稚 广告热线：0086-595-82005188 新闻热线：0086-595-82003110 承印与发行：菲律宾商报

2023年1月12日 星期四
农历壬寅年 十二月廿一

菲律宾版
第3496期

www.ijjnews.com
E-mail:jjb419@yahoo.cn

http://www.jjjjb.com.cn

晋江经济报微信公众号 晋江新闻网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记者 柯国笠） 近日，
在由中华工商时报社主办的 2022中
国民营经济年会上，2022年中国民营
经济十大新闻事件、2022年中国民营
经济十大新闻人物揭晓。其中，“晋
江经验”提出20周年入选十大新闻事
件、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入选
十大新闻人物。

评审方认为，2022年是“晋江经
验”提出20周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
工作期间，六年七下晋江调研，总结
提出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
好五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晋江经
验”。“晋江经验”不仅是晋江的宝贵
经验，更是中国沿海地区乃至全国改
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不仅是对民营经

济从孕育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奋斗
历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深邃思考、积
极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民
营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
殷切希望。“晋江经验”既回答了中国
民营经济孕育、成长和发展壮大的秘
诀，又蕴涵着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方法论，具有真理价值意
义，其内涵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一脉相
承、高度契合。

作为“晋江经验”的践行者、受益
者，安踏集团在丁世忠的带领下，创
造了中国体育品牌历史。为此，丁世
忠成功入选十大新闻人物。

财报显示，2022年上半年，安踏

集团实现营收259.65亿元人民币，以
超出耐克中国 10%的营收业绩，打破
耐克、阿迪达斯长期以来在中国国内
运动鞋服市场的绝对地位。

评审方认为，安踏已经成功实践
了“不做中国的耐克”的目标。丁世忠
率领安踏打破耐克、阿迪“双寡头”格
局，为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砥砺前行。

本报讯 （记者 施珊妹 董严军） 近
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公布了 2022年度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和优秀场景名
单，其中，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 99
个；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389 个，共计 488
个。

福建省共3家企业入选2022年度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14家企业入选
2022年度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其中，福建
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益生产管
理的能耗数据监测”作为典型场景，入选

“2022年度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凤竹纺织方面表示，“精益生产管理的

能耗数据监测”集数据采集、在线监测、综
合分析、流程优化和报表发布于一体，通过
对能源和生产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及
时了解和掌握各种能源的生产和使用过程
及关键能耗设备的运行状况。在信息分析
的基础上，实现了能源管理的流程优化和
再造。与此同时，实现了能源管理由粗放
型向精益型转变，生产管理由经验型向精
细调度型转变，保证了生产过程中能耗的
优化配置和供应，最终达到了提高能源综
合利用效率的目的。

据悉，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为贯彻落实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联合开展
2022年度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目的是
遴选一批智能制造优秀场景，以揭榜挂帅
方式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树立一
批各行业、各领域的排头兵，推进智能制造
高质量发展。

“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

入选2022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新闻事件

安海79岁曾华芬：

老砖窑里的闽南记忆
本报记者 黄海莲

凤竹入选
2022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
脊，雕梁画栋皇宫式。”对于闽南人来
说，家乡是由一座座红砖厝组成的，无
论时代如何变迁，记忆里那抹“闽南
红”都是不变的乡愁。红砖古厝人人
知，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在咱们晋江有
一个村庄自古以来就以烧制红砖而闻
名，它就是安海赤店村。

2022 年 6 月，安海赤店村的闽南
红砖瓦传统制作工艺被列入晋江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村
里，仍有多个手工制作红砖瓦的老匠
人在传承着这门传统工艺，其中，79
岁的曾华芬是年纪最大的坚守者，至
今仍每日守着两口老砖窑，烧制红砖
瓦。

赤店村的闽南红砖瓦传统制作工
艺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历史底蕴与工
艺价值。相传，北宋政和四年（1114
年），因村庄四周环绕适宜烧制红砖的
原料赤埔，赤店先祖便开窑烧砖。因为
此地所产的红砖不透水、不易碎，曾被
称为“晋南之冠”，其制作的传统红砖古
色古香、形式多样，成为现在古建筑等
重要文保单位修缮时的上佳材料。

上世纪50年代，因赤店村南部与
北部的草洪塘水库与溪边水库动工兴
建，库容增大，淹没了原属赤店村的大
片农田，赤店村面临少田耕作的困
境。政府便鼓励村集体创立村办企
业，另谋生路。村民便以此为契机，传
承祖辈手艺。1963年，村集体先在村
北部开设一处砖瓦窑，后又增设制陶
龙窑，使得窑火在赤店村重新燃烧。
曾华芬便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与砖窑
相伴的日子。

“那时候我才 20岁出头，学什么
都很快，学会了红砖瓦的制作后，我就
请人开始建窑烧砖。你看这两口窑，
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眼前这两座大
砖窑有近 60年的历史，“这两口窑都
是9米高，内部4.8米宽、长10.5米，外
部有5.8米宽、11.5米长。”说起这两口
相伴了近一甲子的老砖窑，曾华芬就
像说起多年的老朋友。无论是窑的结
构，还是窑的使用，他如数家珍。村里
很多窑因为老旧年久失修都废弃了，

“现在村里应该还有 22口窑在使用，
而在使用的窑中这两个窑最早。”为了
让窑能够持续使用，曾华芬每十年就
要修一次窑。他常常爬进窑里去清窑
灰，每天都要查看窑的情况。30 年
前，他索性在窑旁盖了一间房子，直接
住到了窑对面，每天守着这两口窑。

“其实我不用住这里的，窑有工人
守着，但是我就是不放心，一定要守
着。”曾华芬说，这两口窑都是双通窑，
也就是每个窑都有两个烧火口，烧制
红砖瓦的时候，每个烧火口24小时都
要有人把守。“现在有六个人，每个人
6个小时，一个口三个人不间断地轮
流看火。”虽然如此，曾华芬还是坚持
要自己守着窑，30年来他就睡在窑的
对面，哪怕有工人轮流守着，他自己半
夜也还是要起来看看。

守窑，不过是曾华芬日常生
活中的一部分。自从开始制作
红砖瓦，练土、制坯、装窑、烧窑、
出窑都是他的日常。

“闽南红砖瓦烧制技艺的生
产工序包括练土、制坯、阴干、装
窑、烧窑、出窑等，每一个步骤都
很有讲究，马虎不得。”曾华芬说，
过去练土是将粗糙的原料土进行
沉淀过滤，再经人力踩踏加工，使
其成为黏密细腻的泥料，因为是
人力踩踏，一般要花上一天一夜

的时间。“如今，这一步骤已可通
过半机械化来完成，轻松多了。”

练土后便是制坯、阴干。根
据各窑口烧制工艺特色，以木框
模型，印制出各种规格和纹饰的
砖坯。然后经一段时间风吹日
晒，坯砖收水晾干后，特别对釉
面砖坯进行釉面再加工，并将之
移放坯椅，堆垛叠放整齐，刮去
表面釉土，待其稍干后，压实、拍
平、压光后，移下坯椅堆码，等待
风干。“砖瓦坯讲究阴凉通风、自
然慢干，一般需要花费一个月左
右的时间。”

风干后，紧接着便是装窑。
“‘七分装，三分烧’，装窑是技术
性最强的步骤，装窑不牢就会败
窑，损失巨大。”曾华芬说，他的
这两口砖窑是砖、瓦坯混烧，一
个窑中瓦片、墙砖、地板砖各类
产品都有，因此，装窑时要根据
窑的结构特点及坯料特性进
行。“砖瓦有大有小有厚有薄，不
同的产品入窑的时间不同，放的
位置也不同。就算是同一种产
品，入窑也有讲究，比如干一点
的坯要放下面，湿一点的要放上
面。”说起装窑的门道，曾华芬便

停不下来。
装窑完成后，也就来到了最

重要的烧窑工序，这可以说是制
作砖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烧窑要经历 30多天。这其中
要人工 24小时不间断烧窑，注
意各阶段的控温、投料，有较高
技术要求。”曾华芬说，这个过程
先要用小火烧 9~10天，再用中
火烧 9~10天，最后用大火攻烧
15天左右。工人要时时注意从
窑门上的观察孔向窑内观望，监
视火力的大小。如果火力不够，
窑温过低，砖就无法烧透；如果
火力太猛，空气对流太剧烈，窑
内的火苗会被气流卷起，这样会
导致砖烧得过火，出窑后会变
形，严重时叠好的砖坯甚至会被
强烈的气流推倒，造成败窑。

“你看，现在烧的这一窑是
农历十月十七日开始点火烧窑
的，烧了 20多天。等到停火封
窑，砖瓦还需在窑内冷却近半个
月才可出窑。”曾华芬说，现在天
气冷，冷却要花上 15天，夏天冷
却的时候则要 20天左右，因此，
烧制一窑红砖瓦往往需要花费2
个多月的时间。

说话间，曾华芬接到电话，
对方询问这一窑还要多久，要提
前预订。“我现在生产的红砖主
要是釉甓砖、釉面砖、六角砖、尺
仔砖、斗底砖（尺二砖）、大瓦、瓦
筒、平瓦、掩木滴水砖、垂珠（筒
头花头）、印花砖、预制花格砖
等，用于红砖建筑不同的部位。
因为生产的比较全面，来预定的
人很多。”

这些年，曾华芬的红砖瓦
不仅卖到了中国各地，还卖到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20年
前，我要到处跑去推销，现在都

是客户打电话来订，供不应
求。”曾华芬笑着说，很多人问
他生意这么好，一定有很多人
跟着做吧？“其实没有，做这个
太辛苦了，你看夏天，是很艰难
的，除了害怕台风天，砖坯干不
了，还要在 1000℃的情况下不
间断地连续看火 24小时。”“现
在烧的这一窑里有花片 25 万
片，还有其他的砖，如果是纯花
片可以烧到 36 万片。”曾华芬
说，一口窑一年最多能烧到 4
次，碰到闰月，有可能多烧一
窑，因此他的两口窑一年能出

产 8次。“这样一窑出来的纯利
润也只有两三万元，这还不算
我自己和儿子的工钱。”曾华芬
说，利润少，又辛苦，这其中的
艰难很少有人能体会。

如今，已是高龄的曾华芬
把手艺传承给了儿子，十多年
前，儿子开始帮忙打理窑内窑
外的活，但他仍然放不下这辛
苦活，“有活干，就有盼头。”这
些日子降温了，他穿着拖鞋守
着位于安海赤店村西康路 54号
的两口老砖窑，熟练地往烧火
口添柴加料……

供不应求 产品远销海内外

建窑制砖近一甲子

传统工艺 每一步都不能马虎

本报讯（记者 刘宁） 日前，在由中
国食品工业协会主办的“2022中国食品工
业科技进步大会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
学技术奖颁奖盛典”上，喜多多“鲜炖银耳
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获得2022年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喜多多方面表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
推动力，技术创新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长期以来，喜多多注重技术创新，凭
借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产品创新，在饮品领
域走出了一条“以技术促品质，以品质促
发展”的道路，屡获行业权威认可。本次
获奖亦是对企业坚持技术创新的鼓励。

据悉，“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
奖”是中国食品工业科技领域的权威奖
项。该奖项从2003年正式设立以来，对鼓
励食品行业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增强企业竞争力发挥了推动作用。

喜多多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