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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柯国笠） 21日，
安踏集团发布2022年营收财报，该集
团 2022年营收再创新高，同比增长
8.8%，首次突破 500亿元（人民币，下
同）大关，达536.51亿元，超越耐克中
国同期营收表现，位居中国运动鞋服
市场首位。

自2015年营收破百亿后，安踏集
团用 7 年时间实现了从 100 亿元到
500亿元的跨越，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25%。

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营收表现，
得益于安踏集团的多品牌矩阵。去
年，安踏集团旗下主品牌营收增长
15.5%至277.2亿元，收入体量及增速
双双超越李宁；FILA增长略微放缓，
但营收仍保持高位，达215.2亿元；以
迪桑特和可隆为代表的“其他品牌”
收益同比增长 26.1%至 44.1亿元，连
续超过20个季度保持双位数增长；亚
玛芬合营公司收入及利润均创历史
最佳，首次贡献利润，收益同比增长

21.8%，旗下三个核心品牌中，两个体
量均已达到10亿欧元以上。

在鞋服行业整体增速放缓、承压向
前的大环境下，安踏集团的年度业绩表
现凸显其逆势高质量增长的含金量。

高增长的背后，是安踏在科技创
新方面的持续投入。2022年，安踏集
团创新研发投入近13亿元，并与清华
大学、东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国
内外院校深度合作，研发体系进一步
拓展。安踏集团还宣布每年投入 10

亿元研发创新资金，并额外设立超过
2亿元的员工创新项目基金及超百万
元的奖金，鼓励员工进行商品创新。

在业绩稳步增长的同时，安踏集
团还积极履行民营企业“稳就业”的
社会责任。去年，安踏集团员工数量
净增7000人，相比2019年末，员工数
量增长超过 90%。新冠疫情发生的
三年来，安踏集团逆势而上，更是创
造了 28200个直接就业岗位，彰显其
龙头企业赋能产业链、扎根实体经济

的社会责任。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表

示：“安踏集团一直秉持‘对国家有信
心的长期主义’，将动态管理、高质量
增长作为重点，全面磨炼，提升企业
韧性。随着国家对民营企业的进一
步支持，体育产业的快速复苏及中国
经济的稳健发展，我们更有信心在社
会责任、市场份额、科技创新、品牌价
值和员工发展等五大维度，推动集团
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许春） 21日，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
了第六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
村落名单。福建省有 58个村落入
选，晋江市东石镇檗谷村榜上有名，
成为本批次晋江市唯一入选的村
落。至此，晋江市共有 9个传统村
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檗谷村在宋代形成村落，乡村
文风鼎盛，文化底蕴深厚，保留有闽
南红砖古厝、番仔楼等建筑和闻名
海内外的古檗山庄建筑群等。其
中，古檗山庄被列入福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黄氏大宗祠（黄氏家庙）
是福建名祠之一，被列为晋江市文
物保护单位。

在古檗山庄，现存楹联 11幅、
匾额 9方、古檗山庄全景图 1方及

“晋江公署”立碑记 1方，还有诗、

词、联、跋、赞、题记等 190余方，诸
碑多出自名家之手，堪称近代书法
大全。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对
我们加强传统建筑保护的支持和鞭
策。”檗谷村党总支书记黄拥护说，
檗谷村将在各级有关部门指导下，
根据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相关
要求，做好中国传统村落档案，开展
好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等工作，讲
好建筑故事，让传统建筑活起来，弘
扬好优秀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晋江市
积极推进对文物建筑的修缮保护和
抢险加固工作，鼓励文物建筑的合
理利用，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利
用、开发力度，推进文旅融合。目
前，晋江已有龙湖镇福林村、南浔
村，金井镇福全村、塘东村、围头村，

灵源街道灵水社区，新塘街道梧林
社区，安海镇瑶前村，东石镇檗谷村

等9个村（社区）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

本报讯 （记者 吴清华） 近
日，晋江市池店镇浯潭村村民王天
生、李珊珊在孪生孙儿王钰清、王
钰琪十六岁生日之际，响应村两
委、村老年协会“移风易俗，喜事简
办”的号召，将原计划筹办生日宴
而省下来的钱捐献出来，共计为全
村 475名 60岁以上老人发放爱心
红包38万元（人民币，下同）。

“除以上 38万元外，两位老人
还另捐5万元给村老年协会作为敬
老慈善、助教助学基金。”池店镇浯
潭村老年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咱厝大力推行喜事新办、简办至
今，已得到群众积极响应，简约适
度、文明健康的生日宴习俗新风深
入人心。

在咱厝安海有一座历史悠久的
小学，建校至今已 97年，那便是创办
于 1926年的启慧小学。启慧小学位
于安海镇后林村田坑，在这所近百年
的小学背后，有无数海外侨胞及本地
乡贤兴学助学的事迹，其中，黄清源、
黄有恒父子最为知名：黄清源是学校
的创办者，而黄有恒则源源不断地助
力学校的发展。

如今说起启慧小学，人人知道他
们的故事，却鲜少有人知道有一个老
人悉心守护了这个学校半个世纪之
久。他就是 94岁的黄传树——一个
不识字、50年来却把学校大大小小的
事当成最重要的事的老人。

为兴学四处奔走
说起黄传树与启慧小学的缘分，

要从学校的创建说起。
1926年之前，安海镇后林村田坑

没有私塾更没有学校。时年 26岁的
黄清源感恩父亲黄礼墩对其在外乡
八年的私塾栽培，感悟教育文化能启
蒙村民、开窍智慧，用文化知识立乡
建家，于是在 1926年毅然创办了学
校，并以启慧小学命名。学校取名

“启慧”，寓启发后辈聪慧之意。当时
黄清源付诸全部精力建办学校；草创
时由借用祠堂到建立简陋教室，聘请
优质老师，从初期几名学生到近百人
上课，就连邻村的孩子也来求学。后
来，黄清源南渡菲律宾以求更大的发
展。虽然身在国外，黄清源家族仍十
分关心家乡的学校发展，数次助力学
校设施建设。特别是1998年后，离乡
旅居菲律宾50年的黄有恒（黄清源之
三子）带着家眷返乡寻根祭祖后，更
是连续三次独资修建新校舍，分别于
1998年、2006年、2012年捐建了学校
的教学楼、综合楼、科技楼，如今，这
三座楼都用“黄清源”命名。

而这一切，黄传树不仅是见证
者，更是亲历亲为的沟通者、建设者。

上世纪70年代初，启慧小学的简
陋教室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校长
想重建，却苦于无资金。当时作为生
产队长的黄传树和众人一样着急，他
找人代笔写信到菲律宾给亲戚，让他
们帮忙集资回乡建校。在亲戚的动

员下，旅菲乡亲都热情支持，共捐建
了 6间石木结构的新教室。“当时，为
了感谢乡亲的大爱，在每间教室的门
楣上都刻下了名字纪念，其中，就有
黄清源家族捐建的两间。”

有了资金，修建新教室的工程立
刻就开始了。但是，在当时，物资购
买并不容易，修建教室的木材许久
都没有采购到，校长找到黄传树，希
望他能帮忙想办法，热心的黄传树
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四处打听，了
解到有个老乡在三明明溪，他有办
法买到木材，我就想办法去找他。”
虽然已经是 50年前的事，但黄传树
对这一趟采购木材的经历印象深
刻，“从厦门坐火车到三明，不知道
要在哪里下车，心里就想着在车上
嘴巴甜一些，多问问路。”因为不识
字，黄传树只能靠问路，一路问到了
荆西站才下车。“第二天跟着运输车

到了明溪，木材还没买到，却差点冻
死在路边。”原来，以为当天就能从
明溪回到三明旅馆的黄传树，将身
份证明以及购买木材的介绍信都放
在了旅馆里。没想到的是，那时车
辆少，黄传树没有搭到回城的车，正
值冬天，天气又冷，“没有证件，旅馆
不让住，站在路边快要冷死了，怎么
办呢？我就一路问终于问到了可以
办购买木材手续的人那里重新打了
一张介绍信，才顺利熬过了那个冬
夜。”此后，黄传树又到处寻找运输
车辆，几经波折，终于将十几车的杉
木运回了田坑村，修建新教室的用
材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座由侨胞捐建的新校舍系石
木结构，共有一间大礼堂及6间教室，
我当时还在那里上过学呢！”启慧小
学现任校董会董事长黄加洗说，因为
帮忙筹建新校舍的事，大家对黄传树

的热心都非常感激，而黄传树从那时
起便一直为学校的建设奔走着。

搭建海外乡亲沟通“桥梁”
上世纪 90年代初，20年前修建

的那 6间教室已然破旧，且承载不了
当时学校的规模，黄传树和乡亲们又
想着要如何翻修学校，给孩子们一个
安全的学习环境。当时，黄传树偶然
得知了黄有恒的信息，便辗转联系到
了黄有恒，和他说起学校的现状，并
向他介绍了家乡的情况，力邀他回乡
看看。“我和有恒不仅是堂亲，还同年
出生，一起玩到 16岁，他去菲律宾才
失去了联系。”黄传树说，接到信息
后，黄有恒很快便回到家乡。当黄有
恒故地重游，看到父亲当年创建的启
慧小学校舍已然陈旧，便慷慨解囊，
答允独资修建新校舍。

因为身在菲律宾，黄有恒便把修

建新校舍的相关事宜全权委托给了
黄传树，“传树办事情，我放心。”从
此，黄传树成为黄有恒和学校以及
家乡的桥梁。“有恒虽然在菲律宾，
但是他时刻关心着学校建设的进
展，所以我和他随时保持着沟通。
买什么建材、找了什么样的施工队，
工程进展到哪一步，事无巨细都会
和他说。他很挂念家乡的学校，这
样可以让他时刻了解学校的情况。”
1998年，启慧小学终于有了全新的
钢筋水泥教室楼——黄清源教学
楼。而后，黄有恒又出资捐建了黄
清源综合楼、黄清源科技楼。而黄
传树也一直默默地做那个“桥梁”，
悉心守护着学校的发展。

同心协力聚沙成塔
“同心协力聚沙成塔，尊师重教

乐育英才。正是有像黄清源、黄有恒
父子这样的慈善人士，有像黄传树这
样的校董的支持，学校才历经近百年
越办越好。”启慧小学校长林荣荣说，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学校2020年秋
投入85万元人民币自办食堂，为孩子
六年的小学生活提供可口的健康午
餐及下午点心，还按福建省一类标准
配齐配套功能室的仪器设备，实现班
班多媒体。如今，学校正在安装教学
楼电梯，让学生更方便出入。

50多年来，黄传树一直悉心关注着
启慧小学的发展，出钱又出力，但是他
却一直很低调，哪怕在启慧小学90周年
校庆的校刊里，关于他的介绍也只有短
短的一句话：“第一届至第三届校董事
长，第四届校董会名誉董事长。几十年
来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建设。”

对于这些，黄传树毫不在意，让
他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学校有了新发
展，“听说学校在修教学楼电梯，等修
好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已经94岁
的黄传树听林荣荣说起学校的近况，
开心得像一个孩子。

超越耐克中国同期营收表现 居中国运动鞋服市场首位

安踏集团年度营收首破500亿元

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公布

东石檗谷村入选 系本次晋江唯一 池店浯潭村老人
简办孙儿生日宴
捐40余万敬老助教

安海94岁黄传树：兴学助教半世纪

富有古韵的檗谷公园。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本报记者 黄海莲

▲启慧小学旧貌▲

启慧小学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