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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太感谢了！没想到你们一直
记挂在心。”10日上午，晋江
市梅岭中片区项目征迁区域
内一栋老洋房里，接过征迁干
部送来的祖厝剪纸和影像光
碟，81岁旅港乡贤庄垂顺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栋洋房位于三光天社
区，是庄垂顺的祖父母于
1946年兴建的。因梅岭中片
区项目建设需要，这座祖厝
被征收。为配合家乡城市建
设，庄垂顺携家人专程从香
港回乡，带头签下房屋征收

协议，以实际行动支持项目
建设。

在项目签约时，庄垂顺
对祖宅的眷恋与不舍，征迁干
部都看在眼里。得知老人希
望能将祖宅的全景用影像记
录下来，留一份念想，项目指
挥部宣传引导组立即行动，第
一时间组织人员对该栋洋房
进行全方位的拍摄，并剪辑制
作成光碟；同时联动梅岭街
道，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
以洋房现状为样本，创作出一
幅剪纸作品。10日，他们特
地赶在庄垂顺一家返回香港

前，将影像光碟和祖厝剪纸送
到老人手上。

“我在这座老房子里生
活了 30多年，这里承载着家
中几代人的幸福印迹。”庄垂
顺说，征迁干部的这份用心，
是他没想到的；他们的这份
真情，更是让他格外感动。
回去后，他将把满载乡愁的
剪纸作品摆放在客厅，把家
乡的记忆永远带在身边。

作为梅岭中片区项目指
挥部宣传引导组副组长，林积
焕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垂
顺老先生用行动支持家乡建

设，他的小小心愿，我们应该
尽量满足。”林积焕说，项目征
迁工作启动以来，得到了包括
海内外侨亲在内的被征迁群
众的广泛支持。指挥部推行
用心用情征迁，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贯穿整个项目征迁过
程的实际举措，是高效推进项
目征迁工作的关键。

记者了解到，针对项目
征迁区域内具有文化价值的
古厝、洋房，指挥部将统一做
好保护，在区域改造更新中
注重根脉文化的保护，为城
市再留一份乡愁记忆。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
非遗展演、美食试吃、民俗体
验……连日来，“美好生活 来
去晋江”晋江文旅宣传推介活
动先后走进广东省广州市、佛
山市，通过丰富的展示和体验
形式，让当地市民、机构零距
离感受晋江的别样魅力。

8日，推介活动第一站落
地广州领展购物广场。现场以
闽南红砖古厝和竹椅长桌的氛
围布置，还原了晋江的城市风
光。主办方通过轻松的沉浸式
体验和丰富的推介表演，为现
场市民带去一场亮点十足、精
彩纷呈的文旅嘉年华。

“超出我们的预期，没想
到这么受欢迎！”当晚8时，高
甲造型免费体验区依然人头
攒动。晋江市高甲柯派表演
艺术中心演员王玉璇表示，
从下午2时进场开始，她手中
的化妆笔就没停过。

“从没化过这种妆，太有
趣了！”家住广州荔湾区的市
民牛家佳正巧路过，便被眼
前的高甲戏深深吸引了。

公子丑、闺门旦、青衣……
经过戏剧水彩的描绘，市民们
化身高甲演员，学习戏曲动
作、打卡拍照留念，亲身体验
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大家来猜一下，演员是
用哪根手指控制木偶的头
呢？”“水，在闽南语里是什么

意思呢？”“我知道，我知道！”
泡茶体验、有奖问答、闽南语
互动等多样活动，吸引了众
多市民驻足参与。

拳头母、姜母鸭、糖渍萝
卜、猪油粕……晋江心意伴手
礼区浓香四溢，独具晋江特色
的美食吸引了当地市民纷纷前
来品尝。“晋江美食，丫特！”台
上，来自乌克兰的美食达人陈
悟空，以亮点频频的美食宣传
片《丫特》和生动形象的推介全
方位展现“舌尖上的晋江”。

“一栋番仔楼 起在咱厝

头……”晋江市文旅推介人
庄培源以一首歌曲《梧林》引
入，对梧林传统村落和五店
市传统街区进行推介；讲古
人王培焕则以妙趣横生的讲
古，着重介绍草庵摩尼光佛
造像、安平桥及磁灶窑金交
椅山遗址等世遗点，带领现
场市民“云游”晋江。

此外，晋江多个旅行社
还推出了符合广州客源地特
色的旅游线路，并开启现场
特惠活动，进一步增强晋江
旅游的吸引力。

10日，晋江文旅宣传推
介活动第二站抵达佛山市。
当天，两地旅行社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旅游不仅要走出去，更
要引进来。”晋江市文旅局副
局长施清凉表示，下一步，该
局将结合全年工作安排，特
别是文体旅融合发展攻坚行
动，持续开展“走出去”宣传
推介，同时策划相关活动，将
旅行商和旅游达人“请进来”
踩点体验，强化客源引流，助
力文旅产品打造。

时隔 3 年多再回家乡，一
下飞机就看到四处灯火辉煌、
路上车水马龙，非常热闹。这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让我很
激动。

7 岁那年，我就离开晋江
了。我常常会想起家门口一条
窄窄小小的石头街，还有敲锣
打鼓很“闹热”的高甲戏。

等我再回到家乡，已经是
40多岁了。这期间，晋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家的房
子经历了几次拆建，道路也不
断扩建，我几乎寻觅不到童年
记忆的样子；但一到夜晚，高甲
戏声音传来，我便知道：我回到
了故乡。

我到菲律宾定居后，也加
入了菲华同乡会中人数最多、
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菲
律宾晋江同乡总会。在这个大
家庭里，乡情乡谊是一条纽带，
大家亲密无间、守望相助，在外
打拼事业的同时，也心系家乡
的发展。

海外华文教育一直以来都
面临着一些难题。为了传承中
华文化，同乡总会从祖国请来
优秀教师，深入菲律宾各华校
对老师进行辅导教学，对菲律
宾的华文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我相信，这是一份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是海外华
人华侨的留根工程。今年年
初，菲律宾有超过1000名华文
教师参与研习培训。

尽管常年生活在菲律宾，
但我和乡亲们一样，时时刻刻
想念着家乡。自2006年开始，
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在菲律宾
邦邦牙省发动兴建平民屋村

“晋江村”，得到理事乡侨的大
力支持，乡亲黄呈辉、黄金盾昆
仲捐出了 150亩地皮，同乡总
会的乡亲也踊跃捐款，“晋江
村”建成了800套住房，并同步
建设菜市场、商场、教堂、小公
园、篮球场和社会活动中心等
配套设施。这些住房免费赠送
给菲律宾贫苦民众居住，得到
了当地民众的广泛赞誉。

为什么要叫“晋江村”？因
为这代表着晋江人对菲律宾当
地群众的关心和奉献，代表着
我们传递的公益正能量。

这次回乡，我参加了“侨商
回归 晋品出海”晋江市海内外
商贸对接活动，看到家乡产业
发展突飞猛进，我深感骄傲和
自豪。今年，菲律宾晋江同乡
总会计划举办一场经贸文化
展，邀请世界各地的晋江企业
展示优质产品，助力晋江制造

“扬帆出海”。
本报记者 王云霏 整理

非遗展演 美食试吃 民俗体验

文旅宣传进广东 尽显晋江魅力

□关注晋江市梅岭中片区项目

接过征迁干部送来的祖厝剪纸和影像光碟

81岁旅港乡贤庄垂顺感动了

庄垂顺（中）和女儿接过祖厝剪纸和影像光碟。

□讲述·我和我的家乡

当高甲戏声传来
我便知回到了故乡

我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从
小听爷爷奶奶念叨着家乡的故
事。在他们的讲述里，家乡是
个非常贫困的乡村，交通也很
不便利。为了讨生活，爷爷奶
奶只能漂洋过海到新加坡打
拼。

尽管关于家乡的记忆充满
贫困和辛苦，但只要提起家乡，
爷爷奶奶脸上总是挂满笑容，
他们常常说，将来老了，一定要
回到晋江“落叶归根”。

10 岁那年，我跟随奶奶第
一次回乡探亲。我对家乡的一
切充满好奇，从孩童的视角，我
感觉家乡有些落后，连可乐都
没有。

当我成年后再次回到家
乡，这里的变化太大了，令我震
撼和欣喜。曾经落后的乡村，
变得美丽而宜居，人们安居乐
业、生活幸福。

因为工作的缘故，上一次
返乡距今已经 10 多年了。这
次，旅居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晋江乡亲欢聚在一起，浓浓的
乡情让我感动。见家乡人、讲
家乡话、吃家乡菜、住家乡厝，

大家对家乡的眷恋没有被时间
冲淡，反而与日俱增。

前几天，我参加了“侨商
回归 晋品出海”晋江市海内
外商贸对接活动。在优品展
示环节，我惊喜地看到，家乡
的 产 业 发 展 已 结 出 累 累 硕
果。从前，我只知道晋江制鞋
业很发达；这次才发现，原来
我们还有制伞、泳装、食品等
优势产业，这让我心中的自豪
之情油然而生。我目前在做
科技软件开发相关的项目，希
望未来可以和家乡的企业合
作互动。

自从担任新加坡晋江会馆
会长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
让新加坡的晋江新生代更了解
晋江会馆的历史和晋江的文
化。新加坡晋江会馆的百年历
史，离不开前辈与乡亲的无私
奉献。为了让年轻一代对会馆
文化有所认识，我们正积极推
进打造“晋江廊”文史展厅，将
通过展示珍贵的文史资料，讲
好晋江故事，将“诚信、谦恭、团
结、拼搏”的晋江精神传承下
去。

乡情难舍，乡音难忘。从
去年开始，新加坡晋江会馆定
期举办“听福建歌 学讲福建
话”课程，免费开放给会员及其
子孙、青年团团员和妇女组组
员。课程精选《雨夜花》《落雨
声》《海海人生》《我问天》《家
后》等家喻户晓的福建歌曲，让
学员学习闽南词语、常用句式
和语言知识。我希望通过这样
的活动，让在新加坡的晋江乡
亲尤其是年轻一辈，能说好家
乡话。

本报记者 王云霏 整理

让年轻一代讲好家乡话

讲述人：陈凯复（世界
晋江同乡总会会长、菲律
宾晋江同乡总会理事长）

家乡：晋江青阳

讲述人：张振铭(新加
坡晋江会馆会长)

家乡：晋江安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