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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晋江乡亲，在这个暖春4月纷纷返乡

“赴约”。自4月6日以来，晋江经济报连
续11天，通过报纸版面、微信推文、抖音、
视频号等多个传播平台，对此次海内外晋
江乡亲返乡团聚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
高频次的报道，在海内外引发热烈反响。

16日，随着《讲述·我和我的家乡》
“家书体”专栏的最后一篇报道《时刻记
着“根”在哪里》（见本版）在晋江经济
报头版的刊出，本次全媒体系列报道
圆满收官。回顾11天的系列报道，通
过晋江经济报视频号、抖音发布的乡
贤采访视频，频频在读者、粉丝的朋友
圈里“霸屏”。据不完全统计，相关视频
的点击量累计近300万次；推文《回家
了！乡亲们眼里的晋江是……》获得
晋江相关部门及海内外乡亲的积极转
发和点赞；在《讲述·我和我的家乡》专
栏中，旅居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国
家的9位晋江籍乡贤分享了他们与家
乡的情缘；《晋江潮》栏目推出综述《天
下晋江人 最恋是故乡》，获得福建日
报转载，同时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最亲是乡音

这是疫情暴发以来，海内外晋江
乡亲首次大规模回乡聚首。回家后，
乡亲们格外珍惜久别后难得的相聚，
话乡音、品乡味、忆乡情……到处洋
溢着亲切和温馨。

在采访中，许多乡亲讲述，虽然
年少便漂洋过海去打拼事业，但只要
是在家中，大家都会用闽南语交流。
祖辈们说，要常说家乡话，才能一直
记得自己的“根”在故乡。澳门晋江
同乡会理事长施志伴甚至给自己家
族定了一条家规——不管在哪里生
活，后代必须会说闽南话。

对此，读者、粉丝纷纷留言点赞，
“无论走到哪里，还是咱乡音最亲
切。”“我出国留学时，阿公经常叮嘱
我，千万不能忘了闽南话，毕业了一
定要回到家乡。”“乡亲们在视频里用
闽南话交流，真令人感动！”“以后我
也 会 让 我 的 孩 子 好 好 学 习 闽 南
话。”……

淳淳乡音越山海，依依乡情醇如

酒。来自新加坡晋江会馆的李晓民
向晋江经济报记者表示，因为工作原
因，很遗憾这次无法回乡团聚，“看到
晋江经济报的推文和视频，我的心已
经飞回去和乡亲们在一起了！”

最念是乡愁
游子归乡，最怀念的自然是家乡

的味道。印尼晋江同乡会永远荣誉会
长许宗鸽在采访中讲道，自己每次回
乡，都要立刻去吃一份热腾腾的蚵仔
煎；澳门安海同乡会会长苏建华则介
绍，自己在澳门家中的餐桌上也常备
地瓜粥，总也吃不腻……这样充满真
情实感的分享，引起了读者粉丝的强
烈共鸣，大家纷纷在评论区讨论起各
自心中的“乡味”，土笋冻、姜母鸭、糖
芋、壶仔饭也一次次被大家提起。还
有一名金井镇的网友隔空邀请许宗鸽
老先生，“如果您有空来金井走走，我
请您吃一家特别棒的蚵仔煎……”

还有读者捕捉到乡贤们可爱的
一面。新加坡晋江会馆会长张振铭
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他在“家书”中分

享，10岁那年跟随奶奶第一次回乡探
亲，发现家乡居然连可乐都没有。这
样极具生活气息的讲述，让网友们觉
得既有趣又亲近。“记得小时候，可乐
是很难喝上的‘珍贵’饮料，现在是想
喝就喝。”网友“小胖”留言道。

雨中的古厝、热腾腾的蚵仔煎、
吃不腻的地瓜粥、“闹热”的高甲戏、
阿 公 阿 嬷 日 日 念 叨 的“ 落 叶 归
根”……关于乡愁，乡亲们口中一个
个具体而生动的意象，让读者们纷纷
表示“戳中灵魂”，深受感动。

最忆是乡情
尽管常年在外，但乡亲们时刻关

注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采访
中，大家也能如数家珍地介绍家乡近
年来取得的各项成就，并表达出对家
乡未来的美好祝愿。一封封“家书”，
故事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乡亲们对家
乡的热爱和眷恋却都是深沉且绵长，
历久弥新。

在乡亲们的讲述中，离乡时，晋
江还是人多地少的贫困小县城，如今

已经成了繁华的大城市，连村庄也早
已旧貌换新颜。对此，读者和网友纷
纷留言，分享各自家乡近年来的变
化，传达内心的喜悦之情。

在旅菲侨领陈祖昌先生的采访
视频下，“感谢您捐资建设的体育馆、
学校大礼堂，祝您老身体健康。”“感
谢您不忘家乡。欢迎您常回来看
看。”……读者们纷纷留言，感谢祖昌
先生对家乡人民的无私奉献。

“爱晋江，一起创，晋江明天会更
好！”“为‘爱拼敢赢’的晋江点赞！”

“我们会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晋江
未来有我们！”……大家纷纷表示要
向前辈们学习，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回报乡梓。一条条留言虽不长，但句
句真诚、字字千钧，正如天下晋江人
心手相连，众志成城！

本报讯（记者 李诗怡） 15日，2022年中国
全国体操冠军赛在四川成都落下帷幕。收官日
决出男子跳马、双杠、单杠和女子平衡木、自由
操五枚单项金牌。在男子单杠决赛中，来自晋
江陈埭的林超攀表现出色，以 14.700分的成绩
站上最高领奖台，为福建摘得一枚宝贵的金牌。

男子单杠决赛中，共有八名选手参与角逐，
以资格赛第二名晋级的林超攀压轴亮相。在他
上场前，得分最高的是资格赛第一名——河南
选手张宋泓浩，得到14.000分。林超攀一登场，
就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目光，他带来的成套动作
难度系数达到6.3。

杠上，林超攀的动作流畅连贯，难度动作均
高质量完成，最后更是稳稳落地。顺利完成动
作后，难掩兴奋的林超攀面带笑容、振臂欢呼。
他精彩的发挥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声
和掌声。最终，林超攀得到 8.200分的完成分，
并根据竞赛规则获得 0.2分的加分，凭借 14.700
的总得分将金牌收入囊中。河南队张宋泓浩、
湖南队杨家兴分别以 14.000分、13.933分获亚
军和季军。

赛后，林超攀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布感言，
并配上金灿灿的奖牌照。他写道：“很开心能再
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感谢教练的付出与亲友的
支持！未来我会继续挑战自己，再接再厉！”

当天举行的其他单项决赛中，浙江选手
陈忆路获得男子跳马冠军，四川选手邹敬园
获得男子双杠冠军，浙江选手张清颖获得女
子平衡木冠军，湖北选手陈欣怡获得女子自
由体操冠军。

至此，本届中国全国体操冠军赛全部结束，
22枚金牌花落各家。林超攀拿到的这枚金牌是
福建体操队在本次比赛中拿到的唯一一枚奖
牌。此次中国全国体操冠军赛会聚了全国成年
组的全能和单项高手，在为期五天的比赛中，参
赛选手们检验了自己的冬训成果，积累了比赛经
验，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全国体操锦标赛做准备。

本报讯 （记者 林伊婷）
“这里改造后景观很美，大家有
空来这里走走，挺舒服的。”日
前，晋江安海镇曾埭村的门户池
塘景观改造工程顺利完工。说
起池塘景观改造后的新面貌，村
民纷纷拍手叫好。

一池碧水、波光粼粼，池塘
边有景观步道和绿化林木，村民
闲暇时来附近运动休闲，好不惬
意。早在一年多前，这里还是村
民避而远之的“烂泥塘”。据悉，
该池塘位于安海大盈溪畔，千亩
良田间，此前因地势低洼无法耕
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池

塘，池塘内污泥淤积严重，周边
环境较脏乱。

近年来，曾埭村紧抓毗邻
安平桥景区的地理优势，因地
制宜抓建设谋发展，通过发挥
村庄人文、生态等优势，借力安
平桥“世遗点”效应，谋划打造
安平桥景区“后花园”，发展乡
村文旅产业。去年，曾埭村围
绕改造乡村人居环境，完善基
础设施，积极谋划推进曾埭村
门户池塘景观改造项目，力求
将臭水塘整治成“景观塘”，进
一步提升乡村形象。

据了解，曾埭村门户池塘景

观改造项目总计投入 150 多万
元人民币，改造项目包括河塘水
系清淤、鱼塘改造、农业观光景
观设计及环境整治等。如今，池
塘周边水清、岸绿、景美，不仅成
了村民茶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
更为美丽乡村增添了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为曾埭村发展乡村旅
游提供了新看点。

曾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美英介绍，下一步，曾埭
村将加强对该门户池塘景观的
管理和维护，同时积极谋划发展
休闲渔业及打造研修基地，进一
步挖掘乡村旅游业发展潜力。

我 16 岁时便离开故乡晋
江，但在我心中，故乡却未曾
走远。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
安海老家的庭院门前有草地、
水坑，我和弟弟在那里抓蜻
蜓、捞蝌蚪、做游戏，不亦乐
乎。我也时常怀念，在养正中
学就读时，每到下午 5 点就飞
奔前往球场的场景。到澳门
读书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
的操场。每每想起这些美好
的童年时光，乡愁便在我心中
又重了几分。

加入澳门晋江青年联合
会（以下简称“澳晋青”）是我
个人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一个
篇章。2007 年，澳晋青成立，
我被推荐为副理事长，之后，
又先后担任理事长、会长、永
远会长等职务。在澳晋青期
间，我不仅感受到了乡情的传
承，也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
经验。

起初，澳晋青成员只有60
多人，大家都互相不认识，开展
活动十分困难。经过十多年的
用心经营，如今，澳晋青拥有会
员 400 多人，并且澳门晋江同
乡会下属的深沪、安海、东石、
龙湖、内坑、英林等镇级同乡会
的青年会也纷纷成立，成为推
动澳门闽籍青年积极参政议
政、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力量，
得到了家乡和澳门方面的广泛
赞誉。

近年来，我带领澳门晋江青
年组织开展各类交流活动，还多
次组织旅澳晋江青年一代回乡

“寻根”，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发
展变化，探索澳门和晋江如何实
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

澳晋青的很多成员都是在
澳门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年
轻人，他们对内地和家乡的了
解很少，许多新生代甚至连闽
南语都不会讲。

为此，澳晋青希望多多组
织活动，让会员们有机会走访
晋江故土、了解晋江乡情，感受
家乡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
展。同时，我也积极鼓励大家
回到自己父辈出生的乡镇，感
受乡愁，时刻记着我们的“根”
在哪里。

不久前，旅居澳门的晋江
乡亲组团返乡，澳晋青也组织
了 30 多名青年一同回来交流
考察。在每一次的交流中，听
着熟悉的乡音，被浓浓的乡情
萦绕着，内心总是感觉很温暖、
很振奋。

本报记者 王云霏 整理

家书意万重 晋江心与共

中国全国体操冠军赛收官

林超攀单杠夺金
时刻记着“根”在哪里

安海曾埭村门户池塘景观完工

水清岸绿景美 休闲观光好去处

本报记者 王云霏

□讲述·我和我的家乡

讲述人：陈冰冰（澳门
福建青年联会会长、澳门晋
江青年联合会永远会长）

家乡：晋江安海西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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