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可你知道吗？在晋
江西园街道官前社区，这里能编制打水的竹
篮，且几近滴水不漏。编织该竹篮不需要用一
根钉子、一滴胶水，而是使用近百条竹篾。

“官前竹篮”是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一。据统计，晋江共拥有80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那么，“官前竹篮”究竟是怎样的传统手
艺，它的历史渊源、发展和现状如何？近日，记
者走进官前社区，探寻官前竹编的前世今生，
试图拨开“传统”迷雾，浅探非遗“复活”之路。

日产米篮400多担

官前竹篮，俗称“斗笼”，具有盛水不漏、轻便耐用
的特点。官前竹篮中的“米篮”相传至今已有 400多
年，由于米粒小，对竹编的精细度要求非常高，产品畅
销海峡两岸，尤其是漳州、泉州、长泰、金门等地。过
去，泉金两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拥有官前柯氏竹制品。

让人想不通的是，晋江并不产竹子，为什么官前人
却擅长竹编呢？

“我们的祖先七世祖隐泉公，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
年—1620年)到漳州诏安谋生，后来娶了诏安女林氏为
妻。隐泉公在诏安生活久了，就学会了这门竹篮生产技
艺，并带回官前，传给家家户户。”今年76岁的官前社区居
民柯华侨告诉记者，1954年，官前成立了集体企业官前竹
器社。在鼎盛时期，官前参与编制的人数达四五百人，日
产米篮400多担，年用大竹十几万根。那个时候，每家每
户就是一个家庭作坊，官前人与竹编为伴，以竹编为生。

“官前竹篮”的原材料以毛竹为主，生产竹篮、竹箩等
多种产品，先把竹子加工成篾子，再用篾子编成各种产
品。“柯厝竹篮”一般以打底六角、扁身圆形为主要特征。

从业者寥寥无几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受到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的
冲击，官前“柯厝竹篮”至今仅剩柯沂南、柯贤杰、柯孙
煌等老艺人在从事竹编生产，传承面临难题。

2019年，官前竹篮被列为晋江市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2020年，柯金桔成为晋江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
承人。

近日，在官前社区工作人员张燕媮的带领下，记者
来到柯金桔家中，只见其屋内堆满了各种造型的竹筐、
竹椅、竹箩、竹筛等成品。从屋内侧门走出，拐向一旁
的台阶，沿台阶而下，来到位于地下室的“竹编车间”。
柯金桔的父亲柯沂南正在车间忙碌着。与记者交谈
间，柯沂南手中的活儿也不曾停下，一条条柔软的篾条
在他长满着老茧的双手间来回穿梭。

“我们的竹篮打水不会空，这是我们最独特的工
艺。现在对竹篮的需求少了，主要编一些农用的菜篮、
竹箩。”从事竹编70多年的柯沂南说，做竹编是一个辛
苦枯燥且细致的活，又赚不到多少钱，学竹编技艺的年
轻人更是几乎没有，但他对竹编有深厚的感情，会一直
坚持到底。

“现在年轻人对竹编兴趣不大。”今年75岁的柯明楚
经常从柯金桔家中领些材料回家加工。“没事就编一点，
赚点补贴家用。”柯明楚说，“以往整个村庄都靠竹编谋
生，现在从事的人寥寥无几，且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赋能“复活”之路

“我的愿望就是能让官前竹篮恢复‘活力’。孩子
们愿意学，我就愿意教。”虽已 89岁高龄，柯沂南仍坚
持每周前往官前小学为学生传授竹编技艺。

官前小学于2021年底创建竹编社团。从那时起，
柯沂南每周三下午都会如约与孩子们见面，向他们讲
授技艺。

官前小学校长王良荣告诉记者，学校引进竹编文
化作为办学特色，开设特色拓展性课程，同时聘请柯沂
南、柯华侨等作为校外辅导员，让学生参与“官前竹篮”
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传播。这学期参与竹编
社团的学生有19人，他们对竹编技艺大多有了初步的
认识和理解，但传承之路仍任重道远。

除了进学校之外，官前社区也“看上”了这门老手艺。
“我们很重视这门老手艺，打算将它打造成社

区特色文化。”张燕媮一边带记者参观距社区居委
会约 1公里的旧竹器社，一边道出心中的想法。原
来，官前社区计划修缮曾见证竹编辉煌的“竹器
社”，在此展示竹编物件，进行手工教学，借此将老
手艺发扬光大。然而，旧竹器社是石头房，由于年
久失修，墙壁破损、屋顶漏雨，修缮改造资金问题
令人头疼。

对此，西园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武装部部长肖超
群告诉记者，“官前竹篮”是街道唯一的非物质文化资
源，街道全力支持社区想法，也在想办法提供帮助。

肖超群告诉记者，目前，西园街道与新塘街道正进
一步整合资源，拟推动官前竹编制品到梧林传统村落

“安家”展示。同时，他们也倡议传承人将竹制品进行改
良，打造成工艺品、伴手礼，满足更多市民需求。此外，
他们还积极谋划打造竹文化微景观，让竹编技艺成为乡
愁符号。

他山之石，亦可借鉴。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成
都市郫都区三道堰镇古城村的“竹编鸟笼”被列入四川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打造“鸟笼 IP”,该村通过
修建鸟笼博物馆、成立鸟笼协会、打造鸟笼文化长廊等
举措，推动非遗传承并形成文化旅游新品牌。

如今，官前竹篮的文化价值远远超过竹篮本身的
用途。官前竹编技艺赋能“复活”之路能否顺畅，官前
竹篮何日再打水，让我们拭目以待！

过往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昨日，由晋
江市教育局联合本报策划制作的晋江市
第九届“我最喜爱的老师”寻访活动 20强
候选人风采视频一经推出，尽显晋江教师
师德师风，大家纷纷为心中最喜爱的老师
点赞。

每个视频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秒，但让
人看了为之感动。视频记录了每位候选人
的教学日常点滴。课堂上，他们认真讲解每
一个知识点，与学生互动热烈，氛围活跃；课
堂外，他们与学生谈心，玩在一起……每一
帧画面都那么美好，每一个场景都令人难
忘。视频最后，还有各候选人亲友团花样百
出的助阵，为候选人打call。

如此鲜活生动的风采展示视频，自
然备受关注，各个视频点赞数都蹭蹭往
上涨。截至昨晚 6时，不到 10个小时，20
个视频观看量累计近 50万，点赞数近 8
万，其中，不乏来自马来西亚、越南、菲律
宾等地的读者、网友。

“肖老师真棒，我的同行，太佩服你
了。在河南省新乡市重点中学任教时，获
省级大赛一等奖；在河南省洛阳中学教学

时,获得省级学科带头人荣誉称号；随军
到福建泉州五中工作，在教书育人、教研、
教学工作上，砥砺前行，不忘初心。你南
征北战，献身教育，是你不变的情缘。为
你骄傲，为你点赞加油，我们都爱你。”在
泉州五中桥南校区肖慧的点赞与留言区，
可见多个河南 IP活跃的身影。原来，他们
都是肖慧此前在老家任教时的同事和学
生、家长，如今他们仍一直关注着肖慧的
动态，“云”上为肖慧点赞。

在每个视频的留言区，不止有一排排
竖起的大拇指、一句句直白的“老师，我们
喜欢你”，还有师生双向奔赴的点滴。

“做世上的光温暖他人，这是声庭老
师教我的。在我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是
声庭老师教会我要真诚待人、学会换位思
考和感恩他人。”网友“杨师傅2.0”是云峰
中学 2020届学生杨潇，看到视频，他的思
绪一下子回到了云峰中学的初中生活。

“三年，声庭老师从未放弃过我们中任何
一个。他是我们学生宿舍的‘常客’，经常
关注我们宿舍情况，还耐心地对我们进行
考前心理疏导。我发自内心为声庭老师

打气加油。”
据悉，晋江市第九届“我最喜爱的老

师”寻访活动复选将于近期举行。复选活
动中，候选人最后得分将综合专家评委投
票、大众评审团现场投票、视频号点赞情
况确定，得分最高的前十名确定为第九届
十佳“我最喜爱的老师”人选，其他候选人
确定为第九届“我最喜爱的老师”提名奖
人选。其中，视频号点赞将于今晚 9时截
止，快来为你最喜爱的老师点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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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

本报记者 王昆火

竹篮何日再打水
——浅探晋江官前竹编技艺如何赋能“复活”

晋江市第九届“我最喜爱的老师”寻访活动

20强教师展风采

海内外亲友团“云”助阵

本报讯（记者 许金植）“历经十多
年的努力，退役战斗机歼-7B终于亮相围
头了。”近日，晋江金井镇围头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洪水平带记者参观八·二
三战地公园，讲述退役战斗机歼-7B“飞”
进围头的故事。

入驻围头八·二三战地公园的退役
歼-7B战斗机，长 13.95米、宽 7.15米、高
4.10米，机翼面积 23平方米。机身印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赠”字样，其主要部
件已被拆除，不具备作战能力。该机由空
军装备部于2023年3月赠送（石家庄飞行
学院提供）给“八二三”战地公园，用于国
防教育展示。

洪水平介绍，围头村拥有独特的战地
旅游资源。从 2008年开始，村里就开始
着手争取各类型退役战斗装备进驻围头
村，“第一批是坦克、大炮，第二批是这架
歼-7B战斗机，我们还将继续争取更多退
役战斗装备进驻。”

据了解，2008年，恰逢“八·二三”炮战
50周年，围头村启动战地公园建设。该村
希望能够像金门一样打造战地观光项目，

在战地公园内放置一些退役装备如坦克、
大炮等，丰富战地观光内容，让群众、游客
聆听红色故事，接受红色教育。2016年，
公园迎来一批退役装备，它们分别是一辆
62式坦克、一门 66式 152毫米加农榴弹

炮、一门59-1式130毫米加农炮。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金井围头八·二

三战地公园正进行整体提升修缮，以上退
役战斗装备暂不对外开放，预计7月份恢
复开放。

退役战斗机歼-7B“飞”进围头

本报记者 林小杰

这个周末，我们迎来了晴好天气，在副热带高压的
掌控下，气温不断攀升。晋江全市大部分地区午后最
高气温在 30°C~33℃之间，西园街道和灵源街道以
33.8℃并列全市最高温。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到台风“玛娃”外
围东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未来几天，晋江天气以多云
到晴为主，预计后天最高气温上升至34℃左右。瑞雪
提醒市民朋友，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注意补
充水分。室内空调温度不宜开得过低，以免室内外温
差过大引发感冒。

今天多云转晴，22°C~32℃，沿海东北风5~6级、阵
风7级；明天多云转晴，24°C~33℃，沿海东北风5~6级、
阵风 7~8级；后天多云转晴，26°C~34℃，沿海东北风
5~6级、阵风7~8级。

气温升升升
后天最高温34℃

（扫码
观看20位
候选人风
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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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沂南讲述“官前竹篮”故事 柯沂南送给官前小学的竹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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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寻觅古建之美·追溯八闽风韵”千里之行
采访团走进晋江，深入传统村落采风，全方位感受晋江
的美。

不同于晋江各大品牌的名声在外，晋江传统村落
大多“养在深闺人未识”，就连晋江本地人都鲜少能说
出她们的名字。殊不知，晋江传统村落是名副其实的

“宝藏村”，梧林、福林、塘东、围头；洋楼、古大厝、番仔
楼，各有各的风情，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美。

这不，本报视频号“乡村多看点”栏目近日讲述的
“139个门的番仔楼”的故事，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网友
的浓厚兴趣，2分15秒的视频远远不能解渴。后台留
言中，很多网友想了解更多晋江建筑故事，甚至有的求
地址链接，打算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

侨乡文化、海洋文化、闽南文化，融入三大文化特
征的晋江传统村落，述说着历史沧桑，见证着时代变
迁，传承着晋江精神，提醒着后人——不忘来路，接续
奋斗。一条条石板路、一弯弯燕尾脊，是梦里侨乡的一
抹剪影，更是守望未来的情感符号。

“宝藏”需要被看见，“宝藏”更需要被呵护。令人
欣喜的是，晋江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传统村落的活化保
护工作，下大力气让老屋“活”起来、让古村“美”起
来、让旧貌“焕”新颜。更可喜的是，梧林等晋江传统
村落越来越频繁地登上央视等各大舞台，吸引着越
来越多海内外游客前来打卡。她们的美，正被越来
越多人看见。

当下，一个个“网红城市”相继出圈。具有“网红潜
质”的晋江建筑、传统村落，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木木

让更多人看见你的美

当下

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