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人：李杰 设计：李江龙 校对：严学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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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星期三
农历癸卯年 四月二十

菲律宾版
第35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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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阙杨娜 董严军） 5日是世界
环境日，记者从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获悉，2022
年，晋江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其中，空气质
量优良率99.5%，福建省县级排名同比上升3名。

过去一年，晋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31个年度大气精准
治理减排项目，完成40台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提升整治工作，推动建陶行业窑炉烟气脱硫塔升
级改造，推进窑炉烟气在线监控系统的安装与联
网，启动制鞋行业废气治理设施提升改造试点，实
现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2022年全年，晋
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中优的天数257天，良
的天数106天，轻度污染天数2天。

在水域治理方面，晋江完成 335家涉水工业
企业尾水全纳管，同时分批对 990家企业开展精
细纳管。通过开展8条流域水质提升“碧水清源”
精准治理项目、入海入河排污口治理，以及饮用水
源地周边30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工程，实现城
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达到上级考核要求，城市饮用
水水质达标率100%。

2022年，晋江持续开展生态环境执法能力提
升三年行动，开展“静夜守护”“清水蓝天”等专项
执法整治和检查，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与执法工作无缝衔接，全市公众环境满意率达
到95.5%。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4日，记者从
晋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泉州市高教
发展中心获悉，《晋江市高等教育人才认定
和政策支持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日前
正式出台。这是晋江首个为高等教育人才
量身定制的专项支持政策。

《办法》适用在晋江市域内的高等院校
就业的人才，不受国籍、户籍限制。目前，
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和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都在适用范围内。人才
认定标准共设置七个层次，采用条件确认
制进行人才认定，人才认期设置为 6年。
考虑到各项人才政策的平衡性，此次明确
高等教育人才可享受的政策待遇共计 20
项。

其中，常年在晋江市工作的高等教育
人才，可按照第一至第七层次分别给予
15000元（人民币，下同）/月/人、10000元/
月/人、8000 元/月/人、5000 元/月/人、3000
元/月/人、1000元/月/人和500元/月/人的人
才津贴。

针对短期来晋江从事教学、科研、技术
服务项目合作等工作的高等教育人才，按
照第一至第五层次，可享受一次性 15000
元/人~4000元/人不等的交通补贴。

住房方面，符合条件的高等教育人才
在购置建筑面积 60平方米以上的晋江商
品住房时，可享受最高 100万元的购房补
助。

经晋江市申报且成功入选重大专项
的，可按比例给予相应人才累计不超过
400万元的配套经费资助。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公布的专项政策
还覆盖了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健、
双亲养老服务优待、税收优惠、金融支持、
海关便利等各方面。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
为本。泉州市高教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高等教育人才专项政策的出台，将
进一步造就和吸引一批优秀教育人才，为
晋江教育改革创新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更好助力晋江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通讯员 张玉
凤） 4日下午，英林镇锦江村乡贤柯文志
在爱子柯佳鸿、爱媳蔡静岚举行结婚典礼
之际，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简办婚事，
向晋江市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人民币，下同），定向为锦江村238名
60岁以上老人各发 500元红包，定向捐赠
锦江村老年人协会3万元、小鼓队2万元。

据了解，柯文志系柯建传家族成员。
当天，柯建传、柯蔡丽守伉俪也向英林心公
益慈善基金会捐赠善款 100万元，助力家
乡乡村振兴和水生态治理项目。

据悉，多年来，柯建传家族始终热心公
益。作为家族成员，柯文化、柯文志昆仲身
体力行，率先垂范，捐赠各类善款超 1500
万元。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晋江2022年空气质量优良率99.5%

安海73岁蔡宗巩：半世纪与香为伍
本报记者 黄海莲

简办爱子婚事
给村里老人发红包

晋江出台首个
高等教育人才专项政策

蓝天、碧水、绿地，一幅和谐的生态图景。图为晋江市区一角。

说起制香，闽南人都不陌生，无论是寺庙宗祠里，还是居家生活中，祈福香、
养生香都会出现。在咱厝安海，有一个村，从上世纪初便开始制香了。如今，村
里还有一位制香半个多世纪的制香师在从事着这一传统手艺。今天要讲述的便
是制香师蔡宗巩半世纪来，“与香为伍”的故事。

走进晋江安海社坛村，空气中流
动着香料特有的芬芳。在社坛村委会
后面的一片空地上，一排排装满篾香
的香架，在阳光下散发着迷人的香
气。蓝天下，香架上红色、黄色的篾香
映衬着红砖古厝，形成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晾晒场旁的一排石头房前，73的
蔡宗巩正双手握着一把篾香往调色桶
里上色，一浸一提间，红色的颜料从篾
香上滴落到调色桶里，蔡宗巩用力一
甩，将多余的颜色甩回桶内后，便把篾
香均匀摊开放到香架上。一个香架摆
满，便有两名工人过来，将香架搬到晾
晒场上。

“这是今天最后一把，今天做的
600斤需要上色的香就一半。”蔡宗巩
一边持续着手上的动作，一边说道。
蔡宗巩说，他的制香厂每个月可以做
30吨的篾香，根据客户需求，有原色
香，也有上色香，“原木色、大红色、桃
红色、金黄色都有，除了原木色，其余
颜色都得在篾香成型后进行上色。”说
话间，蔡宗巩已完成手上的工作，他脱
下工作服，擦洗了双手，坐下来休息泡
茶。做完活喝杯茶，这是他每天工作
之后的固定节目。

“以前的人，品香和品茶是不分家
的。”的确，品香、斗茶、插花、挂画被古
人称为怡情养性的“四般闲事”，其中，
品香又被列在了第一位。泉州制香的
历史可追溯千年，在宋朝末期，曾任泉
州市舶司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通过
海上丝绸之路进口各种名贵香料并制
作成香料产品。到了明清时期，蒲氏
后裔分别避居达埔、德化、晋江、漳浦，
世代相袭，专注篾香制作。2021年 6
月以永春香为代表的福建香制作技
艺，入选中国国务院正式公布的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我们家是从我父亲那一辈开始
做香的，过去村里以制作蚊香为主，有
村办的蚊香厂。 1972年，我从村里
的蚊香厂出来，开始自己做篾香。”蔡
宗巩回忆道，高峰期，村里有八九家的
制香厂，从事篾香的制作，“做这个很
辛苦，还要有技术，很多都没坚持下
来，到现在村里只剩下两家在做了。”
蔡宗巩家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

在蔡宗巩茶室旁边的作坊
里，他的儿子和儿媳正在给篾
香定型。作坊的一侧，几箱已
经完成和料的香料粉正在等待
着进入下一个环节。这是早上
蔡宗巩就提前制作好的。

每天早上 6点多，蔡宗巩
就提前来到作坊，将和料环节
制作好。“你闻一下，香不香？
我们做的都是环保香，用的都
是纯香料粉，像沉香、肉桂、良
姜、丁香之类，一种成香常常要
用到十几种甚至二三十种香
料。”蔡宗巩捧起调好的香料粉
说道。

蔡宗巩对自家的香很有
信心，“这些香料对人体都是
有好处的，有些人制作时会加
香精，我们不加。”因为坚持用
传统香料，有很多客户会专门
来找蔡宗巩定制。2003年“非
典”的时候，有个客户一下定
制了几十万片的环香，专门配
制净化空气的药方制作。“儿
童蚊香对环保要求很高，经常
有老客户来定制儿童蚊香。”
蔡宗巩的客户如今遍布福建、
浙江、安徽、广东，甚至东南
亚。

如今，香道文化的繁荣也
给传统工艺带来了复兴，蔡宗
巩经常会收到一些客户的定制
要求，“你看这个盘香，是上海、
厦门的客户定制的，用于茶席
上品香的。”随着香道文化的深
入人心，香除了是人们祈福时
不可或缺的用品，更深入日常
生活，成为人们书桌、茶桌上的
清雅陈设。蔡宗巩也抓住这个
机会，不断创新，推出盘香、线
香、塔香等产品。为了多了解
现在行业的发展，蔡宗巩经常
去永春等地交流、学习，“我和
永春的同行经常互相交流。只
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脚
步去发展。”在蔡宗巩的心里，
这个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手艺，
虽然辛苦，但却赋予了他美好
生活的“香气”，所以，“我还是
会坚持做下去的。”蔡宗巩如是
说道。

老村古厝里的一脉“香”传

制香是个复杂的工艺，从
备料、和料、成型、晾晒到包装，
每一步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制作篾香的主要原材料包
括竹篾、香料粉。“最早是去永
春采购原材料，后来到德化、仙
游。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集
市，一到‘墟日’，我们就去采
购。”蔡宗巩说，再后来，为了购
买到更好的材料，都要到云南、
贵州、广西等地。

和料是整个制香过程中最
关键的一道工序，即通过配料
和搅拌将筛选后的香料粉，根
据制作不同用途的香，按照不
同比例与水混合搅拌。不同的
原材料，下料的比例不同，“不
同树龄出来的原材料水分不
同，比如树龄越小的，制作出来
的香就比较脆，容易断。”

和料后，才能开始进行下
一步的工序，那就是香粉附着
定型。过去制香时，需要抓起
竹签，握住香骨，沾上水，揉搓
香芯，让香粉附着其上。再重
复浸水，重复裹上香粉，整个过
程不断反复，最少要做四次。
随着香粉逐渐附着，竹篾变成
原本的两倍粗，而后上晒场晾
晒，晾至七成干，便开始上色，
上好色再重新晾在香架上，曝
晒至完全干燥后才算制作完
成。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香
粉附着上竹签成型的工序已由
机器代替，“机器比手工好太多
了，不仅速度快，成型的篾香光

洁度也更好。还有，以前都要
手工劈竹子，为了防止手指受
伤，手指上都要戴上厚厚的保
护套，竹子劈出来的四个角，比
较粗，不像现在机器切的，又细
又均匀。”蔡宗巩很感谢现代技
术的发展提升了整个制作工
艺，但机器只能完成部分工序，
大部分工序还是要靠人工来完
成，比如和料、上色、晾晒等。

如今，和料、上色这两个关
键环节都还是蔡宗巩自己一个
人完成，“很多人问为什么不把
色粉直接加在料粉里制作，还
要后期上色。那是因为后期上
色的成品香颜色更清亮、更好
看，如果加在料粉里，颜色会被
吸收，没有那么清亮。”

蔡宗巩一直说制香是一个
靠天气吃饭的活，那是因为晾
晒环节完全根据阳光、气温和
风向来控制时间，在合适的条
件下上色后一般晒上两个小时
就可以送去包装了，但如果遇
到天气太热，比如夏天，晾晒时
间就要缩短，碰上阴雨天，直接
就不能生产了。

从十几岁进蚊香厂，到 21
岁自己出来做篾香，蔡宗巩和
香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衣
服上是香的痕迹，手上是香的
痕迹，从头到脚散发的都是香
的气息。”蔡宗巩说，做了一辈
子的香，对制香的情感很复杂，

“不仅辛苦，还要看天吃饭，但
是既然选择了做这一行，就得
坚持下去。”

看天吃饭的手艺 坚持了半世纪

传统制香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