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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蔡红亮 董
严军） 昨日，2023 高考大幕开
启。记者了解到，晋江考区共设
晋江一中、养正中学、季延中学、
南侨中学、毓英中学、侨声中学、
平山中学、子江中学等 8 个考
点，9952名学子将迎来这场人生
大考。

6日下午是考生考前踩点、
熟悉考场时间。考生在各考场监
考员的带领下走进考场，接受考
风考纪、诚信考试和法治警示教
育，并参加外语听力试听。

记者在晋江一中考点看到，
考点内送考对联高高挂，考场周
围布满警戒线。四条考生通道一
字排开，直达考场。为应对考试
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雷雨天气，
考点还在考生通道上方安装了帐
篷，为考生遮阳、避雨。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考
生通道出现了“新成员”——智能
安检门。根据高考最新要求，今
年福建省所有考点全面启用智能
安检门，实行“1+1”安检方式，即

所有考生进入考点时，接受智能
安检门检查无异常后，方可进入
考点。考生进入考场前，还需接
受金属探测仪检查，确保把手机、
手表、电子手环、无线耳机等电子
通信设备拦在考点考场之外。此
外，晋江一中考点内还设置考生
咨询处、物品存放处、特殊考生报
到处，并设有万应茶、绿豆汤等防

暑饮品，细心服务考生。
考生即将奔赴高考“战场”，

晋江各学校巧花心思，给予考生
祝福和鼓励。这不，开考前夕，季
延中学高三6班学生就感受到了
一份特别的祝福。这份祝福来自
他们的语文老师蔡清辉。他为班
上学生送上特制书签，书签上刻
有以班级学生名字撰写的藏头

联，背面印有“金榜题名”、文昌塔
等吉祥字符。

“这礼物太有创意了，精美实
用又有很美好的寓意，老师太有
心了。我们会带着这份祝福在高
考中全力以赴。”拿到特制书签，
高三学生许少颖爱不释手。

根据安排，昨日 9:00—11:30
考语文，15:00—17:00考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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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柯国笠） 6日至8日，第23届
厦门国际石材展（以下简称“厦门石材展”）在厦门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盛达机器、晋工机械、和盛机
械、天红机械等晋江机械装备行业企业参展，以绿
色、智能化为“新名片”，受到业内关注。

据悉，本届展会有来自 40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0多家石材相关企业亮相，展示新材料、新设
备、新工艺。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3日上午，以福建省
麻醉医学领军人才、权威专家郑晓春命名的“郑晓
春教授名医工作室”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
医院）正式揭牌。

麻醉学科是衡量一家医院综合实力的体现，
任何一项外科新技术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麻醉科
的支持。据介绍，郑晓春是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
福建省医师协会麻醉科医师分会会长，从事临床
麻醉及疼痛诊疗、急救医疗管理、麻醉学本科、研
究生教学管理及科研工作，在麻醉领域取得丰硕
成果。

郑晓春表示，此次工作室落地晋江后，团队将
定期驻点医院开展相关管理和学术交流活动，协
助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培养更多麻醉
学人才，推动医院麻醉学科在质量提升、病人安
全、手术室外舒适化医疗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更
好地为晋江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
福建医院）以创建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为契机，
借助上海六院等高端医疗资源，不断加强学科建
设，实行麻醉科双主任制，开设麻醉专科门诊、疼
痛门诊，开展超声引导下椎管内阻滞、超声引导下
动脉穿刺置管术等新技术、新项目。其中多项新
技术填补了晋江市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整体诊
疗救治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当天，现场还举办了麻醉核心技术暨治疗技
术新进展学习班。

2023高考大幕昨日开启

晋江9952名考生赶考

晋江机械装备企业
亮相厦门石材展

省级名医工作室落户晋江
助推晋江麻醉学科高质量发展

竹篮何日再打水
——浅探晋江官前竹编技艺如何赋能“复活”

本报记者 王昆火

6月2日 星期五 天气：阴
地点：西滨镇海滨社区
上午9时许，晋江西滨镇政府旁的广场上，一

排崭新的太阳能路灯整齐地“躺”在地上，两名工
人正忙碌地拆装调试太阳能路灯。

这些太阳能路灯的安装是海滨社区近期的主
要工作之一。原来，由于年久失修、地下线路老化
较为严重，海滨社区居民区的路灯已经“罢工”近
两年，其间，社区也请人维修过几次，但总是治标
不治本。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海滨社区两委干
部经过走访，本着“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原则，经过
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并积极与镇政府沟通，最后决
定为社区购置太阳能路灯60盏。

“那个太阳能面板是不是调整一下方向会更
好？”“师傅，安装时，如果旁边的树枝需要修剪，就
麻烦你顺手帮忙一下。”……施工现场，海滨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蔡珍珍一直盯着现场，并
叮嘱工人细致作业，也向居民了解照明的需求。

“现在安上新路灯了，就可以约邻居一起散散
步，聊聊天。”看着家门口刚刚安装好的一盏路灯，
住在海滨社区海滨路的朱清霞和厝边邻居赞不绝
口。

下午5时许，经过两天的辛苦作业，60盏太阳
能路灯全部安装完成并投用。

如今，一盏盏明亮的路灯不仅照亮了社区的
夜，也温暖着居民的心。“社区的路灯亮了，居民的
心暖了，我们也更踏实了。”蔡珍珍说。

本报记者 蔡培仁

路灯亮了 民心暖了
柯沂南送给官前小学的竹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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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能编织打水的竹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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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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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畅销台湾海峡两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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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产米篮400多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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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业者寥寥无几

官前小学学生在竹编上作画。

赋能“复活”之路
当下

过往

未来

柯沂南讲述“官前竹篮”故事。

考前踩点考前踩点，，考生通过智能安检门考生通过智能安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