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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云霏） 近
日，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的
第五届华文教育互联网教学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来自32个国家的
40多所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组织
的代表，以及中国暨南大学、华侨
大学、北京华文学院等相关院校、
互联网教学机构的专家学者共50
多人相聚北京，共商华文教育发展
之道和转型之路。菲律宾晋江同
乡总会（以下简称“菲晋总”）文教
委员会王宏忠校长应邀参会。

研讨会期间，受菲晋总理事
长陈凯复授权，王宏忠代表菲晋

总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于晓签订“云上牵手·结伴同行”
协议。未来，菲晋总将携手菲律
宾华校联合会，推动菲律宾华校
与中国优质中小学云上牵手，推
动华文教育的发展，以求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围绕现
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海外本土华文
教师培养、本土华文教材开发、华
文学校对接中国国内优质教学资
源、AI技术在华文教学中的应用
等议题进行探讨。王宏忠在分论
坛第一组发言，他介绍了菲晋总

及其华文教育情况，并分析了网
络教学的优势和不足。与会各国
代表纷纷对菲晋总各项事业发展
及华文教育成果“点赞”。

据悉，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云上牵手·结伴同行”活动，旨在
让中国学校与海外华文学校牵
手，希望借助中国优质教学资源，
缓解长期困扰海外华校的师资、
教材、教法等难题，提高华校的信
息化水平，同时为中国学校开展
国际合作、借鉴国外教学理念提
供便利。活动期间，马来西亚、菲
律宾、泰国、英国等多个国家的机

构代表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签
订合作协议。

当前，华校成为华文教育的主
体。经过300余年的发展，各国华
文学校在海外遍地开花。据统计，
全世界 190多个国家已创办两万
多所华文学校，拥有数百万学生和
几十万华文教师。于晓表示，中国
华文教育基金会与海外华校、华教
组织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建立了
广泛联系，对华校需求有深入了
解，同时可以依托国内资源和相关
协调机制，有利于调动国内的中小
学积极参与。

本报讯 （记者 李玲玲 董严
军） 18日晚，“大美晋江古早味进古
城”启动仪式在泉州举行。

此次活动立足本土文化特色，
是晋江全方位融入泉州海丝新区
发展的重要举措。依托泉州“城南
庙会”平台，晋江主动作为，以“美
食、美景、美人”为主题，宣传推介
晋江小吃、文创资源，进一步提高
晋江小吃知名度、激发市民消费潜
力、助推打造晋江文旅品牌，同时
也将推动晋江古早味美食及非遗
文化与古城泉州世遗资源融合互
促、携手发展。

启动仪式上，由晋江市与鲤城区
共同打造的“世遗泉家宴”美食 IP正
式揭牌，并举行晋江市“一镇街一桌
菜”颁奖仪式，现场以实物展示的形
式展出51种“晋江古早味菜谱”的菜
品和13道鲤城区特色传统小吃。

当晚，“大美晋江古早味进古城”
非遗市集庙会在泉州市鲤城区德济
门遗址广场举行。此次庙会将持续
至 8月 20日，现场设置古早味小吃
区、非遗美食区、非遗文创区、老电影
放映区 4个专区，同步设置 3个非遗
表演区，市民朋友可观看高甲戏、掌
中木偶、南音等非遗节目，还能体验
非遗传统服饰、汉服妆造。

“用味道记住一座城市，用美食
传承一方文化”。今年来，晋江立足
持续为旅游提供丰富的美食文化资
源，推动古早味美食与旅游在更广范
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整合
全市美食资源，汇聚各镇、街道“美食
合力”，举办“汇特色美食·办城市家
宴”系列活动，将美食文化融入市民
生活、文化空间和文旅消费中，打造
晋江美食 IP，进一步丰富城市文化内
涵，提升旅游吸引力。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通讯
员 李玲玲）穿传统宋朝服饰、参
观陶瓷博物馆、“对话”金交椅山
窑考古遗址公园……19日，晋江
磁灶镇联合晋江市文保中心、磁
灶文旅，以“世遗乞巧·非遗国韵”
为主题，在泉州世遗点磁灶窑址
（金交椅山窑址）举办 2023 年磁
灶镇“我们的节日·七夕”磁灶窑
游园会，吸引了众多汉服爱好者
及游客前来体验“千年宋韵”的风
情（如右图）。

“穿上这衣服好看极了，心情
也是美美的。”来自磁灶中心小学
的吴苡煊说，得知在磁灶窑址举
办这样活动，她就让妈妈赶紧报
名参加。在这里，不仅可以免费
换穿传统宋朝服饰，欣赏古琴演
奏、宋代点茶技艺表演，还可以参
加陶瓷彩绘、穿针乞巧、乞巧猜谜
等活动。

活动中，参与者走进“磁灶
窑：宋元泉州外销陶瓷生产基地”

主题展馆，聆听博物馆讲解员介
绍磁灶窑 1500多年的发展历程，
参加陶瓷彩绘等手工，近距离感
受千年陶瓷文化，与世遗点进行
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这龙窑有多长？”“龙窑一次

能烧多少件陶瓷？”……在金交椅
山窑考古遗址公园2号窑址，讲解
员抛出一个个问题，勾起了参观
者的好奇心。大小朋友不仅认真
聆听，也积极回答。据悉，该窑址
现存火膛、窑室、窑尾、窑顶、窑

门、护窑墙等相关遗址，它是宋元
时期磁灶窑龙窑典型代表。根据
窑炉遗迹，可推测原窑炉长度约
62米，一次性能装上万件陶瓷进
行烧制。

来自泉州市通政中心小学的
李铵益说，他9月份就要读五年级
了，平时对传统文化比较感兴
趣。这次和妈妈一起来体验汉
服、参观博物馆，还体验了一把

“宋人”的惬意生活，“这种沉浸式
的活动很特别，不仅能学到许多
知识，还能认识不少朋友。”

在陶瓷彩绘现场，磁灶窑陶
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康为
还为大家讲述磁灶陶瓷文化，并
指导大家 DIY 小金鱼、小兔子。
他告诉记者，陶瓷彩绘颜色搭配
三四种即可，颜色要调轻一些，用
毛笔笔尖轻轻画上几笔，就可以
勾勒出各种可爱的造型，他也欢
迎大家前往研学，了解千年陶瓷
文化。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 19日，2023
年晋江永和镇首届“古厝芬芳”艺术节在
永和镇永和村举行。

活动在永和镇乡村振兴促进会 LO⁃
GO、口号的发布仪式中拉开序幕。据
悉，为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目前，永和
镇正积极筹建乡村振兴促进会。前期，
经过两个多月的征集和评选，最终确定
该促进会的 LOGO和口号。LOGO的主
体为字母“Yh”组成的纽带，意为“永和”，
纽带则象征拧成一股绳，号召全社会致
力于发展乡村振兴事业；LOGO的图案中
还有河流、民居、麦穗、飞鸟等形象，突出
促进会的内涵与特色，寓意着乡村振兴
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向上。该促进会的
口号则为“乡村永和美，振兴向未来”。

永和镇此次“古厝芬芳”艺术节的
“重头戏”还包括“永和美”志愿者服务队
的成立。该服务队自 8月初启动组建工
作以来，已有 193名热心人士加入，他们
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都秉承一份热心
公益的初心。

“平时，我也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但更多的是到其他地方参加。因此，我常
想，要是我们也有一支志愿服务队伍，那
该多好！现在，我们梦想成真了！”“永和
美”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庄娟娟说，服务队
的成立，为广大热心家乡建设事业的人士
提供了一个优质的交流平台。接下来，服
务队将积极响应号召，常态化组织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助力乡村
振兴。

当天，永和中学副校长陈金土带来
了主题为“知遇永和古民居”的专题讲
座，向参加艺术节的群众讲述永和村

“古厝”背后的故事及其蕴含的爱拼敢
赢精神。

为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永和镇“古厝芬芳”艺术节还设有亲子手
作和音乐市集等多个项目，通过传统手
作，激励大家不忘传统；音乐市集现场，
乐队现场倾情演奏献唱，带来了震撼的
视听盛宴，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打卡”。

携手菲律宾华校联合会 推动华文教育发展
菲晋总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签订“云上牵手·结伴同行”协议

用味道记住一座城市 用美食传承一方文化

“大美晋江古早味进古城”活动启动

磁灶窑七夕游园会举办

穿汉服“沉浸式”体验宋韵风情

永和镇举办
首届“古厝芬芳”艺术节

市民在“大美晋江古早味进古城”非遗市集小吃区品味美食。

王宏忠（前排左）代表菲晋总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签订“云上牵手·结伴同行”协议。

本报讯（记者 李诗怡）近日，记者
从晋江市体育局获悉，经过自主申报、摸
底勘查和综合评定，2023年晋江市口袋
健身公园建设项目点正式出炉。今年，
晋江将在安海镇前埔村等5个村建设口
袋健身公园，主要建设篮球场、羽毛球场
等体育场地。

针对市民群众健身需求短板，2021
年，泉州市出台《口袋健身公园建设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计划 2021—2023年在
全市建设 300个口袋健身公园，包括全
民健身路径、智慧健身驿站及各类运动
球场。2021年至今，晋江已经建成10个
口袋健身公园，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让群众参加体育健身更加
便利。

今年 2月，晋江市口袋健身公园建
设项目启动申报和摸底工作。晋江市体
育局针对现有“金角银边”及可复合利用
的土地空间资源，对辖区内可用建设资
源进行梳理摸底，并接受申报。遵循选
址与城乡发展相配套，服务人口相对集
中，便于群众就近就地健身，不占用耕
地、林地，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原则，最终
确定安海镇前埔村、东石镇潘径村、内坑
镇东宅村、永和镇后埔村和内坑镇葛洲
村为今年口袋健身公园建设项目点。据
介绍，以上项目点均已启动建设。其中，
东石镇潘径村建设羽毛球场，其余 4个
村建设篮球场。

据了解，口袋健身公园建设项目采
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划分中心城区
和非中心城区制定两类奖补标准。在
晋江，项目投资额在 20万元（人民币，
下同）以下的，按 40%以内的比例进行
奖补；项目投资额在 20万元（含）以上
的，按 30%以内的比例进行奖补，单项
奖补不超过 50万元。

2023年晋江口袋健身公园
建设项目点出炉
5个村将建篮球场及羽毛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