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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种植中药材可享专
项补贴；获评国家级中医重点专科可获30万元
（人民币，下同）一次性补助；开展泉州市级以上中
医药科研项目最高可获200万元配套经费……记
者从晋江市卫健局获悉，近日，晋江印发《晋江市
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从7个方面提出25条具体措施，并投入
“真金白银”，全力扶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支持中医药能力提升方面，措施明确支
持全市医疗卫生单位中医临床专科争创重点
专科，对成功争创中国国家中医临床重点专
科、福建省级中医重点专科、泉州市级重点专
科，分别一次性补助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
元。对通过全国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建设
验收的单位，每家一次性补助 30万元。同时，
还支持创建100家村卫生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中医阁，每家一次性补助 5000元；评审 20家示
范中医阁，每家再一次性补助1万元。

措施还支持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申报创建福
建省级、泉州市级精品中医馆或示范中医馆，成
功获评后，每家分别补助20万元、10万元。

在扶持中医药科研创新方面，明确对获得
泉州市级以上的中医药科研项目，按上级扶持
资金进行100%配套补助，配套补助经费最高为
200万元。对获得中医药领域各级科学技术
奖、专利奖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进行奖励。

此外，措施对建强中医药人才队伍也有明
确支持。其中，新获得中国国家级、福建省级

老中医药专家继承（传承、师承）工作指导老师
的单位，将分别一次性补助20万元、10万元；新
获得中国国家级、福建省级基层老中医药专家继
承（传承、师承）工作指导老师的单位，将分别一
次性补助10万元、5万元。同时，明确各公立医
疗单位应适当倾斜中医诊疗技术绩效占比，确保
中医师的人均绩效工资不低于同级别西医师。

值得一提的是，措施还规定，对有条件的
镇、村、企业或单位利用非耕地开展 20亩及以
上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的，每年最高可获得
补助10万元。中医药企业被新认定为中国国家
级、福建省级、泉州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的，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元、10万元、5万元。

在实施中医药传播计划方面，将对通过福
建省级验收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按照
实际投入建设经费的50%予以一次性补助。同
时，还支持医药机构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对新获评中国国家级、福建省级、泉州
市级、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
传统医药项目，分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5万
元、2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晋江市财政还将根据财力增长实际情
况，逐年增加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经费投入。”
晋江市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完善中医药
投入机制方面，他们还将积极争取上级关于中
医药事业发展的相关项目和经费，倡导社会资
本发起设立中医药学科和人才基金，凝聚各方
合力，推动晋江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碰师”这些老友眼里，陈荣谅是
个“杂才”，什么都会，学习新事物也
比别人快。

63岁那年，陈荣谅第一次接
触到太极剑和太极拳就喜欢上
了，从此，每天早上他都会到深
沪文化中心和大家学习太极剑
和太极拳，这一练就是 26年。
如今，虽然年纪大了，腿脚也不
如从前利索，但是舞起太极剑
和太极拳的时候，他依然可以如
行云流水般完成一整套的动作。

“我就慢慢动，每练习一套剑
法或拳法就休息一下。”陈荣谅说，
现在自己每天要练一个小时的太极剑
和太极拳，“练了20多年了，除了下雨，
每天都会去。”陈荣谅手中的太极剑已
陪伴了他26年，剑柄被握得包了浆，见
证着他26年的坚持。陈荣谅特意给自
己的爱剑用木头做了一把剑鞘，和普通
的剑鞘不同的是，这把木头剑鞘不是全
封闭的，而是一面镂空，如此一来，比普
通剑鞘就更轻便一些。

如今 89岁的陈荣谅，每天过着相
当规律的生活：早上 4 点起床，洗漱
后，便会背着心爱的太极剑步行去深
沪文化中心锻炼身体。练习一个小时
的太极剑和太极拳后，早上 6点，多数
人刚从睡梦中醒来时，他已锻炼结束

准备回家吃早饭了……饭后时间他就
看看书，弹弹乐器，中午午睡起来，就
继续看书看电视，等着晚上老友们一
起来玩南音……

冬日的阳光斜照在会客室沙发旁
的小桌上，桌上堆满了书籍，而旁边午
休的木床上同样堆满了各种书籍，不仅
有南音曲谱，也有易经、鲁班经、正骨口
诀等类型的书，“我对什么都感兴趣，什
么都想了解一些。”陈荣谅说，有兴趣爱
好的晚年生活不枯燥无味，“老有所乐，
生活就很精彩。”

本报讯（记者 柯雅雅） 28日，2023中
国上市公司高峰论坛在福建晋江开办，活动
将持续至30日。

高峰论坛期间，多家机构共同启动晋江
民营经济调研实践基地。接下来，新华网上
市公司研究院将与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
究院举行合作签约仪式，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将发布上市公司年报业绩说明会最佳及优秀
实践案例。

此外，此次论坛还将举办“‘新品质 新赋
能’国民品牌创新突破”“‘焕新’生产力 加速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国智造再出发 民
企出海新篇章”“拥抱ESG 上市公司发展必
由之路‘绿色低碳融合创新’”等多场分论坛
和“融合与发展 发现健康中国创新力量”对
话，聚焦民企和上市公司智能制造、新质生产
力、品牌建设、健康中国、绿色低碳等热点话

题与产业领域，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建言
献策。

同时，高峰论坛还将举办多场闭门研讨
会、实干家私享课、晋江产业调研、慈善之夜
等盛大活动，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
法，助力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
本——晋江，地处福建泉州，三面环海，是福
建乃至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如
今的晋江，民营经济占比达95%，累计培育境
内外上市公司和挂牌企业突破100家，其中上
市公司 51家，新三板挂牌交易累计 15家，海
交所挂牌交易累计35家，上市企业数量位居
中国县域第2位，逐步在资本市场形成“晋江
板块”，上市公司总市值超4300亿元人民币。
今年7月，“晋江经验”被写入《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本报讯（记者 曾小凤）近日，晋江市红
十字会联合金门县红十字会，组织53名金门
大学师生，开展“携手红十字 走进品牌之都”
金门大学赴晋江企业研习活动。

研习组一行先后走访了信泰（福建）科技

有限公司、百宏集团有限公司、晋江经验馆。
通过参观考察，师生们了解晋江企业在环保、
工业互联网、5G工厂等方面的前沿做法，晋江
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情况，
以及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的创新举措。

晋江“真金白银”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2023中国上市公司高峰论坛在晋举办

53名金门大学师生到晋江开展研习活动

深沪89岁陈荣谅：“斜杠”老船师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黄海莲

陈荣谅是土生土长的深沪人。靠海吃海，60岁
之前，陈荣谅的生活离不开一个“船”字。少年时，
他从事“斧头路”，在码头给船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
作。1958年，他成为镇里集体造船厂的一名造船工
人。

“到造船厂时我已经 24岁了，学习起造船技术
就比较辛苦。因为一般学徒都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学
的。”陈荣谅说，虽然自己一直在做修补船的工作，但
却没有系统地学过造船技术，相当于要从头学起，难
度可想而知。陈荣谅学习的是传统的水密隔舱福船
制造技艺，这项技艺于2018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介绍，福船制造采用
固定的工艺流程：一是安竖龙骨；二是傍着龙骨两旁
钉“平底”，以增加面积不使船在航行中晃动，便于操
作；三是配搭肋骨，用横梁固定，其间还要安上矮座
（俗称“装牛头”）并行分舱，装钉隔舱板，完成船的框
架；四是钉纵向构件舷板（级船壳板），先钉中腹舷板
（俗称“红水蛇”），再从船的底部向上装钉舷板（俗称
“走马”）。舷板装钉后，即装盖甲板及甲板边缘，完

成船壳；五是搭房，即船老大台、卧室，做舵、做桅、做
帆车、锚车等；六是油灰工塞缝、修灰、油漆上画，完
成全船。用到工具很多，有斧头、凿仔、刨刀、木钻、
钉送、铁锤、钉拔、掘斧、勾钉、锯、墨斗、曲尺、刮刀、
灰刮板等。“每一个步骤都是纯手工完成的，那时也
没有机器可以替代。”陈荣谅说，这一行一直以来都
是由师傅凭借自身经验口口相传的，从船型设计、选
料、建造工艺等环节都要跟着师傅一点点地学习。

“造船时无需绘制图纸，多是‘图’在师傅心中，造船
时凭借经验，造多大船、备多少料，师傅心里均有
谱。”

由于肯学又“目头巧”，陈荣谅很快就掌握了造
船技术，从最初只会局部制造，到后期造船的每个环
节都能参与其中，他渐渐成了深沪出名的造船师。
再后来，他也开始带学徒了，“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
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苏仁叠便是他的徒弟。

2005年的时候，陈荣谅与“水密隔舱福船制造
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芳财，还有苏仁叠等人
一起协作制作了七艘古代水密隔舱船模，这些船模
如今陈列在深沪文化中心船模馆内，向人们展示和
传播着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

退休后不再造船的陈荣谅经常会“技痒”，于是
他将家中楼梯下的空间打造成了自己的船模工作
室，制作一些小舢板模型、福船模型。“虽然是模型，
但是全部按照真船的工艺流程去制作，每一块木头
都是手工削出来的。”陈荣谅说，因为都是纯手工制
作很耗时，70多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小舢板模型，就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小小的工作室里，一艘还未完工的福船模型
很是醒目，“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不行了，这一艘做一
半就停下来了。”陈荣谅说，这艘船已经停工五六年
了，“大家都觉得很可惜，我也很想完成它，但渐渐有
心无力了。”

最爱的造船做不了了，陈荣谅有些
小失落。幸好，他有许多爱好，南音、太
极剑、太极拳、看书……没有制作船模
的日子里，陈荣谅依然把生活过得多姿
多彩。

南音是陈荣谅年轻时的爱好，“那
个时候忙着造船，没有多少时间玩（南
音）。”陈荣谅说，过去只能是偶尔和爱
好南音的朋友一起玩一玩，现在就不一
样了，每天晚上晚饭后，老友们都会来

到他的家中，和他一起吹拉弹唱。
在陈荣谅的小会客室里，墙上挂满

了各种南音乐器和南音工乂谱，“这些
乐器都是他自己做的。”陈荣谅的老友

“碰师”说，他们在一起玩南音有二三十
年了，大家都习惯一有空就来他这里泡
茶聊天，玩南音。“我们用的乐器几乎都
是出自他的手，这两把琵琶应该有 20
多年了。”只见墙上分别挂着“心韵”和

“玉响”两把琵琶，还有三弦、洞箫和二
弦、拍板等南音乐器。“我们来玩都不用
带乐器，到了阿谅这里什么都有。”

工乂谱是南音独有的记谱方式，与
中国许多戏曲音乐曾经使用的工尺谱
截然不同，外行人看来如看“天书”。学
会看工乂谱很难，要把工乂谱写下来就
更难了。陈荣谅嫌弃南音曲谱册里的
字太小，他把曲谱抄写到大的纸上，悬
挂到墙上方便大家看，一手好字让看到
曲谱的人都忍不住赞叹起来。

爱唱南音 自制南音乐器

迷上太极 老有所乐

情系造船数十载

在深沪东垵社区的
居民心中，89岁的陈荣谅
是个多才多艺的老人，用
现在潮流的说法就是“妥
妥的斜杠老人”。他会造
船也会制作船模型；他会
制作南音乐器，演奏起南
音的各种乐器也得心应
手；他写得一手好字，抄
写的南音工乂谱如印刷
的曲谱一般工整；他还会
舞太极剑、太极拳，连太
极剑的剑鞘都是自己做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