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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小凤）近日，
由晋江经济报发起，联合晋江团市
委、晋江市青年商会主办的“行进中
国 大爱晋江”2024年暖冬行动正式
启动。消息一经发佈，便获得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连日来，晋
江 经 济 报 暖 冬 热 线 0096- 595-
82003110接连收到爱心来电，他们
纷纷表示希望为“暖冬行动”贡献一
分力量。

“在寒冷的冬日为户外劳动者
和有需要的人送上温暖，活动很有
意义。除了捐献暖冬物资，认筹环
卫工人爱心小屋全年物资也是一

个很好的举措。具体要怎么参与
呢？我想了解一下。”晋江一家投
资公司的工作人员庄先生打进本
报暖冬热线。

“环卫工人平日比较辛苦，做好
防护很有必要。我们公司想捐赠一
批口罩，帮助环卫工人做好安全防
护。”晋江一家口罩生产企业相关负
责人“找上门”。

……
晋江经济报暖冬热线火热的同

时，晋江市青年商会也在积极响
应。连日来，该商会会员群里发起
的“让爱流淌”2024暖冬行动物资

征集的接龙持续保持热度。10000
元、5000元、2000元，大米、面线、面
包、纸巾、浴巾……会员纷纷慷慨解
囊，其中很多是连续多年为暖冬行
动献爱心的企业。

“感谢晋江经济报社、晋江团市
委、晋江市青年商会一直在推进这
项公益行动，让有需要的人温暖过
冬，也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
关心、帮助更多的人。”晋江青年商
会理事、晋江协发鞋塑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建升说，今年暖冬行动，他捐
献爱心款6000元。

记者了解到，每年的暖冬行动，

李建升都会主动献上爱心。他表
示，“晋江青商 城市担当”不是一句
口号，大家都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践
行这一理念，“我们希望用实际行动
带好头、作榜样，影响更多的青年参
与其中，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晋江。”

“看到群里正进行爱心接龙，我
就第一时间参与了。我相信，每一
个善举都能点燃希望的火种，为有
需要的人带去温暖。”晋江青年商会
副会长、晋江时光记摄影有限公司
董事长侯伟丽今年捐献爱心款
10000元。她说，希望通过这个活
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 10日的晋
江市罗山街道梧桐社区，近 400名老人
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梧桐乡贤陈天从、
朱碧芬伉俪借爱女陈艳芳、爱婿蔡育时
举行返亲志庆的大喜日子，向梧桐老年
协会捐赠善款40万元（人民币，下同）。

据悉，陈天从、朱碧芬伉俪多年来
在菲律宾打拼，事业有成之后，乐善好
施、热心公益，多次慷慨解囊捐赠善款，
支持家乡教育、涉老、乡村振兴等各项
公益事业。

此次，陈天从、朱碧芬伉俪积极响
应移风易俗号召，简办爱女返亲宴，并
向社区老年协会捐赠善款 40万元。其
中，为社区近400名老人每人发放1000
元红包，其余部分支持家乡老年协会建
设。

时间：1月5日 星期五
天气：晴
地点：西园街道苏塘社区

“每股需投资2000元（人民币，
下同），每股每年可获取租金242.85
元。”

“这个‘红本本’要保管好，协议
内容你再仔细看下。”

……
今天上午，我刚到苏塘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一楼办公室门口，就听
到社区党支部书记赖特松与居民赖
建全的对话。他们口中的“红本
本”，是一本红色的股权证，封面落
款单位为晋江西园街道苏塘社区老
年协会，内页则是项目股权认购协
议。

赖特松告诉我，为了破解社区
集体经济发展难题，壮大社区集体
经济，拓展集体经济发展空间，经社
区两委会议，党员、居民代表大会表
决通过，决定盘活利用社区安息堂
东侧一块闲置多年的空地，出租给
第三方运营。该地块佔地面积625
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租金 16 元，
每年可收取租金 12 万元。该项目
由苏塘社区老年协会（佔股15%）与
社区420户居民（佔股85%）投资84
万元。按照协议，每年每股可收取
租金242.85元；同时，租金水平以承
租方签订的合同为准，收益按实际
持有股份计算。

拿过“红本本”的赖建全告诉
我，此举不仅让社区闲置资源变成
资产，也带动居民增收。他觉得投
资2000元，每年有200多元的收入，
合同期30年，“很划算，我很满意。”

“引进第三方对闲置地块进行
开发，我们都很赞同。”苏塘社区老
年协会会长赖进生告诉我，社区集
体收入少，但环卫保洁、网格建设、
奖教奖学等方面开支不少。集体有
创收，社区面貌才能越来越好。老
年协会佔股 15%，所得收益可为社
区老人提供更加方便、舒适、安全的
养老环境和服务。

赖特松说，该地块被“激活”后，
不仅社区、居民可以创收，周边 10
多亩低效用地租金也随之提高。社
区增收渠道不断拓宽，集体经济也
随之发展壮大，居民的生活会越来
越好。 本报记者 王昆火

浴巾、面包、大米、善款纷至沓来

晋江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暖冬行动

习武60多载 偏好短兵器
晋江陈埭镇洋埭村早年习武

成风，有过许多的“武林高手”。但
随着岁月流逝，老一辈的拳师走了
一个又一个；如今，还在习武，且在
村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已不多。
林良生便是其中之一。

在洋埭农贸市场旁一幢老旧
的石头房里，记者见到了林良生，
眼前的他红光满面、声若洪钟，让
人不敢相信他已经是位78岁的老
者。林良生带着我们向二楼走去，
只见一楼的楼梯口，放着一个练功
的不倒翁沙包；二楼的大厅里，各
种兵器悬挂在柜子里，二楼走廊的
石柱也被绑上垫子，成了练功的工
具。目光所及，就算不认识林良
生，也会知道“这是到了一个‘武林
高手’的家了”。

林良生随手取下柜上的一个
兵器。“这是钩，也叫虎头钩，是中
国传统的十八般兵器里的短兵
器。”他举起手中的钩向记者介
绍。原来，在中国传统的十八般兵
器中，有长兵器和短兵器，各有所
长。林良生更偏爱短兵器，虎头
钓、双铁尺都是他平时练的。

“这个钩耍起来很威风的。”说
话间，林良生便展示起钩的套路，只
见两把虎头钩在他的双手间时而横

扫，时而一推，时而点勾，时而挑挂；
动作之时，走钩似飞轮，转体如旋
风。站在他两米远的地方，都能感
受到人和兵器劲力刚猛，气势雄
伟。据介绍，这个虎头钩整个钩体
除把手外，四面均有锋刃，因此它对
身体的锻炼与技术要求均不同于其
他器械，像林良生能用得这般虎虎
生风，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

“我从 10岁出头就开始习武
了，到现在练了有60多年了。”林良
生说，习武不仅是兴趣，更是习惯，
一个坚持了60多年的习惯。小学
时，林良生便跟着村里的老拳师习
武，之后又跟着一些寺庙的老和尚
练功，从拳法到棍法，再到各种兵
器，他都有接触。后来，他选择练
习拳法和短兵器。“对我来说，短兵
器更趁手，套路短小精悍，攻防紧
凑，使用灵活。”说起练习短兵器的
好处，林良生很有自己的感受。

每天凌晨4点出门练习
在林良生看来，无论哪种武术

套路，都要求手、眼、身、法、步、精
神、气力合为一体，“内练气，外练
力”是习武之人的基本功。60多
年来，他坚持每天练习，天气好的
时候就到户外练习，天气不好时，
就在家中空旷之地练习。

“以前每天凌晨4点就要出门
去练功，在海边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面向东边，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练。”林良生说，练武讲究一个气，清
晨空气好，阳气上升，随着太阳的上
升开始练习对于练气有很大的帮

助。数十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这个
练功的习惯，直到这两年年纪大了
他才改变了练习方式。“我现在每天
早上五点起床，洗漱一下就到村里
去散步，走个半个多小时再回家练
手劲。”林良生说，最初，他在二楼走
廊的大理石柱上绑了一个垫子，每
天在上面练手劲；后来，儿子为他买
了一个不倒翁沙包，他就以沙包练
习手劲为主了。“我们叫练手刀，每
天都要练。”林良生挥起双掌在石柱
上演示了一下，手掌两侧可见长期
练习的老茧，“虽然只是练手，但是
对全身都有很多好处。女性也适合
学习这个，是很好的防身术。”

习武60多年，林良生有自己的
一套练习方法。“以前师傅教，都是
口口相传，我怕自己记不住，会默记
下来再记到本子上。”林良生拿出一
本发黄的拳谱，封面的几页已经模
糊不清，翻开里面，清晰可见一个个
拳法套路口诀。这本手抄拳谱有多
少年，林良生已记不清了，“最少有
50年了吧，我每天都翻看。”

同村的林照连，今年62岁，跟
着林良生习武40多年。“我开始跟
着师傅学习的时候就见过这本拳
谱了，以前的师傅一边教一边念口
诀，会拿着这本拳谱教我们。”林照
连告诉记者，他的师傅教了很多的
徒弟，“他热爱武术，每天都要练，
虽然年纪大了，可是到现在还是经
常会跟人切磋交流。”

掌中“生花”的厨师
其实，林良生并不是专职的武

师，而是一名厨师。做了一辈子厨
师的他，是远近闻名的做菜好手。
多年来，无论是村里还是附近乡村
的红白事都喜欢叫他去做菜。忙
的时候，他一个月有 27天都在做
宴席。做菜好吃对于他来说是最
基本的，能把菜做到色香味形皆
佳，是他的追求。为此，他练就了
一手绝活，那就是做手工菜，“手工

菜最讲究创意和摆盘。”为此，他下
了苦功夫学习食品雕刻。

在林良生家中，有一盒专门用
来做食品雕刻的工具——20把各
式各样的刻刀。这是 1976年，他
从上海购买回来的。那个时候，这
一套工具的价钱对于林良生来说
是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没有犹豫
便买了下来，还专门买了食品雕刻
的书回来自学。食品雕刻，讲究刀
法、比例、构图及对刀具的掌控，是
个非常细致的活，和兵器的大开

大合完全不同，但这没有难
倒林良生。

“有兴趣，就难不倒。”林
良生凭借着强烈的兴趣，每天利用
空闲时间练习食品雕刻，竟然真的
练就了一手好手艺。有一次，他到
海尾村去做婚宴，想着摆盘好看一
些，就用蒜瓣雕刻了一盘玉兰花。
这时，邻家来帮忙的妇女看到了，
以为是真花想拿起来戴，他连忙说
这是假的，惹得妇女们一阵惊叹。

2017年，村里有喜事，林良生
便想着做一桌的手工菜去敬拜。
他花两天的时间，做了十道手工
菜。林良生的儿子拿出手机里的
视频和相片，给记者展示那十道手
工菜，只见，每一道都精美无比，色
香味形惊艳无比。

“你看这道葫芦鸡，要先将鸡整
个脱骨，再灌入馅料扎成葫芦形
状。这一道是用两个香菇装上肉
泥，雕刻成蚌的模样。这是用黑鲳
花制作成甲鱼。你看看，这甲鱼的
头是什么做的？”林良生一边介绍一
边问道。记者仔细一看，才发现那
个甲鱼的头竟然是一颗鸭心。将一
隻鸡完整脱骨又不破坏鸡的外观并
非易事，林良生却只要用15分钟就
能做到。在十道菜里，有一盘栩栩
如生的小鸟，如果不是林良生介
绍，完全看不出是用虾做的。“虾尾
是小鸟尾巴，小鸟的翅膀是香菇制
作的，眼睛和嘴巴则是髮菜。”在众
人的赞叹声中，林良生说他还曾经
用虾做过“琵琶”。“用虾做成琵琶，
要先把虾去壳，再拍扁，放在汤匙
中浇上蛋清蒸定型，而后用香菇做
弦轴，冬粉做弦。”林良生描述着

“琵琶虾”的做法，只是介绍都让人
觉得惊奇不已：谁能想到，一个练武
之人，竟然有这般想象力，并且能做
出这么精致的食品雕刻细活来！

在和记者聊天的时候，林良生
拿了一小块胡萝卜，一边和我们说
着话，一边雕刻了起来。不一会儿，
一朵漂亮的“玫瑰花”便出现在他手
中。“现在眼花了，看不太清楚，凭着
感觉刻，刻不好。”林良生说，雕刻是
很伤眼睛的，这几年，他的眼花越来
越严重了，有四五年没动手雕花了，

“偶尔手痒就拿个萝卜刻一刻。”
无论是练武还是雕花，因为热

爱，林良生在平凡的日子找到了自
己不平凡的一面。因常年习武，林
良生看上去比同龄人更加年轻。在
他的心里，只要对生活有热情，有热
爱的事情做，人就不会老。“你看我兴
趣可多了，我还会南音呢！”说话间，
他拿起墙上一把古老的琵琶便弹奏
了起来，爽朗的笑容让人不禁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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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办女儿返亲宴
罗山梧桐乡贤捐40万元

闲置地变“活资产”

征 集 令

即日起，“行进中国 大爱晋江”
2024年暖冬行动面向社会发出倡议，诚
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单位伸
出援助之手，加入传递爱心的公益行
动，为有需要的人捐赠衣服、棉被、手
套、围巾、大米、食用油等爱心物资。您
的一次付出、一次帮助，都是对暖冬行
动最大的支持，也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最大的帮助。期待您的加入。

暖冬公益热线：0086-595-82003110

传统武术在中国可谓一
绝；食品雕刻艺术是中国烹饪
中的一项独特的刀工技艺，也
是中国饮食文化中一块奇石
瑰宝。这两者一个大开大合、
一个精致细致，似乎很难会把
它们联繫到一起。但是，在咱
厝，却有一位老先生，他不仅
精于武术，也精于食品雕刻，
一面豪气冲天舞着兵器，一面
又能静心娴坐刻着花朵，一动
一静和谐地集于他一人身上，
可谓“神奇”。他便是晋江陈
埭镇洋埭村78岁的林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