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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云霏）近日，
由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菲律宾华
文学校联合会主办的第 26次华文
教育研习班开课仪式于线上成功举
行。此次研习班对接中国华文教育
基金会《名师讲堂》定制课程，报名
的老师达到 766人，再创区域定制
化培训历史新高。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于晓表示，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的落实和中菲经济文化
交流的深入发展，菲律宾社会对华
语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
在华教领域，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
和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华文教师
极为欠缺，如何培养年轻的教师，
完善华文教育制度，创新华文教学
方法，探索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的
新路径，这是菲律宾华侨界面临的
新课题。本次培训精心设计了课

程，希望每位老师在培训课程中有
所启发，取得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的双提升。

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理事长姚
金镇表示，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自
1998年开始实施《华文教育辅助方
案》以来，在中国国务院侨办和各省
侨办的大力支持下，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26年来，从中国 11个省、
市，聘请了 200多位教学经验丰富

的教师，安排到华校辅导华文教学，
并每年举办一次华文教育研习班，
开展华文教学交流。参加老师人数
累计已经超过17000人次。

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为提高华
文教师的素质及教学水平，做出了
有目共睹的贡献，受到中国各级侨
办、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肯定，菲
律宾各有关华校及老师们的欢迎，
以及华社的好评。

本报讯 （记者 杨静雯 陈巧
玲 实习生 蔡京谷） 23日，晋江市

“龙腾盛世 来去晋江”2024年文体
旅新春消费季新闻发布会召开。

今年，晋江以“春节去哪里？来
去晋江过大年！”为主题，策划六大
主题系列活动，着力打造沉浸式的
闽南年俗体验场景，全力满足市民、
游客假日消费需求。

据介绍，六大主题系列活动分
别为“造势·来去晋江看明星”“乐
享·来去晋江赏好剧”“拾趣·来去晋
江过大年”“品味·来去晋江观美展”

“潮玩·来去晋江欢乐购”“跃动·来
去晋江创比赛”。

在“来去晋江看明星”方面，晋
江将引进张学友、王心凌、A-Lin（黄
丽玲）、马思唯等明星演唱会，同时
配套市集活动。

在“来去晋江赏好剧”方面，晋
江将推出文化惠民演出 8场，同时
联动镇街和村（社区），策划高甲、木
偶、南音等非遗文化进基层、进社
区、进企业，计划演出优秀经典剧目

近百场。
在“来去晋江过大年”方面，晋

江围绕春节、元宵传统节俗，策划系
列沉浸式民俗体验活动。其中，五
店市“龙行龘龘”元宵灯会融合装置
艺术和传统花灯艺术，将城市文创、
传统节庆、本地制造业融入文旅场
景中，营造时尚新场景、探索潮流新
玩法；梧林“千灯万福 其樂龙龙”灯
会，打造“百米龙灯”，用非遗工艺复
活“凤栖梧林”主题灯廊；“安平古
镇·海丝名城”福建省第四届花灯艺
术展，则邀请省内民间文艺家和社
团、企业、学校、村（社区）等团体及
个人参与创作。

除了景区活动，晋江还将联动
全市文化场所，策划举办“来去文化
中心过大年”系列活动。备受瞩目
的闽台数宫灯、舞香龙、火把节等传
统民俗活动也将如期举办。

在“来去晋江观美展”方面，晋
江策划系列文化艺术展览，分布在4
个市级公共文化场馆、3个 4A级旅
游景区及部分镇街，展览包含福文

化展、中国龙文化特展等。
在“来去晋江欢乐购”方面，晋江

把文旅场景与城市、本地制造产业相
融合，策划打造两条“晋江市工业旅
游品牌街”，举办晋江岁末福利会，开
展市集、嘉年华等 7场活动，全力满
足群众需求、激发消费新潜力。

在“来去晋江创比赛”方面，不
仅有福建省青少年篮球联赛 3×3城
市赛、2024珠江文体杯全国羽毛球
邀请赛等专业赛事，晋江还策划了
全民健身运动会、“穿越三山”越野
赛及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围
棋、象棋、射箭等十多个群众赛事。

此外，针对春节元宵传统节日
特点，晋江紧扣“吃、住、行、游、购、
娱”六要素，推出五条精品主题线路，
包括“人文风情”民俗游、“世遗文化”
体验游、“亲子研学”陪伴游、“舌尖味
道”美食游、“品牌时尚”购物游。

此次消费季活动立足全域联
动，城乡统筹兼顾，重点打造了五店
市传统街区“闽南红砖厝文化”、梧
林传统村落“闽南侨文化”、安海镇

“安平古镇、海丝名城”三大场景体
验区。

为营造舒心的旅游环境，晋江
完善两个旅游服务体系。住宿餐饮
方面，将推出 30家旅游餐厅和“古
早味菜谱”，结合“一镇街一桌菜”及
央视“三餐四季”特色菜品，打造“舌
尖上的年味”。同时，梳理 28家优
质酒店和 5家民宿，保障游客住宿
需求。旅游欢乐购方面，重点打造
长兴路和晋江经济开发区（欣鑫路）
两条“晋江市工业旅游品牌街”，推
荐 17家晋江伴手礼专卖店，为大家
献上“一座城市的心意”。

值得一提的是，除夕至正月初
八，晋江全市公交车可免费乘坐，

“智慧停车”泊位每天发放千张停车
优惠券红包，同时，还将发放百万新
春消费券。

“我们真诚欢迎新朋友、老朋友
一起来，‘恁来诚欢喜’，大美晋江欢
迎您！”发布会上，晋江市文旅局局
长蔡惠琼用地道的闽南语向广大市
民游客发出诚挚邀请。

本报讯 （记者 柯雅雅 柯国
笠） 22日，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
心在武汉正式揭牌。该中心是晋
江首个离岸创新中心，是晋江打造
深度对接武汉科技创新资源的重
要载体，更是晋江打造异地孵化合
作的重要一步。

武汉科教资源丰富，战略新兴
产业聚集，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
心选址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创新
基地，将依托专业机构运营，重点
围绕晋江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优
势产业发展方向开展企业招引、创
新资源链接、人才培养、成果转化
等工作，实现由“产业导入在武汉，
产业承接在晋江”向“科技研发同
步推进，成果转化在晋江实现”发
展的目标。

近年来，晋江逐步形成了集成
电路、智能装备、医疗健康等 3个
超百亿元人民币的新产业集群。
该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为晋江经
济高质量发展打基础、强后劲。

浙江赛创未来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晖表示，拥有雄
厚产业基础和产业优势的晋江，正
阔步迈向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高质
量发展方向，对创新、人才、资金等
的需求旺盛。赛创未来在这方面
有着丰富的平台资源和孵化经验，

“我们将借助赛创现有在武汉的产
业和团队资源，构建异地资源互通
的窗口，推动以技术换空间，将中
国国内创新高地的海量科技科研
成果导向晋江，以产业链反哺创新
链，实现优质资源嫁接，为晋江优
势产业注入创新能量，并在武汉乃
至中部地区擦亮晋江城市‘双招双
引’名片。”

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 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

举办第26次华文教育研习班

来去晋江过大年！六 大 主 题
百余场活动

青阳百岁老人庄文芳：

最快乐的事是每天读报写字

晋江（武汉）
离岸创新中心
揭牌启用

70多岁还骑自行车上街，80多岁还会制作金纸，90多岁独自乘坐公共
汽车去菜市场买菜，现在百岁了依然每天坚持散步、读报抄写……听上去是
不是很传奇？这个传奇的百岁老人正是咱厝青阳街道的庄文芳。今天，让
我们一起走进这位百岁老人的家中，聆听他的故事。

庄文芳是青阳街道青华社区人。2023
年 9月 20日，庄文芳迎来百岁生日，其子女
为他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期颐之福”寿宴。
当晚，《晚晴》周刊也见证了这难得一见的盛
况，推出了视频与读者共同感受百岁老人的
喜悦和精气神。视频推出后，引起各界的关
注和点赞，人们纷纷为老人送上祝福，并被
其开朗的笑容所感染，纷纷点赞他的精气
神。

的确，已经百岁的庄文芳精气神十足，每
天早上7点起床后，便自己按电梯下楼，到楼
下散步一个多小时，再回家吃早饭，然后坐在
窗前读报抄写。就在举行寿宴的前几天，庄
文芳还坚持自己列名单、写请柬，有一些请柬
还亲自去送。“外公 70多岁还能骑自行车上
街，80多岁还会制作金纸，90多岁独自乘坐
公共汽车去菜市场买菜……看我们要去送请
柬，他坚持要给自己的老朋友亲自送。”庄文
芳的外孙林景昌说道。

生日当天，我们来到庄文芳家中，彼时
老人已经下楼散步回来，正在书桌前抄写报
纸。书桌摆在窗边，阳光照进来，打在老人
沧桑的手上。“没事做，就爱写字。”庄文芳
说，自己小学还没毕业，认的字有限，靠读报
抄报认识了更多的字，“我就对着报纸一行
一行地抄，抄在这些空白的地方。”庄文芳指
着桌下一堆折叠的纸张说道，这是他从家人
办公室收集来的办公废纸，“背面是空白的，
可以写呀，不要浪费了。”庄文芳勤俭惯了，
一张纸都舍不得浪费，他在办公废纸的背面
写字，写的时候也尽量不留空白，一张纸写
得满满当当的才收起来，“每天都要抄写
2000多字，既读了新闻，又练习了写字。”庄
文芳笑呵呵地说。

“外公每天坚持写字散步，写字能静心，散
步能强身健体，我觉得外公是很有养生智慧
的。”林景昌对于外公的日常生活很是佩服。

庄文芳除了喜欢散步、读报写字，也是个戏
迷。每逢蔡厝王公诞辰时，王公（石鼓）庙里会
演两个多月的戏，庄文芳每晚必去看戏。“看戏
回来的第二天，他会一边麻利地糊纸盒子，一边
绘声绘色地给奶奶讲戏里的故事。奶奶就在一
旁静静地笑着倾听。”庄文芳的孙女庄雪红记
得，过去家里有一台老唱机，庄文芳常常一边工
作，一边听歌仔戏，像《陈三五娘》《白蛇传》《梁山
伯与祝英台》等曲目，庄文芳都非常熟悉。

生活中，庄文芳热爱美食，从不挑食，“我
什么都吃，现在就是稀饭、干饭配菜。”庄文芳
指着自己满口的牙说，不挑食什么都吃，身体

才会好，身体好了就不会生病，“几十年了，我
都没有生病过。”庄文芳笑呵呵地比画着。在
庄文芳的儿孙眼里，庄文芳是个“吃货”，对于
他和美食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爷爷特别爱吃猪肘子。记得有一次，爷
爷买了一个猪肘子回来卤。当卤到八分熟的
时候，爷爷就去捞一块起来吃。奶奶说，还没
有完全卤熟呢。爷爷答道：‘你不懂，八分熟
才更有嚼劲。’爷爷啃完了一块，又去捞一
块。”“正月初五是奶奶的生日，也是我们这个
大家族团聚的日子。爷爷喜欢做些炸鳗鱼、
炸鸡卷、焖排骨香芋给大家吃。爷爷会自己
做菜粿，要先把糯米和白萝卜碾碎，再蒸制成
糕，冷却之后切成块，最后放入滚烫的油锅里
炸，很麻烦，但爷爷很喜欢做给大家吃。”

在后辈们的眼里，庄文芳不仅是个“吃
货”，更是一个乐观豁达、勤俭持家，见谁都
笑呵呵的“正能量老头”，他的一言一行都
深刻影响着家人。

庄文芳一生从事小贩生意，一开始卖
火柴、肥皂等日常用品，后来买了裁纸机做
金纸、纸盒等物件，一直到70岁都没有闲下
来。“记忆里，爷爷总是每天天没亮就起来
劳动，冬天的早上天很冷，但是五六点爷爷
已经蹲在地板上裁纸了。”庄雪红说，爷爷
做的那些纸盒子要用刀裁，有的要用线划，
为了方便，他总是蹲在地上做，一蹲就是几
小时。“他说蹲着做比较快。”在庄雪红的记
忆里，幼年的深夜里，裁纸机一直响着，“爷
爷非常勤劳，闲不住，60多岁还踩着三轮车
自己去送货，载的货堆得比人还高。”

工作认真、勤劳节俭、不怕累是庄文
芳给后辈们留下的家训，而他豁达乐天不
计较的态度也深深影响着家人。“从来没
看到过他愁眉苦脸或者心事重重，什么时
候都是笑呵呵的。”在外孙媳妇陈丽玉的
印象里，庄文芳非常豁达，心胸开阔，见到
谁都乐呵呵的，“他常说心态好就是健康
的源泉。”

好的家风，好的传承，庄文芳育有 10
个儿女，现在一大家子有 118人，兄友弟
恭，一家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踏实前行。
诚如庄文芳的儿子、今年76岁的庄渊墩所
说：“家父走过的百年人生，见证了国家、民
族、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年轻时凭着一把裁
纸刀，白手起家，为儿孙创下了竖旗、曾井、
洪山三大厝业，一辈子有荣耀风光也有艰
难困苦。但是老人家始终保持豁达从容、
乐观处世、勤劳节俭的美德。在困难的岁
月里，他维护着家族的团结、拼搏的精神，
在艰苦的环境中，撑起了整个大家族的兴
旺发展。老人家的一言一行感化着后人，
鼓励着后代子孙为整个家族、社会的发展
繁荣昌盛奋斗拼搏。”

采访结束时，庄文芳坚持要送我们下
楼，他一边指着平时散步的
路给我们看，一边笑呵呵地
叮嘱着“要常来玩”。矫健
的步伐和爽朗的笑声，让人
忘记他是个白发苍苍的百
岁老人。

百岁寿宴 他亲手写请柬

热爱生活 从不挑食

以身作则 传承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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