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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明宣） 第 135
届广交会第三期于 5月 1日至 5日在
广州举行。晋江共有 172家企业参
展，展位341个，参展企业涉及纺织服
装、鞋、箱包、食品、办公文具等行业。

琳琅满目的新产品，让国外采购
商Olga应接不暇。在她看来，晋江在
运动鞋服领域的生产实力处于全球
领先水平，“每年广交会，我们都会重
点看一下晋江展区的产品。今年，晋
江一下子集中展示了这么多产业，让
我们可以一站式深入了解晋江产品，
真的很方便。”

Olga 口中的“集中展示”，正是
晋江在本届广交会创新采用的参展

模式。
记者了解到，在晋江市商务局的

组织下，本届广交会三期，晋江携服
装、泳装、鞋类、伞具、食品五大行业
优秀企业，集中亮相A、D区连廊国家
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展示区，并设立

“晋江创造”连廊展示区，集中展示晋
江产业和优势产品。

源于对晋江制造长期以来的青
睐，参展首日，Olga便在晋江市滨逸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下了单。
在仔细聆听工作人员对泳装产品的
介绍并现场试穿后，Olga对该公司产
品十分满意，当场确定订单，并现金
支付了首单确认样的费用。

“像Olga这样的客商，我们这次
遇到了不少。”滨逸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业务总监李丽介绍，参展首日，就
有两家客户现场下单；第二天，来自
阿根廷的采购团也来到该公司展位，
和他们商洽价格，“总体来说，这次展
会客流量大，意向客户也不少。”

谈及订单大涨的原因，李丽分
析，除了国际市场的“回暖”外，企业
自身的求新求变也是一大主因，“我
们的泳装款式搭配比较有特色，性感
中带着慵懒，既适合游泳，也适合沙
滩度假。此外，我们的面料采用的是
小众网布，纹理和透气性都很好，穿
着体验感更佳。”

“参展两天，我们已经接到了几
万双拖鞋的意向订单。开展前，我们
准备的一千多张名片，第一天就被拿
光了。”采访中，晋江市多客思鞋业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振古抑制不住
喜悦之情。

一双拖鞋“爆单”的背后，是该公
司对创新研发的投入和坚持。

在多客思鞋业展位，200多双拖
鞋样品整齐陈列，有纯色鞋面拖鞋、
双色鞋面拖鞋，有的拖鞋还融合了珍
珠、花头、卡通玩偶等诸多元素的创
意设计，可以满足不同采购商对拖鞋
的创意需求。

一边抓研发，一边抓专利注册。

张振古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已注册
上百个拖鞋鞋面的创意设计专利。

要“面子”，更要“里子”。为了追
求更好的穿着体验，多客思始终专注
于拖鞋原材料的升级。环保绿色的
高弹橡塑EVA的运用，让多客思的产
品更具竞争力。“低价同质的时代已
经过去，创意品质新品已成为国际采
购商选品的标配。”张振古表示。

春末夏初，烟雨蒙蒙。走进
热度空前的晋江市新塘街道梧
林传统村落，只见红砖古厝倒映
湖面，绿树环绕，花海摇曳，时有
游人伫立，拍照打卡，留下珍贵
瞬间。

这个背靠石鼓山、面临梧垵
溪的古村落，是典型的闽南侨
村，已经有 600多年历史。“十户
九侨”的梧林，有海外华侨1.8万
人。村内现存明朝百福墙、清朝
官式红砖大厝、近现代哥特式和
罗马式洋楼、番仔楼等各式古建
筑89幢，堪称近代华侨建筑博物
馆和闽南文化后花园。

2016 年 11 月，梧林被列入
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7年以来，晋江秉持“固态保
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理念，
将梧林从一个空心村打造成集
闽南华侨建筑展示、生活体验、
文化创意、田野风光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闽南文化旅游目的地，吸
引游人纷至沓来。

一楼一故事，诉说家国情
沿着青石板路进村，仿佛步

入原生态村落式建筑博物馆。
村口一座中西合璧的番仔楼引
人注目。“这是梧林村的第一座
番仔楼，是旅菲华侨蔡朝东所
建，也被称为‘最美烂尾楼’。”新
塘街道办主任郑英奇介绍说。

仔细看来，一楼门楣“济水
清芬”为半隶半篆字体，诉说着
济阳蔡氏的源远流长，先祖蔡襄
敢于进谏、匡扶社稷的美好品德
故事。二楼大门的门柱刻有楹
联“结草南环钟山川之瑞气，栽
松远荫颂德惠于宗功”。上联

“结草”暗合“结草衔环”的报恩
之意。

朝东楼外部被异域风情从
外包裹，内部却仍然是闽南古大
厝的建筑方式，就像是一位穿了

洋装的归乡游子。朝东楼中，从
顶楼到一楼一贯而下，有一个采
光特别好的“天井”。“这其实是
电梯井。”郑英奇解疑释惑。蔡
朝东在菲创业成功后，回乡起
厝，然而楼主体工程完成后尚未
装修，就逢抗战爆发。朝东楼的
主人与梧林的很多建房者一样，
将建楼的后续款项、修电梯款及
装修款无偿捐出支持抗战，朝东
楼后续工程就此停滞，成为“烂
尾楼”。如今的朝东楼，静静矗
立，向游客讲述着梧林华侨创业
奋斗、爱国爱乡的历史。

梧林最为壮观的“五层厝”，
是旅菲华侨蔡德鑨的宅邸。这
座建造于1936年、占地400平方
米的番仔楼，聘请英国设计师设
计，曾是泉州南门外地标性建
筑。楼外部为钢筋水泥混凝土
墙体结构，古罗马式艺术风格，
大门采用闽南官式大厝传统构
造，左右两侧双向照门上书“茶
经”“荔谱”，为蔡氏先祖北宋大
臣蔡襄的代表作。内部沿用中
国传统的中轴线对称布局，中规
中矩。二楼刻有楹联“千年惠泽
万安桥，载道讴歌五里松”，讲述
了蔡襄修建中国第一座海港石
桥万安桥的功绩。大楼主体完
工之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爆
发，蔡德鑨及其家族深明大义，
积极投身全民抗战洪流，慷慨解
囊，纾解国难，把准备用于大楼
装修的款项悉数捐赠出来支持
抗战。“五层厝”也就在此默默地
矗立了80多年，将自己变成了另
一种形态的抗战纪念馆。

往村中走，有一座坐东朝西
的两层中西合璧洋楼，楼顶“胸
怀祖国”四个大字十分醒目。此
楼是旅菲侨胞蔡怀番和蔡怀紫
合建的宅邸，他们希望自己的子
孙也能如同他们一样和谐相
处。楼宇竣工后，他们定下规

矩：将楼宇楼下、楼上交叉分成
两部分，采用抽签的办法，哪家
抽到楼下左边，那么楼上就分到
右边，不得“挑肥拣瘦”，不设“楚
河汉界”。

这些矗立百年的爱国华侨
建筑，诉说着梧林华侨的赤子之
心，其蕴藏的动人故事和家国情
怀，历久弥新，动人心弦。

2014年，梧林华侨建筑群被
授予“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晋江
市展示点”称号。2022年，梧林
入列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
交流基地。

感受侨文化，体味最闽南
漫步梧林，随处可见头戴

簪花、身着娘惹服的游客徜徉
其中。

“今年春节期间，梧林客流
量突破 42万人次，再次创下新
高。”郑英奇介绍说。从 2021年
的“侨春有禧”、2022年的“侨春
有福”、2023年的“侨春有吉”，再
到 2024年的“侨春有乐”……梧
林闽南年侨春系列活动，已然成
为家喻户晓的年节文旅 IP和晋
江文旅的一张响亮名片。从“闽
南红”到“中国红”“世界红”，梧
林致力于面向海内外传播地道
的闽南年俗，让闽南传统年味深
入人心。

在村口草地中央，一座频频
“出镜”的烧塔仔，吸引很多人好
奇发问。这个闽南的民俗，让很
多海内外游客见证了龙年烧塔的
美好时刻。“今年的烧塔环节创新
性地结合了锦塘南龙王舞龙队的
舞龙及高杆彩龙、汉服霓裳秀、烧
塔撒盐、月老游灯等互动体验环
节，让新春烧塔更具仪式感。”负
责运营的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始终注重处理好保护
与传承的关系，依托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严格遵循留白、留绿、

留旧、留文、留魂的理念，以文化
为‘心’，以产业为‘骨’，以自然为

‘表’，保留原住民，最大限度地尊
重当地历史文化及老百姓的生活
习惯，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留形
留魂留乡愁。”郑英奇说。

保护建筑，坚持最小干预、
修旧如旧；体验设计，突出家国
情怀、区域特色。近年来，梧林
以“侨”为重点探索非遗和文旅
融合，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天，我们带了7个班的孩
子来梧林研学，这里真是一个非
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石
狮市世茂实验小学的带队老师
说，她们带学生参观了朝东楼、
侨批馆、胸怀祖国楼和五层厝
等，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五层厝旁边的闽南大厝德
月楼中，鼓点渐促，掌中木偶戏
《武松打虎》赢得阵阵叫好声……

感受侨文化，体味最闽南。
梧林通过搭建“一楼一故事”，融
入村落的历史文化、晋江非遗内
容，让游客以动态的方式感受原
汁原味的特色文化；将活化在地
文化与传承闽南传统、满足游客
个性化体验需求结合起来，拓展
非遗传承空间，策划生成侨村赶
圩、踩街演艺、禧愿空间等系列
传统文化创新体验项目，策划举
办梧林南洋文化节、木偶艺术大
篷车、群丑戏梧林等活动，用文
化快闪的形式，让游客零距离体
验非遗文化、参与非遗制作，打
造非遗新场景。

在原生态的田园村落中，沉
浸式体味闽南文化，正成为一种
文旅新风尚。风口中的魅力梧
林，声名日隆，光彩照人。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近日，晋江罗山乡贤、
麦德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世鹊借爱孙陈君弘周
岁志庆之机，向晋江市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陈世鹊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充分体
现了罗山民营企业家“商行天下、善行天下”的宽
广胸怀和富而思源、富而思报的情怀担当。此次
慈善捐赠，将有力推动慈善风气愈加浓厚，带动和
引导更多企业、社团和个人更好地参与慈善事业、
承担社会责任。

晋江梧林村借助侨厝探索文旅融合路子，
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厝洋楼起新韵
福建日报记者 王敏霞 雷光美 通讯员 丁志俭

编者按：5月5日，福建日报在头版刊登文章《晋江梧林村借助侨厝探索文旅融合路子，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厝洋楼起新
韵》，探寻梧林从一个空心村打造成集闽南华侨建筑展示、生活体验、文化创意、田野风光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闽南文化旅游目的地的
发展之路。本版今日予以转载。

产业集中亮相 一站式“逛”足

广交会三期“晋江创造”实力出圈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近日，晋江市西园街道
苏塘社区赖永春、吴总琼伉俪在孙女16周岁之际，向
晋江市西园街道公益慈善协会捐赠5万元人民币，定
向赠予苏塘社区居委会，用于社区路灯修缮。

据介绍，赖永春、吴总琼伉俪得知社区路灯修
缮存在资金缺口时，决定简办孙女 16岁生日宴，
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社区公益事业。此前，该家
族也曾向社区捐赠5万元人民币做公益。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近日，晋江龙湖镇龙
玉村玉斗自然村乡贤许金章、施丽珠偕次子许天
尊、次媳林明谅为孙儿许瀚权举行舞象典礼，并简
办喜事，向龙玉村“两委”会、晓新小学如论中心幼
儿园董事会、龙江益寿会、玉斗老友会、玉斗城隍
公、玉斗秦王爷各捐人民币1万元人民币。

龙玉村党总支部书记许长青介绍，近年来，村
民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简办喜事捐款做公益，
形成了热心公益的文明新风尚。

““五一五一””假期假期，，市民市民、、游客在梧林传统村落的古厝前拍照打卡游客在梧林传统村落的古厝前拍照打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严军董严军 摄摄

罗山乡贤陈世鹊
捐赠善款100万元

西园苏塘社区乡贤
捐5万元助力社区建设

龙湖龙玉村乡贤
简办喜事做公益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近日，晋江市深沪镇
“古镇南音 弦歌不辍”演唱会圆满落幕。

演出现场，10多位南音演奏者，手拿洞箫、琵
琶、三弦、二弦等乐器，通过清唱、对唱、小组唱等
形式，演唱了《三千两金》《直入花园》《渔舟唱晚》
《春光明媚》等多个曲目，让现场观众领略到了南
音艺术的独特魅力。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音历
史悠久，源远流长，以其独特的唱腔、丰富的曲调
和精湛的演奏技巧，吸引了无数音乐爱好者的关
注。艺术家们用他们的才华和热情，为群众呈现
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南音盛宴。

活动当天还增加了品尝深沪特色美食小吃环
节。深沪三面环海，渔获丰富，乡土野趣，就地取
材，逐渐形成古镇独特的小吃文化。

深沪“古镇南音 弦歌不辍”
演唱会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