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夏时节，傍晚时分，伴着落
日余晖，英林镇沪厝垵村龙虎宫
戏台前，不少村民聚在一起，兴奋
地讨论着，“晚上看戏喽！‘肖罗
溪’的弟子来演戏啦！”

村民口中的“肖罗溪”，是高甲戏柯派创始人柯贤溪的艺
名。1908年，柯贤溪出生于沪厝垵村，年少学戏，尤擅丑角，有
着“丑王”“闽南第一丑”“高甲第一丑”等美誉。

当晚，2024年“大美晋江”文化惠民演出进基层展演走进沪
厝垵，高甲戏柯派丑行表演艺术第三代传承人、晋江市高甲戏柯
派表演艺术中心负责人庄伟国带着演职人员来到沪厝垵展演。

晚上7时10分，大型高甲戏《义壮乾坤》、柯派女丑折子戏
《骑驴探亲》如约上演。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声，剧情徐徐铺开，戏
台前数百张椅子已是座无虚席，人头攒动。

台上，演员们惟妙惟肖地表演；台下，乡亲们聚精会神地观
赏。人群中，有位老人看得特别专注，他是柯贤溪的二儿子，79
岁的柯文利。“听说剧团要来村里演出，乡亲们很开心，我特地从
青阳赶回老家看戏。”柯文利说，耳边的锣鼓声是那样熟悉，仿佛
回到父亲仍在的时候，内心感慨万千，“这样的好戏，应该让更多
人看到。”

望着戏台前黑压压的一大片戏迷，庄伟国很是兴奋，“今天，我
们来到柯老的故乡演出，感到很亲切。群众很热情，氛围也很好。”

“在柯老的故乡倾情演出，称得上是一次特殊的‘省亲’。”庄
伟国说，这既是所有演职人员对柯老的怀念与致敬，也是通过文
化下基层对“柯派艺术”进行守护与传承。

晋江市委派驻沪厝垵村第一书记林少新告诉我，“肖罗溪”
是沪厝垵村的文化名片，乡亲们骨子里有戏曲DNA。今年，沪
厝垵村将修缮翻新一座古厝，将其打造成柯贤溪纪念馆、非遗传
承馆，以更好地展示、传承非遗文化。 本报记者 王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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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 25日，泰
国福建社团联谊总会代表团团长苏承
智率泰国福建社团联谊总会代表团来
晋江交流访问。晋江市领导张文贤、王
明元、黄天凯会见访问团一行。

受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张
文贤委托，晋江市市长王明元代表晋江
市委、市政府向泰国福建社团联谊总会
全体成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晋江发展的旅泰乡亲、朋
友表示衷心感谢。

王明元指出，泰国福建社团联谊总
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凝聚乡亲、敦睦乡
谊，积极参与中泰两国经济社会事业建
设，在推动两国友好交流、经贸对接、产
业合作、人文往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衷心期望泰国福建社团联谊总会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穿针引线，动

员广大乡亲回乡投资兴业、发展公益，
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热忱
欢迎广大乡亲、朋友多回家走走看看，
把好的项目、技术、经验、人才带到晋
江，与晋江共享发展机遇，共谋家乡发
展大业。晋江市委市政府将提供最好
政策、最优服务，“晋心晋力”做好服务
保障，让大家在晋江安心创业、放手发
展、实现共赢。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 秦越） 近
日，备受瞩目的CGTN“一起看中国”福
建行活动正式拉开帷幕。23日，近 50
位中外媒体主持人、记者，以及网红齐
聚晋江，共同开启了一场深入了解安踏
品牌魅力的探访之旅，众人纷纷感叹：

“太惊艳了！”
23日下午2时45分，中外媒体团首

先来到安踏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以品
牌、奥运、公益为主线，生动展示了安踏
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果。

“这是全球最轻最透气的短道速滑
比赛服，它还 360度全身防切割；这是
全世界最轻的慢跑鞋，中国航天员就穿
过这一款慢跑鞋，一隻仅重 99克……”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媒体朋友们穿梭在
博物馆的各个展区，感受着安踏品牌的

成长脉络和企业文化。大家纷纷拍照，
并亲身体验安踏体育产品的科技感。

紧接着，中外媒体团来到安踏 982
创动空间。这里是安踏首家全品牌体
验式门店，集合了滑雪、攀岩、篮球、跑
步等多个运动体验区域。媒体朋友们
纷纷脱下鞋子，换上运动装备，投入这
场沉浸式的运动体验中。大家或在滑
雪区畅享滑雪的乐趣，或在攀岩区挑战
自我，或在篮球区挥洒汗水……现场氛
围热烈而活跃，每个人都仿佛置身于一
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运动世界。

在攀岩体验区和室内滑雪体验区，
来自库克群岛的媒体工作者莫努伊纳·
卡梅伦非常兴奋，每个项目她都跃跃欲
试，想尽情体验一番。“我刚刚体验完攀
岩和室内滑雪。攀岩真的非常有趣，而

室内滑雪真的太难了，很有挑战性。”莫
努伊纳·卡梅伦激动地表示，这是她第
一次来到安踏的创动空间，这里的设施
非常先进和齐全，让她感受到了运动的
无限可能。同时，她也对安踏品牌有了
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想象一下，你
的国家选择这样的品牌作为对外展示
的代表，那真的太酷了！”

尽管安踏之行已经结束，但中外
媒体团依旧流连忘返，大家的思绪仿
佛还沉浸在那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创动
体验区。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不
仅让广大媒体深入了解了安踏品牌的
魅力，也让大家感受到福建体育产业
的蓬勃发展，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
活动，让世界更加了解晋江、了解福
建、了解中国。

本报讯 （记者 施蓉蓉）
23 日，记者从晋江深沪镇获
悉，福建省首届海洋文化节
2024年晋江（深沪）海上龙舟
公开赛将于 6月 5日在深沪镇
举行。届时，12支海内外龙舟
代表队将一同在深沪湾乘风破
浪。这也是海上龙舟赛时隔半
世纪重现深沪。

据介绍，此次晋江（深沪）海
上龙舟公开赛设500米、200米
龙舟竞速项目，分别举行预赛、
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决
出单项前六名，总成绩前六名。

此次赛事将于 5日上午 9
时在深沪镇渔业码头举行，为
期半天。同步举行的还有海洋
美食文化嘉年华。

此次活动由中共晋江市
委、晋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
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政协
联络委、深沪镇人民政府、晋江
市农业农村局、晋江市文旅局、
晋江市体育局、泉州市龙舟协
会承办。

本报讯（记者 蔡明宣
施珊妹 柯国笠）近日，中国
工信部发布 2023年重点行
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
其中，晋江有4家企业入选，
入选数量佔福建省入选总数

的57.1%，位居全省各县（市、区）第一。
此次晋江入选的 4家企业来自两个行业。其中，恒安（中

国）纸业有限公司获评卫生纸原纸、纸巾原纸行业能效“领跑者”
称号，系该行业唯一一家；福建福田纺织印染科技有限公司、通
亿（泉州）轻工有限公司、福建凤竹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获评针
织物、纱线行业能效“领跑者”称号。

据悉，能效“领跑者”制度是国家确定实施的一项重点节能
政策，旨在通过发布同类可比范围内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产品、
企业或单位名单，树立标杆、政策激励、提高标准，形成推动终端
用能产品和用能单位能效水平不断提升的长效机制，对于推广
高效节能技术和产品、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晋江积极加快绿色转型，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今年 1月，晋江市委、市政府出台《纵深推进绿色产业发展
行动方案》；4月，在企业创新发展大会上，晋江重点聚焦制造业
绿色低碳转型，实施4个工程、出台14条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减
污、降碳、扩绿、增效。

政企双向奔赴，效果显著。截至目前，晋江共培育了4家国
家级能效“领跑者”企业、5家省级水效“领跑者”企业，为行业企
业树立示范标杆。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24日，“中德合作赋能智能制造高
质量发展”泉州市科技成果对接会在晋江举行。会上，一批研究
生培养实习实践基地等授牌；安踏、恒安、科一超纤、华辉石业等
纺织鞋服、卫生用品、石材装备领域龙头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海
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签约达成战略合作；首批科技
成果“先使用后付费”项目分别与贵人鸟、港益等4家企业签约，
8个产学研合作项目签约落地。

对接会还邀请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教授、德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和高校专家，围绕能源电气、多模态系统智能制造机
器人应用、超临界CO2技术推进绿色智能制造等前沿技术发展
趋势作主题报告，同时开展实践探索和成果推介。

作为泉州市引进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
心自2013年7月落地以来，累计组织实施各级科技重大专项和
企业合作研发项目 645项，服务企业 420多家，授权专利 269
项。同时，引进一大批包括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大学、
汉堡大学等国际知名院校的高层次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福建省第一
4家晋企上榜国家级能效“领跑者”名单

“中德合作赋能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
泉州市科技成果对接会在晋江举行

特殊的“省亲”

共享发展机遇 共谋家乡发展大业

泰国福建社团联谊总会到晋江访问

“一起看中国”福建行走进晋江

中外媒体聚焦安踏体育

时隔半世纪重出“江湖”

晋江（深沪）海上龙舟公开赛6月5日举行

时间：5月17日 星期五 天气：晴
地点：晋江英林镇沪厝垵村

□延伸阅读

深沪扒龙船的前世今生
深沪自古就有“五月节摇白龙船”的习

俗，由晋江市委宣传部主编的《大美晋江·
晋江节俗》一书中记载：搁桡（深沪渔民习
惯把划船叫作“搁船”，又把船桨称“桡
刀”），近似赛龙舟，应是赛龙舟的原始雏
形，自古在深沪渔区盛行，是深沪渔民在端
午节前后，自发举行的一项节俗竞技活
动。搁桡时，海面上有许多小船载人观赛，
场面特别热闹、壮观。

在《深沪镇志》一书的端午习俗中，也
有“小孩抹上雄黄，穿上新衣，由大人带着
爬白龙船环岛游澳”的记载。

搁桡就是搁龙船、扒龙船，而“白龙船”
是当时深沪渔民就地取材，把用来钓带鱼
的舢板船弃桅卸舵变成的比赛用船。该船
通体是白色的，因此称其为“白龙船”。

后山社区老渔民陈志长曾是扒龙船的
亲历者，身高近一米八的他，当时是划第一
排的好手。

“很热闹，大人小孩几乎都来围观，气
氛非常好。”想起当时扒龙船的盛况，陈志
长说，那时候的端午是大家都期待的节日。

记者在採访过程中了解到，最近的一
次深沪扒龙船是在20世纪70年代，距今近
半个世纪。当时，由于比赛设备简陋，裁判
失误引起各参赛村误会而不欢而散，使得
深沪沿海民众停止该项活动。

扒龙船虽然中断，但是海上龙舟的“基
因”却烙印在勇于拼搏、敢于开拓的深沪人
身上，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延续着这项
上百年的传统民俗。

2004 年端午节，深沪民俗专家庄国良
组建了旱地“嗦啰嗹·扒龙船”队，在深沪文
化中心的首次演出就收获了群众的喜爱。
深沪扒龙船“上岸”，用另一种表演形式活
跃在各大节庆活动中，延续至今已是独具
深沪特色的民俗阵头。

大约10年前，深沪后山社区的吴奕澈
等龙舟爱好者，从湖南汨罗买来4艘龙舟进
行训练“试水”，希望能让这项赛事重新“回
归”。在这个过程中，因颱风、开渔出海劳
作等原因影响，导致这次“试水”失败，但也
让扒龙船这朵“水花”重新出现在深沪湾。

今年，中断近半世纪的扒龙船“回归”
深沪，让各界期待不已。届时，“棹影斡波
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的盛景，将吸引不
少目光。

媒体团成员饶有兴致地参观安踏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