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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诗伟） 29
日，记者从晋江市陈埭镇了解到，
晋江市鞋服产业园（陈埭园）土地
征收补偿工作正全面推进，其中，
土地征收工作已完成95%，项目招
商工作也在同步全力推进中。

为提供更多、更好的空间和资
源，支撑镇域新一轮产业高质量发
展，陈埭镇以全市盘活利用低效用
地试点工作为契机，经过前期的系
统化梳理和全方位论证，策划生成
晋江市鞋服产业园（陈埭园）项目，
并于 5月上旬正式启动土地征收
补偿工作。

据了解，晋江市鞋服产业园
（陈埭园）位于陈埭南港路两侧，包
括江头和西霞美两个地块，涉及江
头、西霞美、坊脚三个村，总用地面
积约634.75亩。其中，江头地块用
地 369.99 亩，西霞美地块用地
264.76亩。园区以陈埭产业特色
即制鞋产业为核心，围绕成品鞋，
以及鞋业配套的鞋材、鞋底，印花、
五金等鞋辅材料的生产、加工佈局
产业空间，将建设工业厂房及公
寓、餐厅、办公管理等配套设施。

“从地理位置和未来产业的发
展态势上看，晋江市鞋服产业园（陈

埭园）项目的区位条件优越、优势突
出。”陈埭镇有关领导表示，该项目
毗邻晋新路、南港路等主要道路，通
往泉州市区、石狮、高铁站、机场等
地都十分便捷；同时，项目周边有安
踏集团数智一体化产业园、中乔体
育智慧物流园、三六一度（中国）有
限公司、晋江国际鞋纺城等多家龙
头企业及专业市场，园区建成后，将
进一步激发产业集群规模效应。

据介绍，晋江市鞋服产业园
（陈埭园）项目是陈埭镇党委、政府
今年“点题”“破题”产业发展的重
大举措，是破解产业空间制约、推

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综合抓
手。该项目的建设，一方面将助力
陈埭产业格局提升，为陈埭制鞋产
业拓展和优化空间，让更多企业留
在陈埭，同时帮助小微企业解决扩
容升级空间不足、佈局不规范等问
题，并进一步优化陈埭的产业链上
下游配套和产业生态，放大鞋业产
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另一方
面，该项目也将让更多乡村、群众
受惠受益，尤其是为园区周边的江
头、坊脚、西霞美等 3个村带来城
镇人居品质显著提升、经济社会提
速发展等多重利好。

虽然离开了舞台一线，但
杨元筑和杨燕燕却没有离开
高甲戏。2022年初，他们受邀
成为东石镇玉峰小学高甲戏
兴趣班指导老师，如今已教了
两年多。

杨元筑和杨燕燕所在的
东石镇大白山村是泉州出名
的高甲戏之乡，除了他们俩还
有十几位戏剧从业者。“我初
到玉峰小学当校长，就想着学
校要结合当地特色办学。经
过一个多月的走访，发现这个
村是个‘戏窝子’，就萌生了将
高甲戏请进校园的想法。”玉
峰小学校长王明哲说。

2021 年 12 月 31 日，王明
哲邀请杨元筑和杨燕燕到学
校为学生展示了一段精彩的
高甲戏剧目《桃花搭渡》。随
着具有闽南特色的高甲戏曲
响起，两位老师一出场就为同
学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表
演。戏曲中极富艺术夸张的
动作、表情、神态，一下子吸
引了师生们的注意力，同学们

不自觉鼓起掌来，成为两位老
师的“小戏迷”。

看到学生们那么喜欢，兴
趣班的事就这样提上了日
程。2022年初，杨元筑和杨燕
燕伉俪受邀成为玉峰小学高
甲戏兴趣班的指导老师。“每
周二、周三下午放学后都要排
练一个多小时。”最多的时候，
他们一次要教80多名学生。

两年多来，玉峰小学高甲
戏兴趣班参加了很多文艺演
出，去年儿童节、重阳节都作
为村里的重头表演，获得了许
多好评。

前几日，玉峰小学的多媒
体教室里很是热闹，25名学生
利用放学时间正在抓紧排练
高甲戏《杨门女将》。5 月 26
日，他们赴泉州参加“2024年
泉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表演
类节目现场展演”，这是小学
组戏剧类别中晋江唯一入选
的节目。

“要去泉州表演，除了常
规的排练外，个别需要加强练
习的学生，我还会利用周末让
他们到家中来学。”杨燕燕说
道。

“他们夫妻俩很热心、很
热情，教学生非常认真负责，
总是不计报酬地教导学生，
我们特别感谢他，孩子们也
很喜欢他们来上课。”王明哲
说，乡村特色教育不仅要有
学校的努力，更要有像杨元
筑和杨燕燕伉俪这样热心的
传承者。

“欢喜就好，欢喜就好。”
对于学校的感谢，杨元筑和杨
燕燕笑着说，“能够让孩子们
多了解一些高甲戏文化，我们
也很开心，希望能在更多孩子
心里种下戏剧的种子。”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日前，福建
省 2023年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
名单出炉，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获批
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今后可独立开
展博士后人才招收培养工作。至此，晋
江共有 6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数量居
泉州各县（市、区）首位。

记者了解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
指在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和特殊
的区域性机构内，经批准可以招收和培
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组织。1999年 12
月，晋江市获批设立中国首家建在县域
经济体的博士后工作站。2020年11月，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批设立晋
江市首家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截至目
前，晋江共有6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其
中 5家设在企业，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
人员 121名，研究领域涵盖工学、理学、
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艺术学等
学科门类。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董严军） 29
日下午，2024年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晋
江开放日”暨书记市长送岗留才进校园
活动举行。

据了解，此次活动吸引了92家重点
企业参加，提供259个优质岗位，涵盖机
械工程师、研发高级工程师、平面设计
师、项目经理、电商运营等 1858个人员
需求。据统计，此次招聘共有毕业生和
准毕业生3000多人进场求职，收到简历
917份，达成意向540个。

此外，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区，为学
子提供简历诊断、职业测评、政策咨询等
服务。

本报讯 （记者 赖自煌） 29 日下
午，记者来到正在加紧建设的特步晋江
磁灶产业园二期项目，只见现场一派忙
碌景象，各项建设工作均在有序推进中。

特步晋江磁灶产业园位于磁灶镇大
埔村、瑶琼村，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
一期工程包括两栋宿舍楼及订货会场
馆，已于2021年9月建成投用；二期工程
为集团物流园、中央仓项目，计划建设 4
栋标准厂房；三期规划建设特步智慧工
厂，规划建设面积10万平方米。该产业
园将打造成支撑特步集团生产、批发、零
售及电商业务的集成化、一体化重要平
台。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二期总投资约
8亿元人民币。项目落成投用后，总存
量可达 3400万件，拣选数量将达 26万
箱、1.2 万托级别，每日作业量 100 万
件。目前，该项目1号库和2号库主体已
经封顶，预计年内可以投用。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以来，磁灶镇
紧扣晋江市委“1+6”专项三年行动部署，
以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综合产业园
区建设为主阵地、主战场，大抓项目、抓
大项目，全力推进各重点项目建设。今
年 1月至 4月，磁灶辖区 65个重点项目
已累计完成投资55.66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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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戏结缘四十载 携手传艺不停歇

恒安集团获批设立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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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是中国民间戏剧之乡，素

有“戏窝子”的美誉，村村有戏台、月

月有大戏，每年有多达6000多场的

演出，许多民营剧团活跃，有超过

3000 个的戏剧从业人员。东石镇

大白山村的高甲戏老戏骨杨元筑和

杨燕燕伉俪便是其中之一。

杨元筑和杨燕燕两人自少年一

起学戏、一起演出，至今入行已 40

余年，他们的《番婆弄》《桃花搭渡》

《大闹花府》《管甫送》等戏深受乡邻

的喜欢。花甲之年，他们离开了舞

台一线，却没有离开高甲戏，每日的

生活依然围着戏转。2022年初，他

们受邀成为东石镇玉峰小学高甲戏

兴趣班指导老师。能够发挥余热，

带动更多孩子学习了解高甲戏，老

两口非常开心。

自从入了唱戏这一行，杨元筑和
杨燕燕夫妻俩每天都奔波在各个村庄
演出的路上。后来有了孩子，两口子
出去表演时，都要带着孩子，“孩子没
人照看，每次去演出，我的自行车上不
仅要载道具，还要载老婆孩子，每次骑
行都要小心翼翼。”对于曾经四处演出
的生活，杨元筑一幕幕都记得很清楚。

后来，杨元筑和杨燕燕夫妻俩跟着
戏团到处演出，杨元筑更是连续10年去
菲律宾表演，“每年都要去菲律宾演出
一个多月，48天每天都有戏。”

夫妻两人搭档了多出戏的主角，
因为角色太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遇到
他们都会叫他们角色的名字。“有时候
去买菜，就会听到人们喊‘红花姐，你要

去买菜呀’，有时也会喊我‘穆桂英’，然
后喊他‘云哥’‘寇准’。”杨燕燕说，观众
的喜爱，是他们坚持做这一行的原因。

“做这一行很苦，但是每当演出获得观
众的认可，我们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因为长年用嗓子，杨燕燕的嗓子
有一点受损，“声音没有以前好了。”
过去演出时，中间换场下来，为了抓
紧时间，总是大口喝茶，“那时没有什
么保温瓶之类的，茶水都是凉的，长
此以往，嗓子就受不了了。”随着年岁
渐长，子女不忍父母辛苦，总是劝他
们不要再唱了。于是，在花甲之年，
他们离开了舞台一线。

“平时一些爱好高甲戏的朋友会
来家里玩，偶尔有戏来邀请，我也会
去表演一下。”杨元筑说，很多邀请盛
情难却，但也不是非去不可，选择去，
更多还是因为舍不得舞台。

杨元筑和杨燕燕都是东石镇大白
山村人，杨元筑出生于1959年，杨燕
燕出生于1960年，两人相差一岁，却
是同一年开始学戏的。“小学毕业那一
年，我13岁，她12岁，村里有人组织学
戏，我们都报名了。”杨元筑说。

“刚开始，我们学的是‘柴脚戏’，
也就是踩高跷。”杨燕燕记得，那时的

“柴脚”低的有四五十厘米，高的有一
米多，他们不仅要学习站在高跷行走
的技巧，还要学习各种戏剧人物动
作。“柴脚戏都用在民间活动中，那时
文艺节目少，人们很喜欢看柴脚戏。”
当时，他们的团队经常被邀请到附近
的乡镇去演出，同场演出的还有高甲
戏、打城戏等。从那时起，他们就开
始跟着高甲戏团的老师傅学戏。“平
时一有戏就跟着老师傅出去，演一些
兵丁、丫鬟之类的小角色，然后一边
留心学习师傅的动作。”杨燕燕说，

“那时都是靠自学，老师傅就是指导
一下，动作、眼神之类的全都是自己
看着模仿，有不懂的就主动去问。”

杨元筑和杨燕燕在团里是学得
比较突出的，因此，两人很快就在戏
里挑大梁演主角了。因长期在一起
学习表演，两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982年，杨元筑和杨燕燕结婚。在
闽南，结婚有“绞冬瓜”的习俗，也就
是闹洞房，一闹就要七天，而这七天，
新人都得在家里。长年忙于走村演
戏的夫妻俩以为可以趁着这几天休
息一下，没想到结婚第二天就有人来
催着去上戏。

“他们说那出戏没了我们俩不成
样，第二天来催，被我父母推了；第三
天又来催，没办法，戏班的主事人就
用自行车来把我们俩载过去了。”杨
元筑记得，那天是在石狮的一个村里
演出，他们到了那里后，村里放了很
多爆竹，还特别要求演一出《番婆
弄》，“他们说就当是为我们‘绞冬瓜’
了。”杨元筑笑着说道。

共同传承高甲戏文化

“夫妻档”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