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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晋江市以创建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为契机，
积极探索中医药服务新模式，创
新推进村级中医阁建设，并将建
设30家中医阁列入2024年为民
办实事项目，进一步扩大中医阁
覆盖面，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一站式”“零距离”的中医
服务。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
村级中医阁104家。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梅岭街
道许厝社区第一卫生服务站。
该服务站位于格林春天小区二
期，今年 2月正式投用，5月通过
中医阁考核验收。

占地 235.8平方米的中医阁

设计古朴典雅，设置有中医诊
室、治疗室、中药房等多个功能
室，配备了先进的中医诊疗设备
和多种中药材。

来到二楼的治疗室，医生正
在为患者进行针灸、拔罐等治
疗。不少患者正在候诊区排队
等候就诊。

“前段时间，我的腰疼得都
没办法走路。这两天到中医阁
来针灸，整个人状态好多了。”今
年55岁、刚刚结束针灸的市民卢
先生一脸轻松地说。

“之所以来这里，首先当然
是方便，二来这里的医生也非常
专业。”卢先生告诉记者，从家里

走路到中医阁，只需要几分钟，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家门
口得到诊疗”。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市民得到
专业、便利的诊疗服务，晋江市医
院梅岭院区选派医师定期下沉到
卫生服务站坐诊。作为下沉服务
的中医师，晋江市医院梅岭院区中
医科科长许火燃每周二、四、六下
午都会到中医阁看诊。“来这里的
患者基本是周边小区的居民，每天
就诊量在 15人次左右。”许火燃
说，就诊高峰时“一床难求”。

据晋江市卫健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23年，晋江发布《晋江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动中

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的通知》。两年来，晋江市分别
安排 420万元（人民币，下同）、
525万元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资
金，全力扶持中医药事业高质量
发展。其中，就包括明确创建
100家中医阁。

“我们按照‘成熟一家、考核
一家’的原则推进中医阁建设。
2023年全市建成 77家中医阁，
今年计划建设 30家。”上述负责
人表示，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
村级中医阁104家；接下来，还将
围绕中医特色主题，持续提升各
中医阁的品质及内涵，全力打通
中医药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起源康熙年间
历经300余年

据记载，三光天（锦塘）舞龙
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舞龙队由
锦塘自然村洪、黄、曾、蔡四个

“角头”的村民组建而成，最初作
为祭祀活动表演，后来演变为竞
技项目，至今已有 300 余年历
史，传承七代人。

鼎盛时期，三光天锦塘自然
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舞龙队的
成员。历史上，三光天（锦塘）舞
龙队曾斩获不少佳绩，仅 1985
年，就获得泉州舞龙大赛一等奖
和福建省首届舞龙大赛特等奖
两项荣誉。

“锦塘的龙又称半肚龙，舞
龙套路动作基本是由武术套路
演化而来，分为龙珠、龙头、龙
节、龙尾，以锣鼓为号。由于半
肚龙龙身轻盈纤长，舞起来的时
候整条龙可以做出翻滚、腾云、
眨眼等动作，极具观赏性。”三光
天（锦塘）舞龙第五代传承人洪
锦雄说。

锦塘半肚龙龙身最初只有
一条长布和木棍，后来，龙的形
态发生变化，龙头重达70多斤，
后减重至 50多斤、42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又减至十几斤。
1995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
全国舞龙竞赛进行整编规定。
为参加各级舞龙竞技比赛，锦塘
舞龙队对半肚龙进行了改进，将
原先17节的龙身改为符合比赛
要求的9节，长度由原来的50多
米缩减为18米，龙头重8斤。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泉州、
晋江的大型文体活动都少不了
锦塘舞龙队，尤其是泉州民俗踩
街活动。“当时，各县市都会派出
多个‘阵头’参加泉州踩街活
动。锦塘舞龙队代表晋江参加，
还曾获评‘泉州第一阵头’荣誉，
压阵出场。”三光天（锦塘）舞龙
队领队洪加愿说。

舞龙进校园
老中青共传承

2002 年起，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三光天（锦塘）舞龙队的
不少成员为了生计外出经商，舞

龙传承也因此转入校园。
传承的巨龙在校园中腾舞，

绽放出青春的力量。
2007年3月，平山实验小学

引入舞龙这个体艺项目，聘请洪
锦雄为舞龙队教练，同时成立舞
龙课程研讨小组开展活动、开发
课程，并把舞龙校本课程纳入日
常教学工作中。如今，舞龙已成
为平山实验小学的特色名片，该
校曾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学生专
场龙狮争霸金奖，并入选“全国
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学校”名单。

“舞龙靠的是集体，一个人
是没办法完成的。平山实验小
学学生中很多都是锦塘的孩子，
通过学校引导孩子们学习舞龙，
等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后，锦塘舞
龙队就后继有人了。”洪锦雄说，
平山实小舞龙队成立至今，已培
养了十余批学员。

这些年来，除了平山实验小
学，洪锦雄还相继走进平山实验
幼儿园、平山中学、泉州轻工学
院，指导学校成立舞龙队，大力
开展舞龙活动。

黄焮如来自泉州台商投资
区，是泉州轻工学院的学生。大
一时，她被学校舞龙队的表演深
深吸引，加入学习舞龙的行列。
虽然身高不足 1.6米，但无论是
舞龙还是挥舞彩旗，黄焮如的气
势一点儿也不输人高马大的男
队员。

洪锦雄介绍，舞龙十分考验
体能，以往更多的是男队员参
加。而现在不论是社区还是学
校，参加舞龙队的女队员越来越
多，且个个“巾帼不让须眉”。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舞
龙入选第五批晋江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2021 年底，三光天
（锦塘）舞龙队重组，得到社区居
民的一致支持。

如今，三光天（锦塘）舞龙学
员已超 4000人，舞龙套路也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13套演变
成如今的500多套。与此同时，
三光天（锦塘）舞龙队队伍也愈
发庞大，集结了老中青三代舞龙
人，其中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
小的十几岁。怀揣着对家乡的
热爱和对舞龙的热情，大家无偿
参与其中，汇聚起舞动巨龙的磅
礴力量。

独创旗阵套路
“南龙王”大放异彩

2022 年，全国民族龙狮文
化展示活动“梅岭杯”第四届中
华民族青少年龙狮争霸（学生专
场）暨全国传统舞龙争霸公开赛
举行。三光天（锦塘）舞龙队的
参赛作品《龙腾九州》获得赛事
第一名，勇夺“南龙王”称号。

《龙腾九州》是三光天（锦
塘）舞龙队的代表作。这个作品
在舞龙中加入旗阵，并极具创意
地融入闽南文化、海洋文化等多
元文化元素。开场的战船造型、
旗阵等编排与舞龙和谐搭配，加
之锣鼓声铿锵有力，场面气势磅
礴，令人耳目一新。

“旗阵是锦塘舞龙队独创的
套路，编排难度和执行难度大。
一个人不到位，整体造型就无法
完成。”作为旗阵创始人的洪锦
雄说，仅设计和操练《龙腾九州》
便耗时8个月，每处细节都需要
精心打磨。

继“南龙王”之后，三光天
（锦塘）舞龙持续绽放光彩。

2023 年，舞龙队参加福建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舞龙舞狮大
赛，荣获传统舞龙总分第一名；
2024年，舞龙队参加福建省深
沪杯舞龙舞狮精英赛，荣获传统

舞龙总分第一名。
尤其是今年春节期间，三光

天（锦塘）舞龙不仅亮相重磅重
启的泉州民俗踩街活动，更登上
了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锦绣
中国年》。此外，位于三光天锦
塘雅苑的锦塘舞龙训练基地还
被列为福建省舞龙基地。锦塘
舞龙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收获了
许多关注和喜爱。

今年端午，梅岭非遗（锦塘
舞龙）首届文化交流节成功举
办，来自泉州、厦门的 8支舞龙
队同台献艺。三光天（锦塘）舞
龙队精心打造的99米巨龙震撼
登场，进一步打响了锦塘舞龙的
名气。

“入列泉州非遗名录是一
个新的起点。”洪加愿说，三光
天（锦塘）舞龙队重组后，每周
安排固定训练，愿意参与进来
的人越来越多，舞龙队接到的
演出也越来越多。以入列泉州
非遗名录为契机，舞龙队将努
力推动传承，争取编排出更多
优秀作品，将闽南龙文化发扬
光大，着力打造梅岭乃至晋江
的新文化名片。

日期：9月2日 星期一 天气：多云
地点：晋江池店镇御辇村

“你看看，这个微景观是不是很漂亮？
要知道，这里曾是我们村环境卫生最薄弱
的角落，现在已经成为最靓的一角了！”御
辇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曾焕铭带着我
来到御辇“宅头房”古大厝原址，指着正在
做收尾工作、面积 700 多平方米的微景观
说道。

这一融合了闽南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
创意美学的微景观，“前身”是御辇“宅头
房”古大厝，是一座建于明末清初、坐北朝
南的五开间闽南传统大厝。

和很多老房子一样，这栋颇为壮观的
古大厝，因族人陆续搬出另建新房而长期
空置，因年久失修，于 2004 年坍塌。随着
时间推移，断壁残垣的古大厝里杂草丛生，
更有群众长期在此乱倒垃圾、散养鸡鸭。

20年来，“宅头房”古大厝成了御辇村
环境卫生重难点整治区域。周边村民意见
很大，村委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对此，
古大厝的后人虽内心焦急，却无能为力。

“古大厝的后人遍及海内外，我们想要将大
厝翻建不太现实。”古大厝后人曾焕星说。

去年，御辇村抓住池峰路南延片区改
造项目建设契机，推动旧村环境卫生提升，

“宅头房”整治一事再次被提上议程。
御辇村“两委”通过与古大厝后人进

行沟通，最终征得大厝后人的理解与支
持，同意在不涉及土地权属纠纷的情况
下，请专业测绘公司将现有古大厝进行房
屋现状证据保全，然后无偿出借土地使用
权给村委会。

“借出大厝的使用权给村里改造微景
观，不仅美化了村庄环境，也固化了大厝面
积，很好地保留了家族财产。”曾焕星说。

完成出借手续后，今年年初，御辇村村
委会立即着手将古大厝改造成具有闽南风
格的民生微景观休闲广场，同时将周边的
违章搭盖予以拆除、对周边道路进行硬化。

“在改造过程中，能利用的构件，我们
就地利用。在清理中，我们发现这座大厝
有一面特别漂亮的蚝壳墙，便把它完整地
保留下来，打造成了村里的‘网红墙’。”曾
焕铭说，村里还计划在微景观中设置“时间
轴”，展示御辇村千年古村落的变迁，让村
民在休闲娱乐中进一步了解村庄深厚的历
史底蕴。

这个月，这一微景观就将全面完工。
如此大的环境改变，最开心的还是村民。
在我准备离开时，家住古大厝边的陈连霞
开心地说：“每天看着大厝一点点地发生
变化，心里真的很高兴。现在，环境卫生
好了，蚊虫少了，空气也好了，心情当然更
好了！”

本报记者 曾舟萍

最靓的一角

让中医药服务“触手可及”

晋江建成104家村级中医阁

历经300余年 传承七代人

三光天（锦塘）舞龙入列泉州市非遗名录

本报记者 李玲玲

中医阁里，中医师许火燃为患者做针灸治疗。

本报记者 赖自煌 秦越

在晋江梅岭街道，说起三光天舞龙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作为闽南舞龙文化发源地，三光天社区
锦塘自然村被誉为“南龙王之乡”，三光天（锦塘）舞
龙传承至今已有300余年。

记者近日从梅岭街道获悉，继此前被列入晋江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三光天（锦塘）舞龙近日
正式入列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