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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阙杨
娜） 10日，菲律宾宿务市议
员埃德加多·拉贝拉二世、
菲律宾宿务晋江商会会长
吕志坚带领菲律宾宿务晋
江商会一行，到晋江访问交
流。

当天，访问团一行参观
了海西家居建材博览城、鞋
纺城、安踏永不止步博物馆
和982创客空间。

晋江市领导表示，希望
菲律宾宿务市与晋江保持友
好联系，在经济、文化等方面

进行交流合作，促成彼此进
步与发展。同时，期盼在菲
律宾的乡亲们常回家看看，
为晋江的发展贡献力量，将
更多的大型项目、优质项目
和顶尖人才引入晋江，共同
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为晋江
注入新的活力。

2023年 5月，菲律宾宿
务晋江商会正式成立，为宿
务侨亲搭建了互帮互助、抱
团发展的新平台，助推了菲
律宾与晋江经贸往来和文化
交流合作。

本报讯（记者 柯国笠） 10
日是第 40个教师节，陈埭镇“和
敏奖教基金”启动仪式暨庆祝第
40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在晋江市
第五实验小学举行。活动上，安
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宣布5年捐资
2000万元（人民币，下同），设立

“和敏奖教基金”，用于晋江陈埭
镇教育教学工作奖励，推动全社会
关心和支持陈埭教育事业发展。

表彰大会为陈埭镇中小学颁
发了年度教育教学奖，同时对年
度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进
行了表彰。

作为晋江陈埭人，丁和木始
终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发展。他全
资 750 万元捐建阿瑞幼儿园；
2015年，分别为晋江市第五实验
小学、陈埭民族中学捐资 800万
元和1600万元。为善30余年来，
丁和木的捐赠总额超过 30 亿

元。2021年底，安踏集团创始人
家族宣布捐资100亿元成立安踏
集团和敏基金会，秉承丁和木乐
善好义、扶危济困、回馈社会的感
恩理念，在医疗卫生、体育教育、
社会关爱等三大领域投身公益慈
善事业。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10日，晋江市磁
灶实验小学正式揭牌。

晋江市磁灶实验小学于 2022年 1月 22日
正式开工，2022年 12月 13日主体建筑全面封
顶，历经三年建设，今秋正式投用，迎来首届新
生1452名。

磁灶实验小学作为磁灶镇教育提升重要
项目之一，凝聚着社会各界的心血和付出。学
校建设过程中，晋江、磁灶两级政府及教育主
管部门多次走访学校，现场协调解决存在的问
题，并优先保障资金问题；服务区的乡贤及企
业家更是慷慨解囊，为学校建设提供坚实的资
金保障。

晋江市领导表示，磁灶实验小学顺利开办
是磁灶教育史上的一件大喜事，将进一步优化
磁灶镇整体教育布局，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教育
资源。

据介绍，磁灶实验小学总投资约 1.5亿元
人民币，规划 48个教学班。目前，学校已开设
31个班，老师74名，本科及以上学历占95%，其
中，研究生学历有5名。

“学校全体教师职工将不断探索和创新，为
孩子们提供一个优质的学习环境，为社会培养
有道德、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优秀人才。”
磁灶实验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 10日，晋江深沪
镇华海鲤鱼穴公益基金会慈善教育捐赠仪式举
行。该基金会向深沪镇慈善公益暨教育发展促
进会捐赠110万元（人民币，下同），其中定向捐
赠华海村乡村建设资金100万元。

据介绍，深沪镇社会贤达在投资兴业、推
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满怀对家乡的热爱，
以拳拳赤子之心回报桑梓。此次华海鲤鱼穴
公益基金会，特别是以鲤鱼穴公益基金会董事
长施文转为首的乡贤，秉持对慈善事业的执
着，慷慨解囊，为深沪慈善事业注入发展新能
量，将进一步带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慈善事
业的关心和重视。

菲律宾宿务晋江商会到晋江访问交流

5年捐资2000万元
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设立“和敏奖教基金”

深沪华海鲤鱼穴公益基金会
捐款110万元

晋江磁灶实验小学揭牌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 10日上午，晋江
青阳街道召开庆祝第 40个教师节暨教育工作
会，表扬一批在教育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优
秀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弘扬尊师重教的良
好社会风尚，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教
书育人。

会议回顾了 2023 年至 2024 年青阳街道
教育工作，并表彰 2023—2024 年度优秀教
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尊师重教先进个人及
园丁奖。

一年来，青阳街道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推动街
道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23—2024年度，青阳
街道财政、青阳教育基金会共计投入约 1.5亿
元，用于学校基建、改善办学条件及奖教奖学助
学等方面，辖区各学校设施日趋完善，办学条件
不断改善。今年，晋江二小主校区以全新面貌
迎接学子回归，同时还有实验中学等14个优质
教育项目正在推进。

青阳进一步打响
“学在青阳”教育品牌

双方互赠纪念品双方互赠纪念品。。

在晋江梅岭街道南山路路
口，有一家小小的早餐店，每天早
上都挤满了来吃早餐的人。人们
都是冲着店里的花生汤来的。今
天《晚晴人物》的主人公便是这家
古早味饮食店的老板，他不仅有
一手煮花生汤的老手艺，还有一
个特别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坚守40余年的古早味
花生汤，作为泉州人早餐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大街小巷随处
可见。虽然用料简单，但煮法却
很考究，每个店家都有自己的诀
窍。南山路路口这家名为“真味
道饮食店”的花生汤是许多人记
忆中的味道。从过去挑担到摆
摊，再到开店，这家以经营花生
汤为主的饮食店历经两代人，已
有47年的历史，成为老晋江人熟
悉的味道。

庄建德便是这家饮食店的
老板，“我们家做花生汤是从我
父亲开始，算起来有47年了。我
12岁的时候便在父亲的早餐摊
帮忙，那时还在上学，每天早上
都去帮忙卖早餐，然后再去上
学。”庄建德说，自己15岁离开校
园，便跟着父亲学习怎么煮花生
汤，19岁独立经营早餐摊点，一
做便是40余年。

庄建德今年56岁，是土生土
长的晋江人。“从15岁开始，就学
着熬花生汤，一熬半辈子就过去
了。”庄建德的早餐摊点以花生汤
为主。一开始，庄建德是挑着担
子在菜市场卖，到后来在菜市场
有了固定的摊位，2013年，又搬
到了现在这个小店。“虽然店的面
积很小，但是不用担心刮风下雨，
顾客也有个地方坐。”庄建德说，
过去摆摊时，顾客多数只能打包
或站着吃，很不方便，现在对顾客
来说方便多了。

庄建德的花生汤分成两种，
一种是打成浆的花生浆，一种则
保留花生原有的颗粒，无论是哪
一种，加一个蛋都是人们的首
选。将打散的蛋液倒入滚烫的花
生汤中，迅速搅拌，待蛋花浮起，
花生蛋汤就好了。喝上一口，花
生的绵软和蛋花的润滑一起在嘴
里绽放，一下就能将人清晨的困
顿唤醒。

而这一碗花生蛋汤的基础就
是提前熬好的花生汤。每天凌晨
两三点，庄建德和妻子便要起来
熬煮花生汤。“过去都是买带壳的

花生，要经过去壳、浸泡、去皮、用
石磨磨浆，再慢火熬煮，现在直接
买去皮的花生，不用去皮，轻松多
了。”庄建德说，虽然用去皮的花
生成本增加了很多，但是却少了
很多麻烦，多了休息的时间，“去
皮那一步，太耗时耗精力了。”

时代在变化，制作方式也随
之改变，不变的是他对品质的坚
持。从选择原材料，到熬煮过程，
甚至花生汤里的配料，庄建德都
有自己的坚持。

小店的菜单第一行便是，花
生汤加芋丁。“他们家的芋丁特别
绵密好吃，可惜现在吃不到了。”
吃了十几年的老顾客说。“虽然现
在市场有芋头卖，但不是芋头最
好吃的季节，我就不做了。很多
人来了都会问有没有芋丁加，我
都说要到农历七月之后才会有。”
庄建德解释道。

喜爱绘制家乡风景
每天 5点多，庄建德便开门

迎接吃早餐的人们。早上7点到
9点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现场
吃的、打包的，无论是谁，都会要

上一碗花生汤，“现在平均一天能
卖 400碗左右的花生汤，冬天的
时候还会更多。”

庄建德家的店虽然小，却藏着
浓浓的家乡味和烟火气。特别的
是，小店的墙上挂着很多画，让这
股烟火气里多了一些古朴和艺术
感。这些画，都是庄建德的作品。

“我从小就对画画很有兴趣，
那时都是跟着连环画画人物，画
得最多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
的人物。上学的时候，常常被老
师叫去出黑板报。”庄建德说，画
画是自己忙碌工作之余的一个慰
藉，每次空闲下来就会画画，日积
月累，渐渐地，家里、店里都挂满
了他的作品。

小店墙上的画里有两幅作品
特别醒目，一幅写着“泉州古地
海丝起点”，画的正是泉州的风
景，里面的东西塔、钟楼、百源清
池、清净寺、关岳庙等栩栩如生。
另一幅写着“闽南古民居 晋江五
店市”，画的则是晋江五店市的风
貌。画不大，细看，却能看到状元
街、莲花池、庄氏宗祠、蔡氏家庙
……整个五店市的布局和特色建

筑都还原到了画中。
晋江那么多风景，为什么会

想画五店市呢？而对记者的疑
问，庄建德说，“我从小在五店市
周边生活长大，对其有很深的感
情。所以有空的时候就拿着手机
去拍照，回来再画下来，前前后后
用了四个月才画好。”

其实，虽然庄建德的画类型
丰富，有家乡风景、时事人物、新
闻事件、花鸟等。但是，他特别喜
欢以家乡为题材，在他的作品里，
家乡的元素特别多：东西塔、老君
岩、钟楼、八仙山、五店市，甚至南
音、簪花、CBA篮球赛、海丝号航
班等。

热衷“环保”绘画
庄建德画画的地方很简单：

他在沙发旁支起一张小桌子，平
时就直接坐在沙发上画。虽然如
此，却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创作，每
天他都要在这里坐上一两个小
时，画上一幅画。

“你看，这些都是这两年画
的。”他搬出厚厚的一堆素描本，
数一数有十几本之多，每一本里
都画得满满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素描本，
庄建德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作画材
料：既不是画纸，也不是画布，而
是广告板，“这种板很结实，又很
好擦洗，画错了只要轻轻一擦就
能改。”庄建德说，自己是偶然发
现这种广告板用来画画很好的，
便经常去收集别人废弃的广告
板。“省了画画的纸，又能废物利
用，挺好的。”庄建德笑呵呵地说。

如今，一手煮着古早味花生
汤，一手画着家乡的美景，庄建
德的日子过得虽然平淡却充满
了乐趣。

青阳庄建德：

一手煮古早味 一手画家乡风景
本报记者 黄海莲 尤泽男

庄建德手绘的“海丝号航班”，和泉州有关的元素都是他喜爱的
绘画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