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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蔡明宣）
日前，第 136届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
会”）在广州拉开帷幕。晋江
方面精心组织筹备，共有 187
家企业参与，斩获 393 个展
位 ，参 展 企 业 数 佔 泉 州 的
24.2%。

记者走访企业了解到，广
交会已成为不少晋江出口企
业展示实力、承接优质订单的
标配展会。不少参展企业表
示，他们已提前 2个多月进行
筹备，希望各自的新产品可以
赢得广大客户的青睐。

企业铆足劲“加码”广交

会，晋江自身也希望借此契机
做好“区域品牌”的打造。晋
江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广交会第三期（鞋服食品专业
展期）展会期间，晋江将在广
交会展馆 A、D区连廊设立晋
江展示专区，打造以“晋江创
造 贸通全球”为主题的产销

贸易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晋江展示

专区——“晋江专馆”的展览
时间为 10 月 31 日—11 月 4
日。专馆将在面积 90平方米
的展馆内设置 10 个展位，为
服装、泳装、鞋类、伞具、食品
等行业搭建集中展示优势产

品的平台，并通过喷画展板展
示晋江产业概况，进一步提升
晋江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

据悉，本届广交会第一期
展期为 10月 15日至 19日，参
展的晋江企业有 7家共 12个
展位，涉及机械、电子、新能源
等行业；第二期展期为 10 月

23 日至 27 日，参展的晋江企
业有 21家共 50个展位，涉及
家居用品、家具、礼品及赠品
等行业；第三期展期为 10 月
31日至 11月 4日，参展的晋江
企业有 159 家共 331 个展位，
涉及纺织服装、鞋、箱包、食
品、办公文具等行业。

获评国际级裁判后，除了领导同事、家
人朋友和裁判界同仁的祝贺外，施少兰还
收到了许多学生的点赞和祝贺，这让她十
分开心。

施少兰认为，体育老师和裁判员这两
种身份是相辅相成的。“平时上课，我会和
学生普及裁判法的知识，增加大家对体育
的兴趣，帮助大家掌握体育知识，提升体育
技能。”让施少兰惊喜的是，甚至有学生
说过，以后要像她一样成为一名裁判员。

榜样的力量，更坚定了施少兰将其
继续传承的决心，“今后在做好执裁工
作的基础上，我会把更多时间用在裁
判队伍的建设和培训上，培养更多优秀
年轻裁判。”

施少兰透露，就其目前收集到的信息
来看，晋江获得二级以上等级证书的田径裁
判员不到200人。“不少年轻人有意愿参加裁
判工作，却没有相关资质。但要执裁比赛，
至少要二级证书。”这让她觉得很遗憾。

怎么改变这个现状？施少兰已经有了
初步规划。接下去，她计划和泉州市田径
协会共同举办二级裁判员培训班，帮助想
进一步提升的裁判员。

施少兰深知，除了理论学习，要胜任裁
判员更重要的是积累经验。“田径就像化
学，需要动手去操作、去实践，纸上谈兵是
做不好这项工作的。而且田径是竞技项
目，十分考验临场应变能力，这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够做到的。”爱才心切的施少兰鼓励
年轻裁判员要多走出去、多学习、多实践。

除了培训，施少兰还计划引进更多一
定级别的赛事落地晋江，为本地裁判提供
更多锻炼的机会，加强和高水平裁判之间
的交流。“目前，已经有一项全国性二类赛
事在接洽中。如果顺利落地，届时会有国
派裁判参与，这对初级裁判员是很好的学
习机会。”

面对有意愿提升自己的年轻裁判员，
施少兰很乐意分享自己的经验。“人不能干
一辈子，未来是年轻人的。只要愿意学、肯
上进，我都欢迎。”施少兰说，“晋江的体育
氛围浓厚，赛事长年不断，为我们提供了很
多机会和平台。未来，我希望可以通过自
身的力量，为晋江体育事业作贡献。”

187家晋江企业组团参展广交会

晋江首位田径国际级裁判施少兰：

“培养更多年轻力量”

本报讯 （记者 蔡明宣） 近日，
中国工信部公佈第一批符合《印染行
业规范条件（2023版）》企业名单，共
有 95家印染企业上榜。其中，晋江 8
家印染企业榜上有名，数量位居中国
各县（市、区）第二，福建省各县（市、
区）第一。

据悉，8 家晋企分别是佳福（福
建）染整有限公司、晋江市维盛织造
漂染有限公司、福建省向兴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福建福田纺织印染科技有
限公司、通亿（泉州）轻工有限公司、
泉州市六源印染织造有限公司、晋江
市龙兴隆染织实业有限公司、晋江万
兴隆染织实业有限公司。

晋江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新获工信部公告符合行业规范条
件的企业，晋江市将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人民币。

本报讯（记者 施珊妹） 近日，
中国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表彰全国
模范职工之家、全国模范职工小家、
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的决定》（总工
发〔2024〕15号），表彰996个全国模范
职工之家、1000 个全国模范职工小
家、798个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其
中，晋江市2个集体上榜：劲霸男装股
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被授予“全国
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福建七匹
狼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三厂缝制车间
创新组工会小组被授予“全国模范职
工小家”荣誉称号。

劲霸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曾荣获“福建省模范职工之家”

“福建省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等
荣誉称号。劲霸方面表示，公司工会
将以此荣誉为起点，不断增强工会引
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努力开创公司
工会工作新局面。

七匹狼公司工会于1993年成立，
先后获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
双爱双评先进企业”“全国五一巾帼
标兵岗”“全国职工教育培训优秀示
范点”等国家级荣誉。七匹狼方面表
示，将继续坚持安全生产、敢为人先，
在积极钻研生产工艺的同时，加强服
装工艺创新意识，以质为先，坚持“不
接收不良品、不制造不良品、不传递
不良品”的品质理念。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日前，晋
江市西园街道苏塘社区赖天恩、吴罗
纱伉俪简办儿子16岁生日宴，向西园
街道公益慈善协会捐赠 8万元人民
币，定向捐给苏塘社区居委会，用于向
社区近400名老人发放红包，每人200
元人民币。

据介绍，今年7月1日，晋江市西园
街道公益慈善协会成立大会举行，一批
乡贤、企业家们的善行义举带动和引导
更多人慷慨解囊、奉献爱心。此次，赖
天恩、吴罗纱伉俪的善举，展现了苏塘
社区居民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优良传
统，树立了移风易俗好榜样，营造了崇
尚慈善、支持慈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福建省县域第一
晋江8家企业上榜

晋江2个集体
获得全国表彰

简办儿子16岁生日宴
向社区捐8万元做公益

本报记者 李诗怡 秦越

18日，记者从晋江市紫峰中学获悉，该校体育老师施少兰以优异
成绩通过世界田联铜级裁判考试，正式成为田径项目的国际级裁判
员，也是晋江首位田径国际级裁判。

二十载初心不变。从2004年成为一级裁判员，到2024年晋升国
际级裁判，一路走来，施少兰始终保持上进、乐观的态度。对于这份
荣誉，她心怀感恩，倍加珍惜。施少兰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她将带
着对体育运动公平与公正的承诺，继续为体育事业作贡献。

18日上午，记者来到紫峰
中学。操场上，穿着一身运动
服、绑着高马尾的施少兰身材
高挑，笑容灿烂，活力十足。

见到记者，施少兰没有着
急聊起晋升国际级裁判这事，
而是带着记者走进操场旁的晋
杭体育馆，“紫峰是全国青少年
校园篮球特色校、省篮球传统
校，李荣培、赖婷艺、林志荣等
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优秀运动
员，捐赠体育馆的许晋杭也是
紫峰的优秀校友。”聊起这些，
施少兰的语气中充满自豪。

2015年，施少兰获得田径
国家级裁判员资格，成为晋江
唯一田径国家级女裁判。隔
年，她来到紫峰中学任教。在
紫峰的 8年，也是施少兰一步
步向国际级裁判的攀登历程。

根据世界田联要求，参加
国际级裁判考试，需要符合三项
要求，一是年龄在55周岁以下，
二是国家级资格满8年，三是有
执裁全国以上赛事的丰富经验。

要有经验，就意味着要多
执裁比赛。“这些年来，我去当裁

判，校领导都很支持，特别是施
华雄书记一直鼓励我多出去看
一看，长见识。碰上需要调课，
同事们也都很热心地帮忙。”对
此，施少兰满怀感恩之心。

多年来，施少兰参加了世
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全国
第一届青运会、全国农民运动
会、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等
国内外大赛的裁判工作，并多
次荣获优秀裁判员称号，展现
出稳定、出色的执裁水平。

作为世界水平最高、影响
力最大的田径系列赛之一，去
年在厦门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
联赛给施少兰留下了深刻印
象。在白鹭体育场，她见证了
全球顶尖选手的高水平角逐，
也在和国际裁判员的交流协作
中得到提升，感受到了高水平
赛事的氛围。

在三项要求都达标的情
况下，施少兰开始冲刺国际级
裁判梦。为了备考，施少兰一
周没回家，儿子就交给老公照
顾。这期间，她在宿舍看书做
笔记，把以前的考卷拿出来反

复做，全身心投入
复习。今年 9 月，
准备充分的施少
兰参加了网络培
训和考试。尽管
考试内容多、难度
大，但凭借扎实的
理论基础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她以优
异成绩通过考核，成
为晋江国际级田径
裁判第一人。

“成为国际级裁判，对我而
言既是一份肯定，也是一个新
的起点。我深知这是一份责
任，也是对体育运动公平与公
正的承诺。”手捧沉甸甸的证
书，施少兰如每次作为裁判员
代表上台宣誓时庄重。

1979年，施少兰出生在美
丽的海滨村落龙湖镇衙口村。
在南侨中学读书时，腿长、身材
比例好的施少兰被晋江市少体
校教练吴希凡相中，开始练习
三级跳远，就此和田径结缘。
后来，因表现不俗，施少兰进入
福州市体校训练。

1997年中专毕业后，施少
兰回到母校南侨中学，担任体
育老师。每当举行校运会，她
都会参加裁判员工作。也是从
那时起，她开始接触裁判工作，
一步步深入了解，并认识了裁
判道路上的恩师、田径国际级
裁判员廖冠群，以及一群志同
道合的伙伴。2004年，施少兰
获得田径裁判员一级证书。

採访过程中，施少兰的电
话、信息不断，绝大多数都和裁
判工作有关：将于明天在英林举
行的“村跑”晋江站，还有本月底
举行的晋江市中小学生田径运

动会，作为裁判长的施少兰需要
事无巨细地安排、沟通、协调，犹
如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

这样的状态，施少兰习以
为常，并乐在其中，“做喜欢的事
不辛苦”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2004年至今，每一届晋江
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都会看
到施少兰忙碌的身影。“一开始
是做副裁判长，跟着颜长江、朱
民强、洪民族等前辈学习。”随
着执裁水平和综合能力的不断
提升，2016年，施少兰接过接
力棒，成为赛事“大管家”。

近年来，晋江市中小学生
田径运动会轮流在各个学校举
行，这意味着，每届比赛的场地
都会更换，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踏
勘场地，开展准备工作。今年比
赛在养正中学举行，这段时间，
施少兰已经走了好几次场地。

被誉为“运动之母”的田径
项目，竞赛组织工作远比想象

中烦琐，需要极高的专业性和
极强的责任感。

平日里的施少兰总是笑靥
如花，待人亲切，一旦切换到裁
判状态，便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做得不好，是会被我批评的！”
在施少兰看来，比赛中的

任何一次判罚，都有可能会影响
选手的职业生涯，甚至以后的人
生。“我做裁判以来，廖老师对我
们的要求非常高，每个环节都要
落到实处，保证不能有任何差
错。不管在哪个岗位，都要认真
严肃、公正公平、尽善尽美。”在
恩师的言传身教下，施少兰始终
以“尽善尽美”要求自己和团队
中的每一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施少兰曾
执裁2016年、2017年晋江马拉
松赛。“执裁晋马是我第一次担
任马拉松赛事的副裁判长。从
赛前到赛后，我参与了全流程
竞赛组织工作，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尽管有相关经验，但施
少兰对于即将举行的“村跑”依
然严阵以待。昨天中午，她再
一次拉上几位副裁判长，再走
一遍赛道，“提前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才能保障赛事的圆满
进行。”施少兰说。

田径比赛“大管家” “做喜欢的事不辛苦”

建设裁判团队

培养更多年轻力量

施少兰（右）和田径运动
员葛曼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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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国际级田径裁判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