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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 10月30
日下午，晋江市文化强市建设暨2024
年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在晋江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晋江市领导张文贤、王
明元、林仁达、许宏程等参加活动。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张
文贤指出，建设文化强市是传承弘
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重大命
题，是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城市软实
力的内在要求，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的应有之义。全市上下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考察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
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
平文化思想为引领，落实文化强国战
略部署，全面吹响文化强市建设号
角，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注
入更加澎湃的文化力量。

张文贤强调，要坚持以文铸魂，
始终把思想建设和精神建设作为文
化建设的关键，高举思想旗帜，塑造
文明风尚，守护文化瑰宝，持续增强
文化引领力、创新力。要坚持以文强
产，深入实施“文体旅+”“+文体旅”行
动，做大做强世界遗产、滨海休闲、工
业时尚等板块，深耕文化产业园区建
设，精心提供全链条优质服务，加快
打造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要坚
持以文兴城，争取更多人气、平台和

试点集聚晋江，把“晋江故事”“闽南
文化故事”推广出去，推动晋江制造
风靡中国、走向全球，不断提高城市
知名度、影响力。要坚持以文惠民，
全面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
能力，完善文化设施，丰富文化活动，
创作文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
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

求。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突出落
实为要、项目为王、人才为本，全面汇
聚起强大合力，营造“人人尽心尽力，
文化出圈出彩”良好氛围。

活动部署了晋江市文化强市建
设暨文体旅经济发展工作，发布演唱
会、体育赛事、魔术秀和艺术展览等
18场重大文体旅活动，发布“晋邑古

宴”标识设计征集，为第三批晋江市
文旅推荐官授牌，为新开业旅游民宿
授牌，进行重大文体旅项目签约。活
动还邀请晋江籍知名作家、媒体人蔡
崇达进行“文学艺术助推文化产业发
展”主旨演讲。

当前，晋江正聚焦“建设文化强
市”目标，建强“三城两区”，即全国文

明城市、中国体育城市、中国知名旅
游城市和闽南文化保护核心区、高品
质文化生活示范区，全力打造新时代
文化高质量发展县域典范，塑造与经
济地位相匹配的文化形象，力争到
2025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250 亿
元人民币、旅游人数突破 3000万人
次、旅游收入超300亿元人民币。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 秦
越） 10月29日下午，晋江市大
盈溪“一县一溪一特色”田园风
光建设项目（曾埭村片区）启动
首期土地流转租金发放，涉及
曾埭村已签约的 369户村民，
累计发放土地流转金达 999.9
万多元（人民币，下同）。

据了解，晋江市大盈溪“一
县一溪一特色”田园风光建设项
目依托乡村振兴试点村项目建
设，紧抓曾埭村、外曾村、西边
村、水后村、西安村5个村毗邻
安平桥景区的优势，在市镇两级
政府的助力下，运用“市属国企+
村经联社+农户”新型乡村振兴
模式，统筹大盈溪晋江侧 2400
多亩土地，推行土地流转，积极
创建泉州市“一县一溪一特色”
田园风光建设示范区项目。

目前，晋江市大盈溪“一县
一溪一特色”田园风光建设项
目启动一期曾埭村片区土地流

转，涉及需流转的土地1000多
亩，村民约500户。

据介绍，该项目土地流转
期限为20年，土地流转每亩租
金为 1280元，且每 5年再递增
5%，本次签约一次性发放10年
土地流转金。同时，为了鼓励

村民早签约、早受益，项目指挥
部还给出了 11月 10日前签约
即可获得每亩 5000元腾退奖
励金的政策，相当于村民1亩地
能一次性领取到18120元。

据了解，自10月12日晋江
市大盈溪“一县一溪一特色”田

园风光建设项目一期土地经营
权流转签约工作正式启动以
来，各土地流转工作组人员夜
以继日坚守一线，做深做细做
实土地流转签约各项工作。截
至昨晚 9点，土地流转签约率
已达86.52%。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10
月 29日，晋江华侨职校来了一
名特殊的“讲师”。该校2021届
西藏班毕业生朗加达吉从西藏
昌都回到母校，除了感谢师恩，
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西藏班
的学弟学妹们上了一堂课（如
图），完成一场跨时三年的“双向
奔赴”。

2021年5月，临近毕业，晋江
华侨职校“牵挂的目光”家访小组
走进朗加达吉家中，进行一次特
殊的“千里家访”。时隔三年，朗
加达吉千里迢迢重访母校，将崭
新的自己展现在恩师面前。

10月29日下午3点多，朗加
达吉在晋江华侨职校原副校长、
2021届西藏班班主任蔡裕友的
陪伴下，重返母校。这是他毕业
后第一次回母校。一踏进校门，
朗加达吉就拿起手机拍个不停。

“回忆都回来了。”朗加达吉感慨。
“老师，您还记得我吗？”走

进教学楼，遇到熟悉的老师，朗
加达吉便主动上前握手问好。
这次回来，朗加达吉还给老师们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从部
队退伍后，顺利找到工作，目前
在昌都市左贡县下林卡乡担任

司法调解员。
蔡静茵老师是朗加达吉班

级的普通话教师。此前，朗加达
吉还因为找工作等问题感到迷
茫，在微信上咨询过她的意见。
听到朗加达吉终于找到一份稳
定的工作，她开心地连声说：“太
好了！太好了！”朗加达吉还告
诉蔡静茵，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
了他工作的优势。这令蔡老师
倍感欣慰。

柯淑育是学校的心理老
师。听说朗加达吉回来了，她提
着一袋衣服，匆匆赶到学校。“太
突然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
是我刚给儿子买的新衣服，你收
下吧。”朗加达吉不停地道谢。“我
更要感谢老师在读书期间对我的
帮助。”朗加达吉回忆，有一次，他
画了一幅画，而柯老师透过画注
意到他的心理问题，立即找他聊
天，开导他，为他建立了信心。

回忆飘到了很远，2018年
10月，朗加达吉从昌都市左贡
县下林卡乡旭日村出发，经过搭
便车、公交车、汽车、火车，花了
6 天时间才到福建晋江读书。
初入学校，朗加达吉叛逆、沉溺
于网络游戏，也说不了几句普通

话，让老师十分头疼。在学校老
师和社会各界的关怀和引导下，
朗加达吉在跳舞、绘画、足球等
方面的才能逐渐崭露，并融入晋
江，将之当成第二故乡。

从叛逆学生蜕变成如今模
样，朗加达吉将这几年的心路历
程娓娓道来，“是母校的老师们
教会了我‘飞’的本领，更给了我

‘飞’的信心，感谢老师！”闻言，
晋江华侨职校校长李克勤感慨
万千。他立刻交给朗加达吉一
个“任务”——与西藏班的学弟
学妹交流。

朗加达吉毫不犹豫地答应
了下来。走进 2024级西藏班，
面对刚入校不到一个月，还处于
入学适应期的学弟学妹，朗加达
吉说起了自己读书和工作的经
历，并用普通话和藏语反复告诫
他们：“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学
的多了，本领强了，才能更好地
往前‘飞’。”

讲台上，朗加达吉镇定自
若、侃侃而谈，与 6年前刚来到
学校，第一次上台做自我介绍
时，全身哆嗦、一句话都说不完
整的他判若两人。

今天上午，因晋江市
“文艺两新”工作点揭牌仪
式的契机，我再次来到泉
州市级非遗木版年画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蔡建昌的工
作室。

从晋江市东石镇玉和
街一路驱车，穿越熙熙攘
攘的东石镇第四社区菜市
场，一栋坡屋顶、“闽南红”
外立面的楼房映入眼帘。

这里既是蔡建昌的
家，也是一个小小的文艺
综合楼。雕版雕刻艺术工
作室、木版年画展示馆、非
遗小课堂、雕刻拓印技艺
实践地……俨然是一个集
宣传展示、科普教育、文艺
活动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文
艺阵地。

工作室获评晋江市
“文艺两新”工作点，70岁
的蔡建昌更添一重对传承
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技艺的
热情。

从小小一方工作台到
打造300多平方米的艺术
空间，50 多年来，孜孜不
倦的农民画家蔡建昌，把
个人艺术爱好一步步发展
成惠及他人、推动晋江木
版年画传承发展的文艺力
量，成为新时代新文艺群
体的典型代表之一。

“年轻时，我白天下地
干农活，晚上回来就喜欢
涂涂画画。”回忆往昔岁
月，蔡建昌的双眸熠熠生
辉。19岁时，晋江文化部
门组织的业余美术创作学
习班，让他有了正式学习
绘画的机会，农民画家梦
开始走进现实。

出生农村，扎根农村，
闽南的风土人情滋养着蔡
建昌，更带给他取之不尽的
创作素材和灵感。闽南的
古厝、戏曲、民俗风情……
是他常表现的主题；燕尾
脊、火鼎公婆、泉州哭嫁歌、
石敢当、高甲戏……是他作
品的特色亮点。在创作木
版年画的一刀一刻间，融入
了蔡建昌满满的爱乡情怀。

以乡土情怀为特色，蔡
建昌的木版年画作品屡次
获奖，并赢得了“中国民间
绘画优秀画家”“泉州市工

艺美术大师”等称号。他还
担任晋江市美术家协会名
誉会长，并推动晋江木版年
画入选泉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一块图板、一副油墨、
一套刻刀，在坚持创作的
同时，蔡建昌开始更加频
繁地奔走于学校、社区、景
区、文化场馆等地，以体验
课、研学课、兴趣班、主题
展等方式，为大众普及木
版年画的相关知识，带动
越来越多的市民特别是青
少年喜欢木版年画。

在雕刻、拓印之间，孩
子们逐渐了解、喜欢上了木
版年画里蕴含的闽南乡土
文化、民俗风情。“这几年，
在晋江，了解、喜爱木版年
画的人越来越多了。”蔡建
昌高兴地说，木版年画开始
更深入地走向大众生活。

蔡建昌还在坚持创
作。“目前，我正在创作泉
州22个世遗点系列作品，
就快完成了。”蔡建昌说，
希望通过木版年画的体验
方式，让更多市民、学生、
游客了解泉州文化，感受
泉州“世遗之城”的文化底
蕴和独特魅力。

今年 7 月，在法国巴
黎举办的“新生万物——
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
上，蔡建昌创作的安平桥、
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
址）、德化窑址等3个世遗
点的木版年画作品，就吸
引众多国际友人体验。

“只有珍惜传承、做好
传承，文化才有持续不断
的生命力。”晋江市文联主
席黄华东说，这次晋江市

“文艺两新”工作点的设立，
是希望以蔡建昌的文艺阵
地为载体，打造具有晋江
地方特色的“木版年画拓
印”文创品牌；同时，为更多
艺术家、文艺爱好者提供
学习交流的文化空间，助
力打造乡村文化会客厅，
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 本报记者 许春

以文铸魂 以文强产 以文兴城 以文惠民
晋江市文化强市建设暨2024年文旅经济发展大会举行

晋江市文化强市建设暨2024年文旅经济发展大会上，新编高甲戏《驯悍记》、木偶戏《一鹤“飞”》片段展示。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晋江市大盈溪“一县一溪一特色”田园风光建设项目加速推进

369户村民喜领土地流转租金近千万元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晋江市大盈溪“一县一溪一特色”田园风光建设项目区

这个农民很文艺
时间：10月23日 星期三 天气：晴
地点：晋江市东石镇第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