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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云霏） 10日，晋江市召开 2025
年宗教团体负责人新春座谈会。晋江市委副书记吴志
朴参加会议。

会上，各宗教团体汇报交流 2024年工作情况和
2025年工作计划，与会人员围绕“宗教和顺 健康传
承”进行交流座谈。

吴志朴指出，过去一年，晋江宗教界在政治、平安、
交流、教务、公益等方面亮点颇多，硕果累累。希望大
家在新的一年里，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工作主线，夯实
共同思想基础；增强法治意识，强化自身建设，提高规
范管理水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平安建设，维护宗教
和谐稳定；勇扛使命担当，发挥独特作用，助力全市发
展大局。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昨日下午，晋江市委副书
记吴志朴带队到安海镇，走访挂钩服务重点工业企业，
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并前往安平桥景区督导元宵
期间有关活动。

当天，晋江市领导一行先后前往煜亿机械阀业公
司、力绿食品公司，深入企业车间，看产品、听介绍，详
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及节后复工复产情况，
与企业负责人聊发展、谈规划，面对面为企业解难题、
提信心、鼓干劲。晋江市领导叮嘱有关部门，做好服务
保障，扎实落实惠企政策，切实帮助企业解难题；要统
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化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隐患防范处
置，协同抓好就业增收、安全生产等工作，为首季“开门
红”、全年高质量发展夯基垒台。

在安平桥景区，晋江市领导实地察看安海镇元宵
节活动举办场地，详细了解活动相关筹备情况及应急
保障方案，要求各单位进一步过细相关工作，完善应急
预案，落实好各类保障，做好现场人流疏散引导、活动
线路优化，并加强宣传引导，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晋江市宗教团体负责人
新春座谈会召开

晋江市领导到安海
开展走访调研检查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昨日，记者从晋江安海
镇获悉，因天气原因，为确保晋江（安海）第七届元
宵民俗活动安全顺利进行，经综合考量，原定于 2月
12日（元宵节）19:00—20:30举办的“攻炮城”活动推
迟至 2月 13日 19:00—20:30举行。

“攻炮城”是安海元宵传统民俗活动。据传，该
游戏从古代军营活动演化而来。当年，郑成功在闽
南操练水师，部将洪旭创作这一游戏，让士兵抛掷、
锻炼瞄准技巧，提高作战能力。“攻炮城”采取报名参
与的方式，报名对象需年满 18周岁。大家可通过“安
海文创协会”微信公众号线上报名及活动现场报
名。活动报名费 100元/人（含攻炮城鞭炮）。上场的
攻城炮手佩戴好头盔、手套，将鞭炮点燃，对准炮城
抛掷。鞭炮触发城垣上的炮芯，引发炮城“大爆炸”，
即为胜者，将获得1000元现金大奖。

今年安海元宵文化节还有灯谜展猜活动、花灯展等
系列活动。除“攻炮城”外，相关活动的举办时间不变。

安海元宵“攻炮城”活动
推迟1天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董严军）昨日，晋江西园
街道非遗竹编文化周暨“吃汤圆·爱西园”活动在官前
社区举行。刣狮闹春、“竹耀千年”花灯DIY、“一蹴而
就”趣味蹴鞠、智猜灯谜、“吃汤圆·爱西园”等精彩活
动热闹开展，为市民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昨日下午4时许，在喧闹的锣鼓声中，西园赖厝刣
狮表演队演示了刀、枪、剑、棍棒等十八般武器，精彩
的表演赢得居民交手称赞。竹编花灯DIY区域，方形
的竹桌上摆放着制作花灯所需要的各种材料工具，大
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编织形态各异的灯笼；
竹编蹴鞠体验区域，空心竹球备受追捧，小朋友排着
长队，快乐地踢起竹球，笑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此外，现场还举行了智猜灯谜、“吃汤圆·爱西园”
等活动。

据悉，西园非遗竹编文化周以“官前竹篮”为载
体，在春节、元宵节前开展各种活动，不仅提升社区居
民对非遗竹编的认识与兴趣，也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下一步，西园街道将不断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的新模式、新路径，将“官前竹篮”元素融入
现代设计、旅游产品开发、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激活
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赋能乡
村全面振兴。

西园非遗竹编文化周
元宵节的别样“打开方式”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昨晚，晋江市
九十九溪田园风光景区热闹非凡，一场别开
生面的元宵“村晚”在这里精彩上演。

晚会以传统文化为主题，南音、舞龙舞
狮、武术、木偶、民乐等传统艺术形式轮番登
场，为上万名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当天，《南音雅韵·共赏团圆夜》演奏
悠扬婉转，《瑞龙贺岁·福满池店》舞龙生
动活泼，《金狮闹春·喜乐元宵》舞狮刚劲
有力，《偶趣横生·戏说元宵》木偶戏妙趣
横生，《民俗狂欢·闹热元宵》民乐演奏热
情奔放……这些独具闽南特色的精彩节
目，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观众

大饱眼福。
“在得知这个活动后，我就想带孩子来

参与，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现场真的太棒
了，孩子也很开心。”市民李伟雄带着孩子从
池店镇新店村赶来现场。来自青阳街道的
邱小小也直呼精彩，“太好看了，这些都是我
们小时候看到的表演，今天也算是重温了儿
时的记忆。”

“2024 年，池店镇成功入选全国春节
‘村晚’示范展示点名单。今年的元宵‘村
晚’，池店更是精心筹备，融合众多非遗展
演，结合‘李焕之艺术 IP’等主题元素，精心
编排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雅俗共赏的节

目。希望通过这场承载着池店乡音、乡土、
乡情的活动，展现池店人民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也让大家感受池店的文化魅力。”
池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池店镇将
继续创新形式，将更多乡村特色搬上舞台，
用多彩节目讲述新时代新农村的故事，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闽南传统
文化。

除了“村晚”，活动当天，主办方还设置
了百人花灯游园、剪纸花灯双秀、趣味互动
等环节，通过制花灯、游古仔灯、非遗剪纸、
猜灯谜等民俗体验活动，让参与者近距离感
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讯 （记者 许春 杨静雯）
昨晚，在晋江东石镇梅峰（型厝）村，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舞香龙活动精彩
上演。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往，现
场感受这一独具特色的元宵民俗。

点香、插香、舞龙……当晚 7 时
30 分许，在阵阵锣鼓声中，一条插
满贡香的香龙“诞生”了。在舞龙
队员的操作下，火红的香龙不断翻
飞、游走、盘旋，变换出各式各样的
姿态，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耀眼的
光芒，赢得观众阵阵欢呼、喝彩。

“太精彩了，第一次看到这么有
特色的舞龙！”来自杭州的游客芊芊
兴奋地告诉记者，这个春节，她和朋
友特地赶来福建，从福州到泉州，一
路感受福建各地浓厚的节日氛围。

“我在抖音上看到过东石舞香龙，所
以特地来‘打卡’。”

家住梅峰隔壁村的柯燕秋，早早
就带着两个孩子前来守候香龙的出
现。他们常住在山东，只有春节才会
回到家乡。“现在，舞香龙的队伍里有
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这就是文化传
承的体现。所以我特意带孩子过来，
希望他们能亲身感受家乡民俗的独特
魅力。”

在柯燕秋身旁，11岁的儿子柯锦
泓在人群中兴奋地拍着手。他一边伸
长了脖子欣赏舞香龙，一边和妈妈不
住地交流，“妈妈，香龙舞动的时候，感
觉烟雾缭绕的，好像这龙真的在吞云
吐雾一样。”

现场，除了蔚为壮观的舞香龙，还
有烧火鼎、烧火把、酒盏灯等民俗活
动，热闹非常。

记者了解到，在梅峰（型厝）村，寓
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元宵节舞香
龙民俗已传承千年。香龙有 13节，由
稻草、麻绳、贡香等组成，重达100多公
斤。其中，仅贡香就需要 1500多根。
因为龙身太重，往往每舞动两分钟，就
要更换一批人。

“村里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参与过
舞香龙。”梅峰村老人协会秘书长蔡贻
金介绍，每年元宵舞香龙，不仅寄托了
村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也丰富了村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了村民之间
的交流协作。

2013年，东石型厝舞香龙活动入
选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
来，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传承舞
香龙，东石型厝小学、东石钻石海岸幼
儿园、潘径中学等学校把舞香龙和扎
香龙引入校园。

今晚 7时，在东石镇梅峰（型厝）
村，舞香龙还将持续上演，欢迎感兴趣
的市民、游客前往观看。

迎元宵龙腾盛世
昨晚，一年一度的元宵节舞香龙活动在晋江东石镇梅峰（型厝）村精彩上演。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昨晚，一场别开生面的元宵“村晚”在九十九溪田园风光景区热闹举行。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