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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新学期伊始，晋江教育就有大
动作——2月16日，晋江正式
发佈中小学（幼儿园）闽南语
文化传习行动，确定了 70所
学校作为试点，传承和保护闽
南方言。值得一提的是，晋江
还将建设中小学（幼儿园）闽
南语文化传习点作为今年为
民办实事项目。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晋
江十分重视闽南语文化的传
承和保护，其中，学校作为主
阵地，通过氛围营造、举办活
动和比赛等方式，学习闽南
语，传承发扬地方语言文化。

“晋江启动中小学（幼儿
园）闽南语文化传习行动，是
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协同合力，各部
门协同发力，能够让我们的

‘10后’‘20后’爱学能说这门

古老的语言，从而延续和弘扬
闽南文化的精髓。”晋江市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晋江确定了70所闽南语文化
传习点学校，其中，中学6所、
小学37所、幼儿园27所，涵盖
各个学龄段，普及面进一步拓
宽。

传承弘扬闽南语文化，晋
江下足工夫，将实施“七项措
施”。闽南语文化的学习需要
有教材的辅助。为此，晋江组
建了一支编写团队，将开发教
学资源，面向幼儿园、小学低
学段，编印一套能上手运用、
寓教于乐、通俗易懂的传习资
料。

闽南语文化的学习还需
融入日常教学。晋江要求各
校根据不同学龄段特点，进行
针对性教学。其中，幼儿园通
过场景应用、游戏设计与实践

活动开展，每周至少开设1节
相关课程。小学利用课后延
时或晨读等时段，每周开展 1
次闽南语文化学习活动。中
学用好学生社团、兴趣小组等
平台开展传播学习。

晋江还注重拓展活动载
体，每年将策划开展闽南语学
习推广活动，引进南音、南戏
等非遗文化项目进校园，并鼓
励“新晋江人”和随迁家庭子
女学生参与。同时，丰富实践
渠道，以省级两岸青少年研学
基地为平台，开发闽南语文化
研学课程，鼓励学生进行探究
式学习和社会实践。

为了推广经验做法，晋江
市将组织市级经验交流、公开
课、现场观摩课等活动，并鼓
励学校实施闽南语文化校本
课程，培育活动品牌和师资队
伍。同时，强化专业师资培

训，将闽南语文化传习纳入年
度教师培训内容，并探索举办
闽南语教学设计大赛。

闽南语文化的传承需要
学校、家庭、社区等多方力量
共同协作，晋江将更加注重校
家沟通，争取各类家庭对闽南
语传习的认可，抓住幼儿语言
发展敏感期，发挥家庭教育对
闽南语传承的主体作用。晋
江还支持学校开发闽南优秀
家风家训课程，将闽南语文化
融入家长学堂建设，引导更多
家长成为闽南语文化传承的

“后备军”。
“期待晋江各校都能掀起

学闽南语文化的热潮，推动闽
南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搭建闽
南语交流平台，形成浓厚的文
化氛围，助力闽南传统文化、
根脉文化、华侨文化传播。”晋
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 蔡红亮）
“闽南语真好听，很有意思！”“以
后我也要多讲闽南语！”2月 15
日上午，一场以“探寻闽南语魅
力，领略传统文化韵”为主题的亲
子公益活动在晋江博物馆如期举
行。数十组亲子家庭沉浸式学习

闽南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活动特别邀请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曾文
杰老师进行现场表演授课。曾老
师以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为在场的观众带来了闽南
童谣和高甲戏的经典片段。他的
表演生动传神，将闽南文化的独
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活动中，曾老师不仅展示
了闽南童谣的韵律美和高甲戏
的戏剧张力，还亲自教授了一
些闽南童谣的发音和演唱技
巧。在曾老师的指导下，家长
和孩子纷纷尝试用闽南语吟唱
童谣，体验了一把传统艺术的
魅力。此外，活动还融入了高
甲戏的文化元素，通过互动游
戏和角色扮演等形式，让孩子
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高甲戏的表
演特点和故事情节。

本报讯（记者 蔡红
亮）“留春饭，插春枝，年年
有伸佫有添；年兜暗，跳火
群，迎接新年行好运……”
2月 16日上午，晋江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里传
来了一阵阵清脆动听的童
声。仔细一听，唱的正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闽南童谣
《正月谣》。

如此温馨的画面出现
在“童谣传韵 非遗生辉”
晋江市家庭教育大讲堂活
动中。活动邀请了晋江民
谣非遗传承人、《娜里的童
谣》作者苏达娜老师作为
主讲嘉宾。

活动中，苏老师为在场
的亲子家庭带来了一场精
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她不
仅详细介绍了春节的传统
习俗，还通过生动的讲解和
示范，带领大家深入感受闽

南童谣的独特韵味。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

融入传统文化，苏老师巧
妙地设计了“跳火群”和

“掷色子”两个富有趣味性
的互动游戏，一下子就点
燃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参
与热情。你瞧，孩子们一
个个排好队，有序参与游
戏，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当天，苏老师还带领
大伙儿唱起了闽南童谣
《正月谣》。大家紧紧跟随
老师的节奏，逐句学习，充
满童真的声音在非遗馆悠
扬飘荡。

“我喜欢这样的学习
方式，通过聆听苏老师介
绍和现场游戏互动，我感
受到了闽南童谣的独特韵
味，学到了很多传统文化
知识。”晋江市第二实验小
学四年级学生杨紫涵说。

本报讯（记者 吴晓艳
董严军）“太赞了，候机体验
大大提升！”近日，不少旅客
惊喜地发现，泉州晋江国际
机场部分候机区域焕然一
新，候机环境愈发舒适。

记者了解到，晋江机场
候机楼扩建区域已于近期正
式投入使用。走进扩建后的
候机楼，映入眼帘的是更加
宽敞的空间和更加完善的设
施。不仅如此，机场还对部
分候机区域进行了改造升
级。候机区设计更加人性
化，金属制座椅换成舒适的
沙发卡座（下图），让旅客在
长时间等待中也能保持放松

和舒适。此外，候机区内还
设有茶桌，并点缀鲜花绿植，
营造出温馨而雅致的氛围。

来自河南的旅客王微表
示：“机场整体环境很好，特
别是焕然一新的候机区域，
给我们这些外地游客留下了
深刻印象。相信会吸引更多
人来泉州旅游，感受这座城
市的魅力。”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继
续对候机区域进行改造提
升，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旅
客体验，让每一位来到泉州
的旅客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
的真心和热情。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通
讯员 许泽排）记者18日从晋
江英林镇了解到，英林镇乡村
公益医疗互助“福村宝”项目实
施近一年来，认定报销 287人
次，累计报销 441213元（人民
币，下同）；个人单次最高报销
金额 33950元，个人累计最多
报销次数12次，有效减轻了住
院村民医疗负担。

东埔村村民老吴因主动脉

手术花费近50万元，医保报销
后需自付28.5万元，通过“福村
宝”项目报销了33950元；沪厝
垵村村民柯某因病需定期住
院，医保报销后，又通过“福村
宝”项目办理了 12 次报销手
续，共计报销7796元……

2024年，英林镇在晋江全
市率先实施乡村公益医疗互助

“福村宝”项目。该项目首年每
人缴费标准为50元，其中镇财

政支持30元、各村因地制宜支
持15元，加上中国乡村发展协
会项目引导资金及泉州市农业
农村局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支持
5元，村民无须自费即可享受医
疗费用“再报销”福利。因此，该
项目也被村民誉为“第二医保”。

该项目保障期限为每年 3
月 1日至次年 2月 28日，报销
申请受理日期截至次年4月30
日。参保人员医保报销后，个

人支付金额超过 3000元的可
再次申请医疗互助金；单次住
院最低报销300元、最高报销5
万元，个人年度累计最高报销
金额可达10万元。

“‘福村宝’项目切实减轻
了村民的经济负担。”东埔村党
总支书记吴晓东表示，东埔村
户籍人口2874人，村集体为每
名村民交 15元，共支出 4.3万
多元。该项目实施以来，给村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这
一年，村民共报销8万多元。

为了做好“福村宝”项目，
英林镇一方面完善乡村公益医
疗互助资金监管机制，各村的
互助金由镇里统一监管、专款
专用、闭环运行，并将收支情况
纳入财务公开范围；另一方面
发挥平台科技支撑作用，由服
务平台“福村宝”系统执行病种
认定，确保公平公正。

“目前，项目资金结余 180
多万元，将转为2025年度滚动使
用。”英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各村进一步提高村民对“福村
宝”医疗互助项目的知晓率，开
展入户走访宣传活动，让村民获
得更多可感可及的实惠。下一
步，英林镇将推进2025年医疗互
助工作，进一步营造守望相助的
良好氛围，让村民更有“医”靠，
多元化助力“善治小镇”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柯国
笠）日前，安踏集团与中华
全国体育基金会在北京举行
首场“优秀运动员终身保障
公益项目”保单发放仪式。
仪式上，来自中国国家游泳
队、跳水队、花样游泳队、羽
毛球队、体操队的20名运动
员代表获颁终身保障保单。
首批共有130名在巴黎奥运
会上表现优秀的运动员获得
该保障，其中包括 60 名冠
军、44名亚军和26名季军。

“优秀运动员终身保障
公益项目”由安踏集团和中
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联合发
起。安踏集团从之前捐赠
的“安踏奥运领奖台公益基
金”中专门拨款 4000 万元
（人民币，下同）现金，用于
为在巴黎奥运会及未来两
届奥运会（2026 年米兰·科
尔蒂纳丹佩佐冬季奥运会、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中表
现优秀的运动员购买终身
保障金。此举旨在完善运
动员保障体系，为运动员提
供更为全面的保障规划。

根据规划，获得巴黎奥
运会前三名的运动员在年满
60岁后，可终身按月领取保
障金，具体标准为金牌 6000
元/月、银牌5000元/月、铜牌
4000元/月。此外，太平洋保
险和中体产业集团也加入巴
黎奥运会保障计划，共同为
运动员提供支持。截至目
前，所有运动员的保单已全
部生效。

据悉，“奥运领奖台公益
基金”由安踏集团于2023年
底捐资 1亿元成立，将分三
部分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发
展。除了用于“优秀运动员
终身保障公益项目”外，还将
5年捐赠价值5000万元的运
动装备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
等县级体校专业训练装备，
推动基层体育发展。此外，
安踏集团和敏慈善基金会携
手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推出

“优秀运动员伤残救助计
划”，共计1000万元，用于运
动员在发生伤残事故后的救
助。这三部分计划将在五年
内逐步推进实施。

晋江启动中小学（幼儿园）闽南语文化传习行动
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确定70所试点校

首批130名奥运健儿获终身保障
安踏集团联合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
颁发优秀运动员终身保障保单

认定报销287人次 累计报销4412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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