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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云霏）近日，全墨西
哥华人华侨总会会长耶天慧率团到晋江考
察交流。

考察团一行参观了晋江经验馆、安踏
集团、七彩陶瓷公司、美胜陶瓷公司。

在安踏集团，国际化的品牌理念与强
大的研发实力给考察团留下深刻印象。科
技感十足的运动装备，引发了考察团成员
的浓厚兴趣。考察团成员表示，墨西哥体
育氛围浓厚，体育用品市场潜力巨大，晋江
体育装备可以进一步开拓墨西哥市场。

在七彩陶瓷公司、美胜陶瓷公司，精美
的陶瓷制品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令考察团赞
叹不已。考察团与相关企业负责人就陶瓷
产品在墨西哥市场的销售渠道、产品定制以
及品牌推广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耶天慧
表示，墨西哥建筑市场对陶瓷产品需求旺
盛，晋江陶瓷产业拥有优质的产品与创新的
设计，有望在墨西哥市场佔据一席之地。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机器人
跳舞、科学魔法秀、无人机农田巡
航……近日，在晋江九十九溪流域
田园风光项目现场，一场别开生面
的“科普志愿服务集市”拉开帷幕。这
场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活动，让
参与者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科技的魅
力。

“快看！机器人会跳舞！”随着一
段动感音乐响起，由晋江科技馆带来
的机器人表演秀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孩子们举着手机围成一圈，目不转睛
地记录这奇妙的一刻。

紧接着，魔术师刘国华带来趣味
实验秀。台下，市民柯女士带着一年
级的儿子全程记录。“孩子对科技产品
很感兴趣，但缺乏系统性了解。这样
的活动，既能玩又能学到知识，很赞！”
柯女士称赞道。

现场最吸睛的当属大疆T40农业
无人机。在万众瞩目下，无人机腾空
而起，精准喷洒“药剂”、播撒种子，引
得围观市民阵阵惊叹。“这架无人机能
监测作物长势、识别病虫害，还能实现
一喷多效。”工作人员介绍，“其一天的
工作量是传统人工的百倍，还可节约
80%用水。”

为了让科普更接地气，现场还设
置了一系列科普知识共享活动，涵盖
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知识、气象科普、
法治主题教育、防震减灾科普及有奖
问答、“医疗科普”义诊、农业科学技
术知识、应急救援科普知识、科创作
品体验与 ICode编程互动、科普图书
展、“传雷锋精神，做时代先锋”宣传
互动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还设置了
“智慧闯关”任务，市民只要集齐 5个
通关印章，就可以兑换科普小礼品。
夕阳西下，九十九溪畔仍人流如织。
带着闯关卡片的陈先生笑着说：“今天
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和孩子一起挑战
了任务，这样的周末太有意义了。”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
歌……”4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晋
江池店镇状元里社区龙湖嘉天下小
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阵阵歌声从唱歌室里传来。

作为晋江市颇具规模的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该中心投用
仅两个月，便已悄然改变社区居民
的生活，收获一致好评。

适老适幼的好去处
走进状元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几位老人正伴着音乐舒
展身姿；一旁的儿童娱乐区，孩子们
正在嬉笑玩闹。这种“跨龄互动”，
让老年人既照顾了孩子，又锻炼了
身体。

“我们希望通过‘老幼共学共
乐’的模式，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
也让孩子们学会尊重与关怀。”状元
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周圳鸿介绍，该
中心划分了书法阅读区、就餐区、长
者日托活动区、唱歌室、舞蹈健身
室、儿童娱乐室、课后托管室等八个
功能区域，处处体现“适老适幼”。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投用
后，状元里社区还组建了合唱团、舞

蹈团等社群，老人们找到了展示自
我的舞台，孩子们也有了欢乐的好
去处。

“社区有这样的活动空间真的
太好了。我们有空就来唱歌、跳舞、
打麻将，孩子在一旁玩耍，大家都很
开心。”社区居民郭鑫娟说。

普惠服务暖人心
中午11点，状元里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食堂飘出诱人饭香，
居民、物业工作人员陆续前来就餐。

“等儿子儿媳上班、孙子上学
后，我们就约上三五好友，来这里唱

歌、跳舞。中午也不用做饭，直接在
食堂吃，别提多方便了。”居民吴玉
琴说。

“食堂每天採购新鲜食材，注重
营养搭配，并针对老人、儿童推出一
荤两素一饭一汤的 9.9 元营养套
餐。”该中心运营负责人王虹介绍。

记者了解到，状元里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提供的普惠服务
不止于食堂，还有老人日托和儿童
晚托服务。

“家中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子女
可在上班前将其送到中心。另外，
无法准时接送幼儿园小朋友的双职

工家庭，也可以报名‘早送晚接’的
弹性托管服务。”王虹介绍。

此外，该中心还提供老年人午
休、上网、康复理疗、助浴服务、适老
化产品展示及辅具租赁等服务。其
中，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助浴服
务是该中心一大亮点。助浴室配置
了专用的助浴床、淋浴椅、浴霸，并
供应热水，为居家照护洗浴不便的
老年人解决了难题。

日均接待超百人次
投用两个月以来，该中心每日

平均接待超百人次，得到了社区居
民的一致称赞。

“政府搭台、企业运营、居民受
益，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是基层
养老托幼服务体系的生动实践。”状
元里社区第一副网格长吴江玲介
绍，该中心引进了专业机构，将一线
城市服务经验与本地居民需求进行
深度融合，“如，针对晋江人爱喝茶、
重社交的特点，中心设置了茶话休
闲区等。”

下一步，该中心计划引入智能
健康监测设备，拓展居家上门服务，
并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让服务辐射整个社区。

全墨西哥华人华侨总会一行到晋江考察交流 全民共享“科学大餐”
科技嘉年华
点亮晋江田园

池店状元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运营两个月

托起“一老一幼”稳稳的幸福

日前，晋江正式实施中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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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纳入今年为民办实事项
目。随之而来的是，闽南语文化迅速
成为热点话题，晋江各校园刮起了一
股学习闽南语的热潮。

营造浓厚氛围 拓展活动载体
学习一门语言，环境创设很重

要。走进晋江市西滨镇中心小学，浓
郁的闽南文化氛围扑面而来。长达
百米的围墙被五彩斑斓的涂鸦装点，
上面不仅展示了各项体育运动，还巧
妙地穿插了多首闽南童谣，吸引着学
生们的目光。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
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摇头晃脑地
念起闽南童谣，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

不仅如此，西滨镇中心小学还别
出心裁，将每周三早读课设定为闽南
语早读时间，孩子们每周都会学习一
段日常用语对话。

耳濡目染之下，学生们学习闽南
语的兴趣愈加高涨，学校“趁热打
铁”，进一步优化闽南语校本课程，帮
助学生更深入了解、学习闽南语。其
中，闽南四句更是成为西滨镇中心小
学的一张亮丽名片，颇受学生喜欢。

“我们撷取闽南地区当下最具现
代特色的闽南四句为内容，四句内容

大都积极向上与时俱进，给学生们提
供了一个认识闽南文化和学习闽南
四句的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
余生活，让闽南乡土传统文化得到发
扬光大，促进了闽南乡土文化和教育
的融合。”西滨镇中心小学校长张志
星介绍，下一步，学校将借由晋江实
施中小学（幼儿园）闽南语文化传习
行动这一契机，丰富形式，优化模式，
将闽南方言的传承之风吹进每一个
学生家庭。

龙湖镇大坡小学也是晋江中小
学（幼儿园）闽南语文化传习行动试
点校之一。这所外地生佔比 90%的
基层校在闽南语传承方面也有着独
到之处。

记者来到龙湖镇大坡小学时，学
生们通过闽南语快板、你比我猜、闽
南俗语竞猜、闽南语歌曲的形式，向
大家展示了他们学习闽南语的成果。

“我是江西人，自幼在晋江长
大。经过三年的学习，现在我已经学
会了很多闽南俗语，特别有趣。同
时，在学习闽南俗语的过程中，我也
明白了许多道理。”龙湖镇大坡小学
学生谢梓萱告诉记者，学校每周都会
教他们一句闽南俗语，并借用大课
间、早读等时间，教授学生闽南语。
久而久之，他们这些“小小新晋江人”
都掌握了不少闽南语，大家平日交流
有时也会尝试用闽南语。

从“听不懂”到“人人会说”，大坡

小学用多年的努力破解了闽南语传
承难题。“闽南方言的传承意义重大，
不仅促使本地生更加深入去挖掘闽
南俗语的一些元素，也让‘新晋江人’
在学习中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加
了解晋江这片热土。”龙湖镇大坡小
学校长吴天色说。

融入日常教学 拓宽普及面
晋江确定 70所闽南语文化传习

试点校的举措引发关注。位于英林
的南湾中学第一时间“毛遂自荐”，申
请加入。记者了解到，连日来，晋江
又新增了 9所试点校，越来越多学校
加入了闽南语文化传习的队伍中。

南湾中学的闽南语文化传习实
践已有五年，学校成立了闽南话与古
诗词朗诵社团，将闽南语与初中语文
教学相融合，开展得有声有色。而这
得益于学校拥有一位“宝藏”老师
——对闽南语文化颇有研究的施永
瑜老师。

“与其他学科一样，师资也是推
进闽南语文化传承的重要抓手。通
过老师的带动、引导，学生学习闽南
语更有激情与方法。”施永瑜告诉记
者，他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及每
学期语文学习重点，创编了校本教
材，寓教于乐，吸引了越来越多学生
加入社团。目前，学校闽南方言学习
以社团形式进行，受众面仍有限。今

后，学校计划建设一个闽南语文化展
厅，同时鼓励所有语文老师一起行动
起来，带动更多学生学习闽南语。

不同年龄段学生学习闽南语的
方式有所不同，其中，闽南童谣是晋
江绝大多数幼儿园传承闽南方言的
重要载体。

早在2014年，安海镇苗苗中心幼
儿园就启动“闽南童谣进校园”行动，
丰富多彩且趣味性强的闽南童谣就深
受孩子们喜爱。10年的探索实践，苗
苗中心幼儿园的闽南童谣教学走出了
一条特色之路，他们将古镇安海的风
俗民情编写成童谣，打造园本特色课
程，孩子们在念唱童谣的过程中，自然
而然地感受到民俗活动的魅力。

“我们将闽南与童谣的开展纳入
幼儿的一日生活学习当中，班班开展
至少两周一次的闽南童谣集中教学
活动，我们还在早操区域、户外游戏
和课间休息等环节巧妙穿插闽南童
谣，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学
唱闽南童谣，感受闽南文化的精彩。”
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园长陈雯雯
说，接下去，幼儿园将持续开展闽南
童谣课程，创新师生的闽南语学习方
式，从教师、幼儿园、家庭三个方面开
展多形式的闽南语传习活动。同时，
利用微信视频号、公众号等渠道，开
设闽南语文化传习专栏，宣传、展示
幼儿园闽南语文化传习活动及成效。

让闽南方言“潮”起来

晋江校园掀起学闽南语热潮
本报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

南湾中学学生学习闽南语南湾中学学生学习闽南语。。

本报记者 曾舟萍 陈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