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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晋江九十九溪田园风光项目

接到晋江九十九溪田园风光项目指
挥部的“拍报”，我又一次踏上九十九溪田
园风光项目区的田埂。

沿着环湖路，来到九十九溪田园风光
项目安置房施工现场，热烈的阳光折射在
红色双曲面屋顶上，宛如绿色田野中长出
的一簇簇红花。

施工现场负责人介绍，安置房一期的
甲、乙、丙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二期的
丁、戊、己栋也拆除了脚手架。预计今年7
月，安置房将完工交付。

走进安置房，工人们挥汗如雨地忙碌
着，金属碰撞声在风中清脆作响，混合泥
沙发出的“咔嚓咔嚓”声、抹灰的“哧啦哧
啦”声，合奏出一首奋进交响曲。仰头望

去，那些波浪形的“闽南红”屋顶，在烈日
下舒展开来，为穿梭其中的建设者们投出
一片阴凉。

在二期施工负责人赵俊阳的带领下，
我来到丁栋安置房。还未进入建筑，便惊
喜地发现不少藏在细节里的设计巧思——
灰白相间的甩灰墙面触感粗粝，与竹艺装
饰的温润形成奇妙对话；充满闽南味的红
砖墙面古朴而明亮，与建筑底部的石头墙
相得益彰，呈现出“红砖白石”的闽南建筑
之美。

“每一块红砖都经过手工割、敲，根据
图纸一点点砌。”赵俊阳指着红砖墙告诉
我，这片红砖墙的每一个断面都沉淀着深
浅不一的朱砂色。他还说，这6栋安置房
的外立面融合了木材、抹泥、喷砂、席纹、甩
浆、清水等十多种工艺，“闽南地区独特的
砖墙美学在这儿基本都能看到。这些组合
在建筑上形成了奇妙的韵律。”据说，为了
达到项目设计人王澍教授的要求，每一种
工艺都要先做模型，确认无误后方可施工。

我们随意走进一套安置房。客厅里，
天井漏下一束跳动的阳光，恍惚间仿佛回到
儿时住过的老厝。据说，王澍教授的团队曾
站在天井下，看着测绘仪上的光影轨迹，多

次调整窗户的角度。“在闽南，很多老房子都
有天井，不仅可以采光、通风，而且按照闽南
习俗，这样可以把‘财’聚到家中。此外，下
雨天，在家里就能听到‘滴滴答答’的雨声，
非常有意境。”赵俊阳笑着说。

此时，一阵穿堂风掠过，空气中带着
水稻与泥土的混合气息，墙外的芒果树叶
随风轻轻颤动，我的心一下子开朗起来。

安置房一点一滴的变化，都“逃”不过
村民的眼睛。当我们走到小广场时，遇到
正在“监工”的村民谢幼细。他时而抬头看
看，时而左右细瞧，嘴角情不自禁地咧着。

“我有空就来看看。听说7月份要完
工了，我们都很欢喜！等分了房，我就马
上装修。我已经等不及想住进来了。”谢
幼细说，“这里的环境太好了，房子也太好
了。”

采访结束，已近黄昏，玻璃窗上倒映
着天上的流云，我一时分不清这里是田园
还是都市。从晋江的“边缘村落”摇身成
为“城中央田园”，九十九溪的安置房，有
城市稀缺的田园基因，有老厝的重获新
生，诉说的是“晋江版”乡村振兴的激情，
也是村民与城市共生共发展的未来。

阿火（曾舟萍）

从“边缘村落”到“城中央田园”
阳光下，九十九溪田园风光项目安置房波浪形的“闽南红”屋顶煞是显眼。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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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023年福建省报刊十大名栏目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福建省首家建在医院里
的“城市书房”——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晋
医·书房里人来人往。“在医院里，一边康复一边读书，
这种温暖很特别。”患者林先生笑着说。

从街角书房到企业咖啡吧，从百年古厝到社区邻
里中心，晋江这座书香城市，正以109个阅读坐标为经
纬，编织出最具烟火气的书香图景。

109个服务点 织就“书香网络”
自晋江东石镇石佛山图书馆开馆以来，金山中学

教师陈燕娥的周末变得丰富而充实。在这里，她一会
儿敲着电脑键盘准备课件，一会儿低头手写材料，不时
还能关注身边正在参加体验课的孩子。“以前，开车去
晋江市图书馆，路途比较远；现在，家门口就有‘充电
站’，还可以带孩子来参加许多有意义的活动。”陈燕娥
指着窗外的生态公园，“工作、看书累了，就到外面走
走，呼吸新鲜空气。”

这座“生长”在百亩生态公园里的图书馆，是晋江
市图书馆的第23个分馆，每到周末总是挤满了人。在
石佛山图书馆副馆长许著华看来，图书馆人的工作，不
仅是管理好图书，更要做好陪伴者，“要跟读者多熟悉，
让他们来到图书馆就像回家一样舒适。”

从中心城区到各个街镇，1家总馆、30家分馆、12
个城市书房、34座24小时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21个
图书流通点、11个微分馆，总计 109个服务点，织就了
晋江的“书香网络”，也成为点亮晋江城市人文脉络的
星火。

126万人次 涌动阅读热浪
“耶，我答对了，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

圆缺’！”4 月 19 日，晋江市图书馆成了沉浸式的传
统文化剧场，晋江市第十五届悦读节之“书香润古
今”全民阅读活动在此举行。12 岁的李乐心身着
汉服，举着“通关文牒”，闯过了诗词知识竞答五个
关卡。转眼间又跑上礼仪课堂，认真学习传统的
作揖行礼。

不远处，来自磁灶镇的张婷兰正带着 5岁的女儿
读绘本，“图书馆总能推出各种各样的活动吸引我们走
进来。孩子早上6点就醒了，催着我早点来。原来，图
书馆比动画片更有吸引力。”

晋江的阅读盛宴从来不局限于图书馆。
深沪镇东华村“党建+”邻里中心“邂逅书香·阅享

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中，孩子们听着绘本故事《图书
馆狮子》，用手中的彩笔天马行空地描绘梦想；利郎文
化创意园的咖啡书吧里，市民徐女士在陪孩子等待兴
趣班开课的时间里，一边品味咖啡，一边翻看书籍，“以
前在家是‘鸡飞狗跳’，现在是咖啡配书香，这才是美好
的亲子时光。”

而在位于五店市传统街区的福建省“最美书
店”——风雅颂书局，一场“一小时不玩手机只看书”的
阅读挑战，让书页翻动的声音代替了电子设备里信息
洪流的嘈杂，读者们在墨香中找回了专注的力量。

书香，日渐成为涵养城市文化气质的重要载体。
10余年来，晋江市图书馆文献借阅量由61.6万册次上
升至 267.5万册次，增幅 334%；年到馆人次从 25万跃
升至126.67万，增幅达407%。

2.71万平方米 丈量精神故乡
在晋江，阅读成为和谐人际关系的“温暖密码”。
4年前，新晋江人黄飞华、陈铭心、叶宝娇因图书

馆的一次读书活动相识。如今，她们不仅是书友，更
是“阅读合伙人”——三位好友时常轮流组织家庭读
书会，用她们的话说，“阅读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
部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出一些时间来放松，与志
同道合的朋友相聚，享受书籍带来的乐趣，是一件很
幸福的事情。”

“图书外卖”则见证着城市的细腻关怀。市民施
少华手机里的订单记录显示，一个月里，她通过“劲
阅”网借平台点了 10次“图书外卖”，共借阅了 29本
书，“坐在家里就可以收到想看的书籍，又快又方
便！”据统计，这一平台上线 3个月以来，已完成配送
图书 201单共 824册。

在东石镇塔头刘村，早年由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刘
维鞏回乡建设的老宅“福华阁”已闲置多年。如今，这
栋老宅摇身一变，成了一座温馨的图书馆。古厝原有
的榉头、开间、厅堂等改造为阅读空间，摆满了幼儿读
物、社科书籍、特色馆藏。此外，图书馆还经常开展亲
子阅读、读书分享会等活动。“看到老宅变得这么漂亮，
我们也很高兴。”刘维鞏孙媳刘美鹤笑着说，去年，村委
会提出向他们借房子，家人商量后一致同意，“房子借
给村里，有人帮忙管理。而且房子有了新的用途，能造
福很多人，很有意义。”

书香漫城处，皆是烟火气。如今，晋江城乡公共图
书馆服务空间体系已基本形成，总面积达到 2.7104万
平方米。这里有年产值超3000亿元的鞋服产业集群，
也有每周更新的阅读活动；有凌晨仍在运转的生产线，
也有 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灯火。城市烟火里，有你，
有我，有我们共同的精神故乡。

此刻，不妨翻开一本书。开启阅读，什么时候都不晚。

不拘一馆内 满城是书香
本报记者 杨静雯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 陈巧玲） 26日，晋江市
2025年“阅见美好·书香晋江”全民阅读活动暨梧林
首届春日读书会启动仪式在梧林传统村落二期草坪
举行。

现场举行“镜在晋江 寻找最美阅读空间”短视频
大赛十佳作品颁奖、阅读联盟代表颁牌、优秀图书赠送
等仪式，并发布“阅见美好·书香晋江”全民阅读 IP及
晋江市图书馆“劲阅”网借项目。

据了解，此次全民阅读活动由晋江市委宣传部主
办，将推出“书韵晋江”“书驿晋江”“行阅晋江”“童阅晋
江”“竞阅晋江”五大阅读篇章，开展第二届蔡其矫诗歌
会、“仁和之乡·书香小镇”悦读季、吴鲁文化季等40个
全民阅读项目。

“阅见美好·书香晋江”
全民阅读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记者昨日从晋江市市长
专线办获悉，明日（星期二）下午3时至4时，晋江市消
防救援大队大队长杜振洲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

届时，欢迎广大民众和企业就该单位职责范围内
的事务，拨打市长专线电话85612345，进行咨询、提出
意见和建议。

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
本周轮值接听市长专线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董严军）昨晚，福建盼盼
食品集团慈善捐赠仪式在晋江市安海镇举行。

安海乡贤、福建盼盼食品集团总裁蔡金钗携夫人
蔡丽娜，借儿子蔡昊、儿媳王焜结婚的大喜日子，向福
建省慈善总会捐赠善款3000万元，主要用于安海镇的
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福建省慈善总会会长雷春美，泉州、晋江市领导
卢秀萍、张文贤、王明元、林仁达、黄天凯等参加捐赠
仪式。

昨日上午，泉州市委一季度工作会议
以视频形式召开，晋江市设立分会场组织
收听收看。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
张文贤在泉州主会场参会，并在会上汇报
晋江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
思路举措。晋江市领导王明元、林仁达、
黄天凯等在分会场参会。

本报记者 李玲玲

在晋江市 2025 年“五一”文体旅消
费季启动仪式上，一场海外文物回流捐
赠仪式备受关注。旅居澳大利亚的晋江
华侨庄铭博、高克娟伉俪，将珍藏的
1501 件中国文物艺术品无偿捐赠给晋
江市博物馆。这份厚重的文化礼物，跨
越山海，承载着海外赤子对故土的眷恋
与深情。

家风传承，种下奉献的种子
在晋江，庄铭博度过了童年与少年

时期。那时的他，和许多孩子一样，有着
顽皮的一面，经常因打架、吵闹而让家人

头疼。而父亲，这个在庄铭博人生道路
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用严厉而充满
智慧的话语，为他的人生指引了方向。

“调皮算什么本事。以后对社会有
贡献，才叫真本事。”这是父亲在一次训
斥中对庄铭博说的。这番话，在庄铭博
的心中种下一粒名为“奉献”的种子，并
在岁月的滋养下生根发芽。

移居澳大利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庄铭博接触到了古董收藏。最初，这只是
一种纯粹的兴趣爱好。他被这些古老的
物件所吸引，它们身上蕴含的历史韵味和
文化内涵让他着迷。然而，随着对古董了
解的日益深入，他内心那颗奉献的种子再
次萌发。

“在国内，景泰蓝文物相对稀缺；而
在海外，却有不少这样的文物留存。”庄
铭博了解到，这些文物因为各种原因散
落异乡。于是，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将这
些散落在外的文物带回祖国，让更多人
欣赏到它们的美，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
精深，为文化传承与传播贡献一份力量。

这个想法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
湖面，在庄铭博心中激起层层涟漪。从
那以后，他的收藏不再是为了个人兴趣，
而是一种带有使命感的行为。

收藏之路，满怀热忱的坚守
十多年前，庄铭博初涉收藏领域，对

古董的认知还较为有限。他从各类古董
入手，探寻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随
着收藏的深入，庄铭博逐渐将目光聚焦

于景泰蓝领域。
景泰蓝，又称作“铜胎掐丝珐琅”，以

其独特的制作工艺、绚丽的色彩和丰富
的文化内涵，被誉为“国之瑰宝”，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由于其制作
成本高、工艺复杂，存世量相对较少。在
海外，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景泰蓝文物，但
想要收集它们，并非易事。

庄铭博穿梭于海外的古董市场、拍
卖行、旧货摊，每一个可能藏有珍宝的地
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与当地古董
商、收藏家交流，用自己对文物的热爱和
执着打动他们。“有时候，为了得到一件
心仪的文物，我会反复与卖家沟通，讲述
自己想要将文物带回祖国的愿望。”

在收藏的道路上，庄铭博结识了许多
志同道合的华侨朋友，“他们来自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却都对祖国的文物怀有深
深的热爱。我们平时会互相交流收藏心
得，分享寻找文物的趣事。”庄铭博也将这
次捐赠分享给了华侨朋友，希望通过自己
的行动带动更多华侨参与收集散落海外
的文物。

“在这次捐赠之前，有一个墨尔本的
华侨朋友跟我说，如果我能把这件事（捐
赠 1501 件藏品）做成，他也要拿一些收
藏的文物带回去捐赠给他的家乡。”庄铭
博表示，如果他的这次捐赠能够成为一
个契机，让更多海外侨胞认识到，自己的
收藏可以为家乡的文化传承和研究做出
贡献，“那这番努力就更有意义了。”

（下转2版）

晋江籍旅澳华侨庄铭博:

“文物平安回家，我的心愿达成了”
本报记者 林小杰 丘天

庄铭博

安海乡贤蔡金钗
捐赠善款3000万元

简明新闻

旧书交换活动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参与。

新 闻 人 物

“五一”期间，本报将休刊三天，具体
时间为5月2日—5月4日，5月5日起恢复
正常出版。

报纸休刊，新闻不停。休刊期间，您
可以扫描二维码，关注本报官方微信公众
号，及时了解晋江最新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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