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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梅溪书院的会议室里挂上了一个
新的牌子——《梅溪志》编辑部。这是吴培
文和书院的同好们共同接手的新任务，而吴
培文便是主要撰写人。吴培文介绍，《梅溪
志》不是单纯的一部村志，它是由磁灶 7个
行政村（磁灶社区、延泽社区、下官路村、下
灶村、岭畔村、大埔村、三吴村）的村史组合
起来的，书中详细记载了磁灶的历史沿革、
吴姓的来源、陶瓷的制造历史及古今人物、
山川、手工艺等内容。

除了参与磁灶《梅溪志》的编写工作，吴
培文还参与了数个村子的族谱编修工作。“我
去年也修了两部族谱，有磁灶的，也有其他地
方的，像南安的也有。最近还有村庄也在跟
我们洽谈，让我们编写村志和族谱的工作。”
吴培文说，书院接下来会在大众文化和乡土
文化这一块多做一些工作，“除了日常的交流
学习，更多地关注大众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发
展，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吴培文带着记者来到梅溪书院楼下的
空间，只见两三百平方米的空间里，堆放着
大大小小的陶器和建筑构件。“我们想要在
这里做一个磁灶陶瓷的陈列馆，目前已经收
集了四五百件磁灶旧陶器，年限最长的有两
百多年，近代的也有四五十年了。”吴培文
说，梅溪书院在磁灶，一定要与磁灶的文化
相融合，“在这个陈列馆里面，我们会把所有
的器名都标上品名、历史年代、产地，如果能
找到这个生产者的名字，我们还会标上生产
者的名字。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过去劳动
者所劳动的成果展示出来，让它们告诉世
人，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些东西是怎么
生产出来的，让他们了解磁灶陶瓷的制作历
史和文化渊源。”说起书院的未来规划，吴
培文的眼里充满了亮光。

晚晴人物

磁灶63岁吴培文：梅溪河畔书香浓

摄影作品：《拼搏》
作者：庄玉燕（女，1955年生）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民政局联合市发改委、
财政局、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正式印
发《泉州市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
造实施细则》，围绕老年人居家生活所需的“地面
和门改造、卧室改造、如厕洗浴设备改造、厨房设
备改造、物理环境改造、智能辅助产品”六个方
面，支持居住在泉州市域范围内的老年人家庭进
行适老化改造，旨在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
性与便利性。补贴标准按适老化改造物品和材
料购置成交价格（剔除所有折扣优惠后）的30%
核定补贴，每户最高不超过2万元。

据悉，泉州市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
适老化改造项目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
日止，以发票开具日期和改造完成日期为准。
在政策实施期间，如补贴资金额度提前使用完
毕，将通过泉州市民政局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发布公告，提前结束本次补贴政策。

只要是常住在泉州的60周岁以上老年人，
且本人或子女在泉州有房产的家庭都可申请适
老化改造。有需要的老友家庭可向房产所在地
乡镇（街道）民政部门提出改造申请。

资讯

咱厝老友居家适老化改造
每户最高补贴2万元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你喜
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展示的舞
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友才艺作品的
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千年梅溪静静流淌，孕育了磁灶陶
瓷文化，也孕育了一批热爱磁灶乡土文
化的文史爱好者，梅溪书院的负责人吴
培文便是其中之一。近些年来，他办书
院、编村志、修族谱、开闽南帖仪文化讲
座……将一腔热血倾注于家乡的传统
文化推广中。

吴培文是土生土长的磁灶人，今年 63岁，
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虽然常年在北京经商，
但他从未把爱好落下。写作、学习易经、研究
乡土文化……数十年来，他一边经商，一边将
爱好填满业余时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中国散文学会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晋
江市地方志学会常务理事……名片上的这些
身份介绍已然成为他经商之余为爱好笔耕不
辍的见证。

2022年春节，从北京回乡的吴培文和朋友
们在一起聊天时，谈起了要构建一个书院的想
法，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我一直想做一个平
台，让爱好文史写作的人可以在一起交流学
习。”在吴培文的发起下，筹建书院的事便马不
停蹄地开始了。吴培文在家人的支持下，腾出
一层房子作为书院活动的场所。同时，吴培文
捐出了自己珍藏的书籍，朋友们也纷纷赠书丰
富馆藏。

“书院有200多平方米，目前收藏了七八千
册书籍，包含地方文献、中医、法律、经济、美
术、小说、陶瓷工艺等100多种类。”吴培文说，
书院建成后，喜欢乡土文化的附近村民都会自
发地来这里交流。

书院名为梅溪书院，因为毗邻梅溪而得
名，蕴含了吴培文对磁灶的浓厚乡土情怀。但
其实它最初的名字叫泰伯书院。“泰伯是磁灶
吴氏的祖先，当时我们想着用泰伯的精神激励
来书院的人崇文向学，所以取名泰伯书院。后
来，参与到书院中的人越来越多，并不局限于
吴氏后人和本村村民，因此改用梅溪之名。”吴
培文说，梅溪之名更能体现磁灶的乡土文化，
也让书院变得更有意义。

梅溪书院建成后，已然成为磁灶文化爱好者们的
精神家园。在这充满书香的空间里，他们常常聚在一
起，交流学习传统文化、编写村志、推动闽南帖仪文化
的发展。

“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共同创作了《闽南帖仪文
化》一书。”吴培文拿出一本书介绍道，“帖仪作为‘国
交民往’的重要仪礼，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极具
代表性的文化记忆。特别是闽南帖仪文化散发着浓
厚的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是闽南特色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吴培文说道。

除了将闽南帖仪文化整理成书，吴培文和书院
的同好们还在筹备做闽南帖仪文化的展示平台，为
闽南帖仪“申遗”。“你看，这些都是我收藏的各地各
时期的请帖，到时我们也将办帖仪文化展。”吴培文
指着书院里收藏的几千张请帖说道。

两年多来，吴培文还开办了数十场“闽南帖仪文
化”讲座，“我们对帖仪文化怀着深深的留恋与尊重，
今后也将持续推动它的传承与创新，让这一古老文化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腾出房子创办书院

致力闽南帖仪文化发展

推广乡土文化 筹建陶瓷馆

晚晴生活百科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产业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如今，老年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适老化产品和设计也
成为市场的热点，养老产业正朝着人性化、智能化和舒适化的方向不断演进。随着老年消费者对适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近些年，市场上
的适老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智能，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便捷和舒适的生活体验。《晚晴》周刊开设“晚晴生活百科”栏目，介绍相关信
息，为咱厝老友们的品质生活助力。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陈巧玲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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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作品：《端午安康》
作者：苏白凌（女，1946年生）

摄影作品：《紫帽山下》
作者：胡小云（女，1964年生）

这是一款能够智能识别并
主动抵消手部抖动的智能餐
具，非常适合老年人使用。

这款勺子能有效抵消 85%
的手部抖动，勺内的食物几乎
不会掉出去，非常方便，而且重
量仅有 130g，拿取不费劲。并
且，它还有智能自学模式，采集
使用者手部运动的详细数据，
通过这些数据调整内部软件参
数，能更好地配合使用者进餐。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产品
有多种功能，有不同的便携式
可替换餐头。如：日常使用的
普通饭勺、喝汤的深汤勺及吃
面的叉子。

而且可拆卸餐头也更方便
清洗。

此外，它还能应用云技术，
远程优化防抖性能。续航能力
也很强，充电一次可保证三天
正常进餐。

创新设计助力老年生活

这是一款为老龄化社会量身打造
的创新型便携澡盆，采用一体化设计，
形状非常简洁。澡盆连同喷头仅重5.5
公斤，一只手就可以提起。

最大的亮点是喷头，可以将水雾
化，喷洒的同时还能吸水。水雾能够以
38℃到 42℃的温度，均匀喷洒在肌肤
上，非常轻柔舒适。

两个不同的替换喷头分别对应清
水和沐浴液。这样的设计可以让卧床
不起的老人仅需翻个身就能每天清洁
身体，而且不会弄湿床铺。

而且澡盆采用三槽分离式设计，净
水、废水、沐浴液分开。仅仅用1升水，
就可以完成老人日常身体保洁，对于卧
床不起的老人洗澡方便省事了许多。

创新型便携澡盆
防手抖智能餐具

吴培文开办了数十场“闽南帖仪文化”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