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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云霏） 7
月 1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 2025
年授勋名单，共有 427人获行政
长官颁授勋衔及嘉奖。此次，共
有 9 位晋江乡贤荣获授勋及嘉
奖。

9位晋江乡贤中，施荣怀、吴
秋北荣获金紫荆星章，陈聪聪荣
获银紫荆星章，董吴玲玲、蔡黄
玲玲荣获铜紫荆星章，吴辉体、
洪顶超、李子树获委任太平绅
士，庄树煌荣获行政长官社区服
务奖状。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 7
月2日，记者从晋江陈埭镇了解
到，今年，陈埭镇策划市级重点
项目 46个，总投资 331.25亿元
（人民币，下同），年度计划投资
63.95 亿元。截至二季度完成
投资 46.3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投资 72.53%，新开工项目 4个，
竣工项目1个。

今年以来，陈埭镇借助盘
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的政策红
利，整合存量土地集中连片开
发，一体推进晋江鞋服产业园
（陈埭园）、三斯达鞋纺园等标
准化工业园区建设，全力打造
超 200万平方米的优质中小企
业发展新空间。此外，加快推
进晋东新区和老镇区协调发
展，围绕产业转型、城市业态、

道路交通、生态保护、公共服务
等5大体系，高效推进上海六院
福建医院晋东院区（福建和敏
院区）、鞋纺城二期及商业配套、
晋东滨海创新产业园、晋东实验
小学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打造
集先进制造基地、鞋纺展贸中心、
高端商务中心、鞋都电商中心等
功能为一体的“中央活力区”。

为全面推进全镇重点项
目攻坚突破，破解项目前期遇
到的投融资、手续报批、净地
交付等一系列瓶颈问题，确保
年度投资计划和建设目标高
质高效完成，7月 1日，陈埭镇
召开重点项目提速增效推进
会，逐一分析调度项目进度、
存在问题及下阶段提速安排，
并全面启动全镇重点项目提

速增效活动。
活动共选取了11个重点攻

坚项目，涵盖综合园区、商服配
套、教育扩容、道路交通等多个
领域，按照“一项目一专班、一
目标、一节点”制定提速增效的
具体实施方案。对纳入提速增
效活动的重点项目实行“挂图
作战”，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
任人，每周调度进度、每旬通报
排名、每月晾晒点评，力争通过

“百日攻坚”集中力量突破手续
报批、征地拆迁、管线迁改等

“卡脖子”问题。据悉，经过再
次梳理和调度，除了确保因前
期手续报批等问题滞后的 2个
项目如期完成外，其余9个项目
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平均缩短
工期一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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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许春） 2日
上午，吴传劳、黄淑惠伉俪慈善
基金会捐赠仪式在晋江市东石
镇三乡村举行。

仪式上，中国全国政协委
员、爱心企业家吴辉体代表吴传
劳、黄淑惠家族，向晋江市东石
镇慈善总会捐赠1000万元（人民
币，下同）善款，成立吴传劳、黄
淑惠伉俪慈善基金会，用于支持
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据悉，近日，吴辉体母亲黄
淑惠逝世，享年 90 岁。黄淑惠
老人 1935年出生于东石镇石菌
村，1957年和吴传劳结为连理。
其一生操持家务、勤劳坚韧、热
心公益，共养育了6子2女。

黄淑惠老人生前热心慈善，
传承仁爱家风，引领吴氏家族累
计向社会捐赠善款近 1亿元，备
受社会各界赞誉。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炎炎夏日，骄
阳似火。7月1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晋江
西园街道的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扩建项目
（二期）施工现场，数栋建筑已露出崭新面
貌。据了解，该项目已进入工程收尾阶段，
工人们正全力以赴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确
保项目能在9月顺利投入使用。

“每天有 180名工人在施工。目前，2
栋学生宿舍楼、社会服务中心已基本完工，
体育馆已完成 90%，相关室外配套工程也
在同步施工中。”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2栋宿舍楼可提供近500间学生
宿舍，满足近 4000名学生的学习生活需
求；社会服务中心可提供 25间培训教室，
助力学院更好地实施“企校一体化”共培共
育机制，服务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体育馆将
为学院的体育教学、专业训练、师生锻炼提
供优质的硬件环境，同时还能满足大型赛
事活动的举办要求。

据悉，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扩建项目（二
期）是泉州市重点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占
地面积1897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2万平
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2栋高标准学生宿舍
楼、1座多功能体育馆、1栋社会服务中心及智
慧校园配套设施。项目自开工以来，学院与
施工单位紧密协作，科学规划施工方案，合理
调配人力、物力，在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的前
提下，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自 2009年正式招
生办学以来，已经发展为拥有1.5万多名在
校生的普通高等职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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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培文开办了数十场“闽南帖仪文化”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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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