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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 26日，晋江文旅集团·
2025“萨马兰奇杯”亚洲篮球大师邀请赛启动仪式暨新
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晋江市领导黄少伟、吴尊意参
加活动。

现场，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新华社新闻信息
中心与晋江市人民政府签订赛事合作框架协议；三方
分别就赛事组织、传播赋能、城市特色等情况进行介
绍，并答记者问。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创
始人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表示，希望以此次篮球
赛为起点，联合中国体育之城晋江共同打造品牌赛事，
推动亚洲全民健身热潮。

据悉，该赛事将于今年 10月 2日至 6日在晋江举
办。本次赛事分为青少年组和成年组，预计将有超百
支球队、超千人参赛，覆盖亚洲多地的顶尖队伍。

2025“萨马兰奇杯”
亚洲篮球大师邀请赛启动

烽火内坑 长埔记忆
在长埔村，至今仍较好保存着革

命烈士王美的故居——一座闽南红
砖古厝。

王美，1914年 9月 7日出生于长
埔村一个贫农家庭，家中人多地少，
生活十分贫困。因此，王美只读过一
年多私塾便辍学。

1932年，王济弱（黄埔军校学生，
后任中共晋南县委组委）介绍王世、
王美入党，加入长埔葛洲联合党支
部。1934年 5月，王美加入晋南游击
队，积极参加武装斗争，破坏敌人的
电讯交通，烧毁桥梁，配合反“围剿”
斗争。

1935年春，中共晋南县委在南安
岭兜建立晋南游击大队（又称“工农
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三支队”），王美任
副大队长。他和大队长尤大斧带领
游击队先后在梧坝、后垵、砌坑、井上
一带镇压恶霸、奸商，并把他们的财
产分给贫苦农民。同年10月4日，因
叛徒告密，敌人集结 200多人包围游
击队驻地南安岭兜。王美和尤小芳、
尤玉秀等三人在突围时不幸被捕，当
天在岭兜坊脚英勇就义。牺牲时，王
美年仅22岁。

除了烈士王美，长埔村还有不少
革命记忆……1946年起，因与地下党
朱义振、朱清云等取得联系，曾文镖
在长埔任小教教员期间，组织一批积
极分子，开展反“三征”宣传活动；

1949年春，王凉组织群众武装，参加
打“伪 325师”、打“伪交警”等多次战
斗；1949年间，王鸽加入党组织，尤金
锄、尤芳甓发展王罗、王凉入党，加入
丰光党支部。

红色精神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
一种精神力量。长埔村的红色精神
恰似一盏璀璨明灯，激发了村民爱党
爱国爱乡的深厚情怀，照亮了乡村振
兴路。在红色文化的滋养下，多年
来，长埔人齐心协力，不断为家乡建
设和发展献策出力。

乡村振兴 长埔先行
如今，走进长埔村，碧水蓝天下，

九十九溪左汊长埔段与千亩农田交
相辉映，生态宜居；沥青路干净宽敞，
直达村民家门口；主干道两侧绿树成
荫，别墅林立……在这里，随处可以
感受到革命老区的新生气息。

从贫穷、交通闭塞的小山村，变
成产业发达的美丽乡村，长埔村在乡
村振兴的道路上是如何发力的？

豆干，是老一辈长埔人心中的美
好记忆。曾经的长埔人，在晋江、南
安等地走街串巷，用小小的豆干换来
生活的希望。可以说，豆干制作是长
埔村发家的手艺，至今已有 200多年
历史。如今，该村仍保留着 3家传统
手工豆干作坊。

20世纪 90年代，受周边陶瓷企
业带动，长埔村从原本家家户户做豆
干，纷纷转型开始兴办陶瓷厂，并逐
渐把陶瓷业作为主导产业。近年来，
村中企业陆续引进先进的辊道窑生
产线及配套单机，部分企业还在此基

础上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如改变规
格、改隔焰窑为明焰窑，以及升级自
动化控制等，实现产品多样化、个性
化，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如今，建陶已成为长埔村的支柱
产业，全村有规上企业 15家，拥有 13
个国家级、省级名牌产品和著名商
标，常年吸引外来务工人员 2000多
人，为助推长埔美丽乡村建设、乡村
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019年，长埔村入选福建省首批
乡村振兴试点村，但在乡村振兴推进
中却遭遇没钱、没人、没平台的困
境。为此，长埔村利用春节期间乡贤
返乡的契机，组织召开新春乡贤座谈
会，一起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2020
年1月，长埔乡村发展促进会成立，在
698名乡亲的踊跃参与下，汇集 800
多万元的乡村发展建设资金。长埔
乡村发展促进会也是晋江首个乡村
发展促进会。

村要富，先修路。
2020年，道路狭窄、路面坑洼、破

损严重的长埔中路时常堵塞，已经跟
不上乡村振兴的步伐，长埔村以乡村
发展促进会基金作为项目启动资金，
开始对长埔村中路实施改造，包括
1.1公里沥青路面铺设、污水管道建
设及空中线缆下地。2021年 7月，长
埔村中路改造工程完工。

“当时，一听说要修路，村民积极
响应，有的退让部分土地，有的拆掉
房子缩小面积重建，有的接受统一安
置，还有的村民主动将种满蔬菜的自
留地让出来做微景观。”长埔村专职
村务工作者郭超妮见证了村民积极

参与筹建、村中路由窄变宽并完成
“白改黑”道路景观提升的全过程。

除了长埔村中路，环村路、长埔
工业区道路、霞池清淤等改造项目也
在乡村发展促进会的支持下顺利完
工。此外，该村还撬动近3000万元的
项目建设，主要有工业区道路改造工
程、村中路改建工程、线缆下地工程、
环村路“白改黑”建设工程、九十九溪
支流长埔段河道整治提升工程、长埔
村综合文化站建设、长埔村中路绿化
美化提升等20多个项目。

美好生活 长埔可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有

效治理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
保障。为此，长埔村始终紧扣基层治
理现代化建设目标，坚持党建引领不
动摇。

建设综合文化服务站，配有多功
能媒体室、农家书屋、科普室、文体活
动室，每日免费向村民开放；先后建
成霞池公园、健身路径、门球场、篮球
场、文体活动广场等，丰富村民业余
文化生活；发动村民创建美丽家园，
共创建福建省美丽庭院 6个、泉州市
美丽庭院 12个、晋江市美丽庭院 15
个，将庭院风景变成村庄风光；改造
桑榆楼，设居家养老服务站，让老年
人切实感受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多年来，随着在群众自治、服务
配套、安全保障等维度的精准发力，
长埔村让“治理有效”的基石愈发牢
固，乡村振兴的步伐愈发铿锵。

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乡村建

设配套扎实推进，乡村治理效能不断
提升……如今，长埔村在乡村振兴的
道路上已然结合自身特色，书写了一
份鲜活的答卷。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长埔村还在
努力。

“今年，长埔村手工豆干技艺被
列入晋江市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郭超妮说，
长埔豆干以家庭作坊为主，属民间
传统工艺，是长埔人长期辛勤劳作
的智慧结晶，是极为珍贵的历史遗
产。希望长埔豆干在传承百年工艺
的同时，乘时代浪潮，在乡村振兴中
开拓新局。

此外，今年，长埔村还将投入 78
万元建设物流仓库，该项目预计每年
可为村集体经济新增 8万至 10万元
收入，目前已完成项目招投标；投入
208万元推进老年协会第二期项目，
主要包括乡愁记忆馆、一体化医疗卫
生所、居家养老服务站；投资120万元
整治洋中、路仔尾两片永久基本农
田，打造美丽田园，进一步提升村民
幸福感。

“长埔村不仅要发展产业，也要
拥有美丽的田园风光。只有农业、工
业和生活相互融合，长埔村才能更加
完整、更加美好。”长埔村党总支书记
王筑水表示。

薪火相传担使命，砥砺奋进启新
程。漫步长埔村，天蓝水绿，四季盛
开的火焰树摇曳在房前屋后，树上悬
挂着的红灯笼，与村中连片的红砖古
厝交相辉映，绘就一幅热烈而红火的
画卷。

内坑长埔村：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书写乡村振兴答卷
本报记者 蔡培仁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如今，西溪
水清了、岸美了，村庄环境焕然一新。”日
前，记者来到晋江英林镇埭边村，该村党
总支书记许宏决高兴地介绍，目前，西溪
的水治理和西岸美化工程已全部完工。

盛夏时节，站在西溪畔边，放眼望
去，绿树成荫，水面波光粼粼。沿着溪
岸行走，两畔的房屋与绿树的倒影摇曳
生姿，岸边的栏杆也成了色彩斑斓的

“艺术画板”，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呈
现出一幅清晰整洁、绿美宜居的美丽乡
村新画卷。

“接下来，我们将实施亮化工程，进
一步提升乡村夜景，美化生活环境。”许
宏决告诉记者，西溪水治理及两侧景观
提升项目是埭边村全力打造的首条乡
村振兴示范带，总投资超 100万元，主要
通过溪流清淤、溪岸美化、增设护栏和
夜景亮化等举措，畅通堵塞河道，改善
人居环境。

埭边村距英林镇区约 5公里，常住人
口 3000多人，划分为四个网格；同时，该
村旅居中国港澳地区，以及印尼、菲律
宾、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地的乡亲有 1

万多人。去年 2 月，该村获评“侨胞之
家”“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对象”等省级
荣誉称号。

据悉，入选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
名单以来，埭边立足村情实际，因地制宜
谋划实施一批产业发展类、基础设施类项
目，如投建光伏电项目壮大村集体经济，
实施西溪水治理项目美化村庄环境等。
接下来，该村将在建设宜居乡村、打造侨
村名片、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等方面发力，
全力推进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让乡
村振兴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总投资超100万元

英林埭边村西溪变美了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 26 日清晨，晋江安海

镇坝头溪菌柄段的堤岸旁一片忙碌景象。大型装
载机清运着坍塌的护坡石块，施工人员踩着泥泞，
交替铺设加固材料，人机协同的抢修场景紧锣密鼓
地进行——这是安海镇全力修复水毁堤岸、筑牢防
汛防线的缩影。

此前，受台风“丹娜丝”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叠加
影响，晋江市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安海镇过程雨量累
计达 495毫米。短时间内的强降水致使坝头溪、外曾
溪、下洪溪等流域堤岸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安海镇政府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统筹调配各方资源，以科学方
案为指引，高效推进水毁堤岸修复工程。

台风影响一结束，安海镇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
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对全镇堤岸进行全面排
查，精准锁定 10多处水毁点位，同时快速集结施工队
伍、调配工程机械与防汛物资，制定“一点一策”修复方
案，争分夺秒打响堤岸抢修战。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
双重压力，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日夜攻坚，在受损点位
掀起抢修热潮。

连日来，坝头溪、外曾溪等流域的修复现场持续上
演着攻坚画面：施工人员先对受损堤岸进行清理，再用
重型机械进行基础压实加固，随后选用木桩打入堤岸
底部，分层码放黄土袋筑牢堤身——一系列标准化作
业确保了堤岸的稳定性与防洪强度。经过连续多日奋
战，目前，全镇多个主要堤岸水毁点位已完成主体修
复，防洪功能基本恢复。

接下来，安海镇将持续加强河道堤岸的维护保养，
通过加密巡查频次、升级监测设备等举措提升防灾减
灾能力，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建设美丽宜居
家园筑牢防汛根基。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 陈巧玲）昨日上午，“赓续
海丝文脉·《漫话刺桐》世遗研学”首场活动在晋江市图
书馆火热举行。

活动中，《漫话刺桐（世遗卷）》主创人员揭秘书籍创
作的幕后故事，生动的讲述让现场读者兴致盎然。随后
的互动问答环节更是气氛热烈，“晋江的3个世界遗产点
是什么”等问题引发小读者踊跃抢答，“主角阿国的头饰
为何像帆船”等充满童趣的提问，也一一得到解答。

首站活动为何选择在晋江举办？《漫话刺桐（世遗
卷）》联合主创王彬汜表示，“该书籍主要面向青少年群
体，而晋江历来对文化传承高度重视，我们希望通过

‘漫画+手作’的组合，让更多孩子主动亲近历史。”
据悉，此前在晋江举办的2025年泉州市文旅经济

发展大会上，《漫话刺桐（世遗卷）——漫话世遗·漫游
泉州》正式发布。该书以漫画为载体，通过轻松幽默、
通俗易懂的画面和文字，讲述商船出海、市井交融等盛
景，为世遗之城的文化传播开辟了新路径。

“听了介绍后，我特别想去看看那些世界遗产点，比
如晋江的草庵、磁灶窑、安平桥。”小读者朱泽睿说。

此次研学增设的“流体艺术东西塔文创手作”环节
也颇受欢迎。现场，家长与孩子围坐一桌，调试颜料并
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东西塔”，世遗元素以艺术形式融
入亲子时光。

“我们希望通过手作的方式，让文化传播更有温
度。”活动执行方、乘物研学负责人表示，流体艺术的随
性与包容，既能让参与者在创作中释放压力，又能通过
亲手制作世遗主题文创，加深对文化符号的记忆。

《漫话刺桐》世遗研学首站
走进晋江市图书馆

本报讯（记者 柯雅雅）近日，信泰（福建）科技有
限公司“绿色鞋面材料全链条智能工厂”及信泰（石狮）
科技有限公司“高档运动鞋面材料智能工厂”入选福建
省2025年先进级智能工厂项目。

据悉，先进级智能工厂具备数字化、网络化集成能
力，面向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广泛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
业软件和系统，实现生产经营数据互通共享、关键生产
过程精准控制、生产与经营协同管控，并在重点场景开
展智能化应用。

近年来，信泰集团积极响应“中国制造 2025”战
略，将智能工厂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持续
深化数字化转型升级。该集团重点打造绿色鞋面材料
全链条智能工厂与高档运动鞋面材料智能工厂，以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核心，覆盖工厂
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产品设计、仓储物流、营销售后等
全领域。

生产与开发的数字化转型是信泰集团两大智能工
厂的核心优势。其中，生产端通过订单全流程数字监
控实现快速计划排程，保障交期与品质；智能设备实时
采集生产数据，减少人工误差，提升生产效率与质量；
打造立体智慧仓库，实现全程自动配货运输。开发端
则依托经编鞋面工业设计中心与研发数据库，提升对
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推动产品创新迭代。

通过协同产业链上下游构建高效智能的工业互联
网体系，信泰集团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同
时，该集团还借助AI与大数据技术优化营销策略，提
高全球运营效率，实现全方位、数字化的高效运营。

信泰集团两大工厂
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

安海全力抢修水毁堤岸
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革命老区名片：晋江内坑镇
长 埔 王 氏 于 明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1391年）迁徙于此，取村名为长
丰，后易名为长埔，是晋江市老革
命基点村。近年来，长埔村围绕
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将红色传
承、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紧密融
合，全力打造主题鲜明、产业兴旺
的红色美丽村庄，先后被评为福
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福建省文
明村、福建省乡村治理试点示范
村、福建省高级版“绿盈乡村”等。

整治前 整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