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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泉州市木偶剧团携提线木偶
戏《卢俊义》赴深圳华夏艺术中心交流演
出，受观众热捧。据悉，这是泉州市剧团

复工后首个大型对外文化交流项目。（陈

智勇 王庆生）

�

8月22日，一对全新的石狮子运抵北
京大学，被安放在学校东门。石狮子由
北京大学厦门校友会定制、捐赠，制作
雕刻者来自泉州。

这对狮子由泉州东艺雕刻有限公司
负责制作。企业负责人、中国石雕艺术
大师吴水木介绍，今年初，接到为北大
雕刻石狮子的任务后，多位经验丰富的
师傅一起承担了雕刻加工工作，前后历
时约半年时间。

企业艺术总监吴敏达说，石狮子加
底座总高3.20米，石材为青石，参考了故
宫太和殿狮子的造型，为“北狮”造
型，显得特别威武雄壮。狮子制作过程
中，倾注很多人的心血。她的爱人毕业
于北大，因此制作狮子时，大家更加精
雕细琢，追求完美。

8月20日，石狮子由专车运输前往北

京。22日凌晨，两只石狮子顺利运抵北
大，当日正式安放于北大东门。据了
解，北大东门于2019年完成揭牌，宽阔
且挺拔。北大的西门和东门，各有一对
石狮子，相比西门的石狮子（总高为2.43
米），总高度达3.2米的东门石狮子可谓

“巨狮”。（蔡紫旻）

8月24日，泉台工业设计人
才服务中心在泉州台商投资区
正式揭牌。

为进一步推动泉台资源共
享、借力发展，吸引泉台设计
力量落地，助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新兴产业腾飞，台商区
在海丝艺术公园设立泉台工业
设计人才服务中心，致力为泉
台工业设计人才搭建高质量创
新平台，提供活动、交流和服
务，打造“人才之家”。

据悉，今年年初，台商区

确 定 了 区 人 才 工 作 重 点 项
目——“聚焦姓‘台’属性，
建设泉台工业设计人才服务中
心”，按照打造“一个网络频
道、一批创客基地、一系列精
品活动”新模式，为泉台工业
设计人才提供培训交流、展示
推广等定向服务，营造“设计
赋能·新城创未来”的火热氛
围，让创新、创业、创造的源
泉充分迸发。项目包含多项精
品活动，包括“海丝杯”海峡
两岸（泉州）工业设计大赛、

“设计之声”沙龙分享会等。
接下来，台商区将定期在

泉台工业设计人才服务中心举
办“设计之声”沙龙分享会，
邀请国内外设计领域与产业、
科技等其他相关领域嘉宾，分
享 新 观 念 、 新 趋 势 、 经 典 案
例，针对不同主题，剖析台商
区行业发展现状与面临短板，
为台商区乃至泉州未来发展建
言献策，以工业设计的力量进

行介入、引导、赋能。（游怡冰 

陈小娟 欧阳育玲）

作为晋江市新基建项
目之一，福建中通快递项
目二期将于10月完工，届
时，国内领先的自动化分
拣设备将第一时间进场安
装调试，以应对“双11”
快递高峰。

该项目位于晋江紫帽
镇，占地面积18852平方
米。项目设备投资达5400
万元，将引进全自动分拣
设备，每小时可处理快件6
万票，是传统设备分拣效

率的3倍以上。（许雅玲 林

劲峰 摄）

“五彩稻田”初具雏形即日起至7月上旬可前往观赏

Friday  September  4, 2020

第六届海峡两岸七夕返亲节举行

智能化分拣设备助力“双11”高峰

泉州又一快递项目10月完工

福建省首个质子治疗项目落地泉州

七夕鹊桥度良辰，海峡两
岸话佳期，8月25日，第六届海
峡两岸（晋江金井·围头）七
夕返亲节在围头举行，两岸近
百个家庭相聚云端，共赴一场
浪漫的“云上鹊桥会”。

本届七夕返亲节由福建省
妇女联合会、泉州市妇女联合
会 、 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今年首次采取“线上直播+
线下互动”“主会场+台湾分会
场”模式。在云签约环节，两

岸企业就文化创意交流合作、
食品行业市场拓展、妇幼用品
购销等签订合作协议；在“云
上鹊桥·两岸家园”直播活动
中，围头村村支书、“围头新
娘”代表、两岸家庭成员与海
峡对岸的亲属跨海连线，“云
泡茶”话家常，同时通过“云
旅游”带领网友领略金井、围
头特色旅游资源。到了夜晚，
77对情侣、两岸家庭共放祈福
灯，围头、金门两地乡亲共赏

“同心·相望”焰火表演。
晋江金井围头村是大陆距

离大金门岛最近的地方，目前
共有148对两岸夫妻。自2010年
起，海峡两岸（晋江金井·围
头）七夕返亲节在围头每两年
举 办 一 届 ， 发 挥 地 域 特 色 和
“围头新娘”群体特殊优势，
搭建起了海峡两岸民间交流的
“多彩鹊桥”，成为汇集两岸
乡情、亲情、姐妹情的重要平

台。（陈凌鹭）

日前，建设中的省级重点项目——福建
省童昌综合医院举行质子治疗项目合作签约。
这标志着福建省将有首个质子肿瘤治疗项目。

童昌医院项目位于南安罗东镇罗溪村。
医院按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一次规划，分期建
设，总用地面积143亩，规划床位2000张，建
筑面积48.72万平方米。拟引进的质子治疗设
备，总投资约3亿元，可临床实现快速精准的
肿瘤治疗方案。未来，医院还将添置直升机，
用于紧急医疗救援。

记者在项目现场了解到，医院主体建筑
及群楼地下室两层的开挖作业面，已完成约30

万立方米的土方工程量。（紫旻 耿煌 劲峰 鑫炜 

瑜鹏 川林 摄）

泉州提线木偶戏

《卢俊义》深圳受热捧

北京大学东门石狮子泉州造

泉 台 工 业 设 计 人 才 服 务 中 心 在 泉 州

台 商 投 资 区 正 式 揭 牌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
厅 日 前 公 布 第 三 批 国 家 民 委
“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心名单，华侨大学马来西亚
研究中心入选。这是华大继泰
国研究中心入选教育部国别和
区域研究中心之后，第二个入
选国家部委国别和区域研究中
心的研究机构。

国家民委先后启动3批次申

报工作，共批准建设60个“一
带 一 路 ” 国 别 和 区 域 研 究 中
心，依次是2018年批准建设17
个机构、2019年批准建设13个
机构和2020年批准建设30个机
构。此项工作旨在鼓励各高校
发 挥 学 科 特 色 和 优 势 ， 聚 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宗
教、语言文字等方面研究。此

次入选，表明华侨大学马来西
亚研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华侨大学马来西亚研究中
心成立于2017年6月，系华侨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属机构，成
立 以 来 ， 在 马 来 西 亚 人 才 培
养、学术交流、决策咨询和研
究文献整理与收集方面开展了

大量工作。（殷斯麒）

华 大 马 来 西 亚 研 究 中 心 入 选 国 家 民 委

“ 一 带 一 路 ” 国 别 和 区 域 研 究 中 心

探 访 晋 江 东 石 镇 塔 头 刘 村 百 年 古 厝 乡 村 记 忆 馆

唤 醒 记 忆 乡 愁   奔 向 幸 福 小 康

吹着海风，望着日落……晋江东石镇
塔头刘村的村民们有着别样的消暑方式。
待到华灯初上，村里一栋灰白色的潮汕风
格古厝就成了村民们聚会纳凉的好场所。
古厝雕梁画栋、装饰瑰丽，距今已有近百
年历史。目前，这座古厝已被改造为乡村
记忆馆，结合乡村记忆、乡村文化进行陈
列布展，焕发新的生机。

对这座古厝的改造是从去年开始的，
今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这座乡村记忆馆
的改造盘活了旅游资源、吸引了众多游
客，让年轻一代和外地游客可以更好地了
解整个塔头刘村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规
划，也为村庄增添了一个举办文化活动的
场所。

百年古厝 传承红色记忆
走进乡村记忆馆，记者就被正门上方

多幅精美壁画吸引了眼球，两侧屋角点缀
着如意云纹和砖画；移步前厅，接近屋顶
处雕梁画栋、流光溢彩，屋脊上装饰着石
榴、桃子、凤梨等水果，还有造型各异的
飞禽走兽；站在天井正中，四角处的滴水
兽形似鲤鱼，泥塑的蟾蜍、青蛙、加力
(鱼)、红花(鱼) 让人目不暇接；门窗上的
蕉叶纹和刻着“春、夏、秋、冬”四字的
隔窗雕花等，彰显了古厝的美学价值和人
文气息。

“每次来到乡村记忆馆，都会勾起很
多儿时的回忆。”一边参观一边拍照的村
民王女士笑着说。听说村里建了这个展
馆，她就和亲友结伴来参观。走进古厝，
曾经破旧凌乱的前厅和天井两侧的房屋、
正中的堂屋都被整理成乡村记忆陈列室，
摆放着闽南眠床、雕花橱柜、旧桌椅、漆

篮等老物件，展示着旧时农具及生活用
具，处处留着乡愁，点滴藏着乡情。往两
侧护厝走，可以看到走廊及护厝多个房间
被改造成了一个个小展厅，诉说着塔头刘
村的村情村史、红色印记、慈元文化节、
家风家训、支柱产业、乡村建设等。

留住乡愁 让古厝重获新生
在护厝的一个房间里，记者发现南音

乐谱、乐器，设备等整齐地摆放着。“这
里将是村里南音社的一个‘小根据地’，
因为这里舒适的氛围，村中老一辈的南音
演奏者们都会自发聚集在这里。”乡村记
忆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南音社搬了几
个地方，这次他们决定长驻在此，让有着
“活化石”美誉的南音真正融入村民的生
活。“以后我们会不定期在这里举办南音
演唱，也计划开设公益培训班，招收青少
年来学南音，让更多的人熟悉南音。”

据东石镇塔头刘村党支部书记刘永进
介绍，在晋江市文旅局及东石镇的指导、
支持下，塔头刘村结合古厝特色和村庄乡
情对古厝进行改造。一方面对古厝原貌进
行恢复保护，一方面对空间进行整理盘
活，既留住了乡村记忆，又让古厝焕发新
生。

塔头刘村的乡村记忆馆，将持续发
力，发挥作为村民休闲娱乐活动场所的功
能。新学期伊始，乡村记忆馆计划与当地
小学合作，在此开展书法主题的公益性培
训。因地制宜，为村民们创造良好的休闲
活动场所，让乡村记忆馆更有人气，为群

众打开亲近文化的大门。（李心雨 林福龙 

张心盈）

泉州雕刻的石狮子在北京大学东门安放 （范爱

文 陈起拓 摄）

变身乡村记忆馆，百年古厝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