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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父之志
接力传统技艺

陈媚媚，是一名生长在闽南古建世
家的“95后”惠安女。从小对古建雕刻耳
濡目染的她，对家乡独特的雕艺文化怀
有浓厚兴趣。童年时，在父亲的工艺坊
里，她就常常帮师兄们堆灰塑、绑铜
丝，有时也会饶有兴致地拿起泥塑刀
临摹。

陈媚媚的父亲是一位传统工艺美
术大师、“八闽工匠”，30多年来一心扑
在闽南传统古建筑行业，培养了200多
个徒弟。陈媚媚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
会成为这个传承队伍中的一员。

“大学毕业那年，学校要求拍摄毕
业作品，我把镜头对准父亲和母亲。父
亲是朴素的匠人，母亲是勤劳的惠安
女。这次经历让我看到了父母的另一
面。”她动容地说，父亲从事的雕艺工作
和母亲制作的惠安女服饰均是国家级
非遗项目，父母对家人深沉的爱、对家
乡非遗文化的情怀深深地触动了她。

从广西高校毕业后，陈媚媚顺利在
厦门一家上市公司找到工作，然而每当
想起那段短片拍摄经历，她的内心总是
难以释怀。深思熟虑之后，她毅然选择
返乡创业，传承非遗文化。

“家乡从事传统技艺的年轻人越
来越少。培养后辈、让濒危技艺再度
焕发生机，一直是老一辈雕艺家最大

的心愿。”回乡后，在父亲的指导下，
她系统地学习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
艺，专注其中的堆剪艺术，逐渐接过
父亲手里的接力棒。

专注堆剪
发展“产学研”

堆剪，也称剪瓷雕，是在灰塑基础
上，运用彩色瓷片，镶嵌在屋脊、檐下、
照壁的装饰工艺，是被列为国家级非
遗项目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中，独
具特色的手工技艺之一。

为更好地传承这门千年技艺，陈媚
媚参与建立起一个乡村产业振兴非遗
传习基地，致力于打造集石雕、剪瓷雕、
砖雕、惠女文化等4项非遗项目和文创
研发、研学、传承等功能于一体的非遗
研学产品体系。创业初期，她遇到团队
不成熟、产品设计和销售渠道建设单
一等重重困难。为此，她前往厦门研
修，招募志同道合的青年创业者，积极
参加全国各项技能大赛、国际性的展览
展销和创业比赛，结合市场需求创造性
研发非遗、文创相关衍生品并探索新的
销售模式。

一路走来，她逐渐创新探索出“非
遗文创+惠女雕艺+研学教育+直播电
商”的经营模式。其间，她推动非遗技
艺实操课程编入泉州相关高校选修
课，并被聘任为课程导师；积极与高
校合作开展“产学研”教育实训、文旅

研学体验、非遗进企业进景区进社区
等活动，每年传习交流人数达千人；利
用直播电商平台，将家乡的剪瓷雕作
品推广到全国各地，开拓了新的市场
空间。

“近年来在本地带动就业30多户。
此外，第一季度营造工程、研学交流的
业务营业额合计320万元，直接带动就
业近百人，使得非遗、民俗成为有奔头
的产业。”去年5月，在福建省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上，
陈媚媚作为全省唯一的优秀高校毕业
生代表，介绍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探索文创
实现传承创新

在陈媚媚工作室，摆放着她的“三
部曲”作品。其中，《吉事（狮）如意》抒发
新惠女打破旧思想、突破束缚的匠心；
《守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惠安女传承

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初心；《时代
风采》表达的是新时代惠女参政议政的
画面。

“我们不仅追求创作作品，更要有
品牌、有文化、有传承、有创新，这才是
发展的方向。”陈媚媚说，她不断学习父
亲的老手艺，并尝试融入自己的新思
想，就是希望堆剪能够剪出新天地，让
这门非遗技艺焕发无限活力。除了传统
雕艺，她还积极探索非遗文创产品的开
发与销售，结合当地文化特色，推出一
系列融合研学教育元素的文创产品，颇
受欢迎。

谈起女儿的创作，老雕艺家陈向阳
由衷地说，女儿的回归为这门传统艺
术注入新的思想，让老匠人看到行业
的光明前景。而对于未来，陈媚媚充满
信心。她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更多年轻人看到乡村的美好与潜力，
通过非遗和文创的结合实现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李心雨 通讯员林
恩炳）人员参保登记、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教师资格认定、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医疗费
用手工报销……今后，石狮市民只需动动
手指，就能在“狮慧办”智慧政务服务平台
上传材料、预约服务、办理事项，还有智能
客服、帮办导办等功能来教你办、带你办。

此次首批筛选了办件量占比90%以
上的 32 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以及
1400余个一般事项纳入“狮慧办”智慧政
务服务平台。市民可通过口语化问答获
得精确详尽的服务引导，并根据事项类
型，通过线上材料预收预审、线下服务点
一键打印完成办事流程。“狮慧办”还可

接入闽政通平台，进行人脸识别、信息共
享、数据核验，更加安全便捷，实现数据
回填、材料减免，不必重复提交个人信
息，“无证明”办事体验更佳、服务更好。

据悉，石狮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将聚焦企业群众关心的办事领域，强化
数字赋能，优化政务服务，以“狮慧办”

等数字平台为载体，进一步完善“无证
明城市”建设，陆续优化和推出新一批
精准导办服务事项，为企业群众提供多
渠道、多途径、不间断的政务服务，推进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向“一网好办”，
以政务服务主动作为的“加速度”，提升
新时代便民利企的“新温度”。

石狮市智慧政务服务平台上线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文璟 通讯员洪燕翎）

日前，2024年惠安县青年人才成长营启动。惠籍优
秀高考学子和“扬帆计划”实习生代表参加活动。

本次成长营围绕红色教育、乡村振兴、非遗体
验、产业实践等主题，精心设计多项特色实践活动，
参观走马埭现代农业展示中心、潮乐水关等多个地
方，多角度、深层次感受惠安家乡历史文化底蕴、感
知产业发展脉搏。

近年来，惠安常态化举行青年人才成长营、大
学生实习“扬帆计划”、“鸿鹄归来”大学生返乡活
动、“强产兴城”菁英惠安行等活动，累计联系服务
惠籍大学生3100余人，不断完善青年人才全链条
培养体系，为惠安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开展青年活动
助推人才培养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灵 通讯员洪思婷）为
解决来泉务工人员子女暑期无人照顾的问题，近
日，由南安英都镇党委、政府主办的“大手牵小手
共筑中国梦”夏令营活动在英都镇龙江村青少年
社会教育活动中心启动，这也是英都镇第10年举
办公益夏令营。

此次夏令营活动共开设绘画、书法、象棋、演讲
与口才、写作、南音、科技制作、电脑等8个兴趣班，
与往年相比，新增了公共基础、无人机操作和机器
人远程遥控等课程。夏令营共招募学生350多名，
召集近30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进行系统
教学，50余名“五老”工作者和40余名当地公益协
会志愿者负责组织管理。

据悉，英都镇历来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坚持把
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同时特别注重关心关爱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连续多年举办乡
韵体验班、夏令营等活动，让他们在活动中受教
育、经磨炼、长见识，受启迪、增才干、端品行，为今
后健康成长、快乐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公益夏令营启动
已连续举办10年

日前，惠安县公安局小岞派出所开展暑期警营开放日活动，邀
请惠安县职工子女前来参观交流，面对面感受警营文化。图为开放
日活动现场。 （康玲 张文璟 摄）

近日，公益组织守望者青少年服务中心华东一队的10名大学生从全国
各地来到永春县达埔镇达山村，和达山村的孩子们共同开启夏令营之旅。此
次夏令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设置了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活动和课程，巧
妙地融入基本的社交礼仪教育，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也帮助他
们建立起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态度。 （郭芳蓉 梁煌昇 摄）

“95后”惠安女回乡逐梦——

逆行“剪”出非遗新天地
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走出农村，涌向城市。然而，

在雕艺之乡惠安县山霞镇后洋村，一位名叫陈媚媚的女生却做出不同的
选择——她放弃城里的优越工作，毅然回到家乡，将闽南传统民居的堆剪
技艺与现代创意相结合，“剪”出非遗新天地，用自己的“逆行”，坚定地守
护与传承着这门老手艺。

□融媒体记者 张文璟 通讯员 林杰 陈培源 文/图

夜幕降临，位于石狮市高新区的祥
鸿广场前热闹不已。广场舞队员开始翩
翩起舞；旁边的露天电影吸引了周边企
业的众多外来务工人员搬凳子前来观
看；广场内新开的台球室也迎来客流高
峰，整个中心商场焕发着新活力。

这是祥芝镇湖西村与鸿山镇邱下村
跨镇共建跨村联营，竞得高新区邻里中
心商场运营权后的新气象。据悉，两村
均位于石狮高新区核心区域，周边常住
人口约3万人、大小企业100余家。两村
发挥地缘相近、资源相似、产业互补优

势，在高新区的积极牵头下，谋求共同
发展，实现“1+1>2”的拼图效应，展现

“村庄孕育产业，产业反哺村庄”的有机
融合生动局面，打造全域共富的先行标
杆样板。

此前，湖西村和邱下村在跨村联
建前各自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瓶颈，都
局限于村庄规模偏小，受制于“一亩三
分地”，同质化服务限制了两村的进一
步发展。两村通过多方走访和调研，统
一思想，搭建起跨村联建的初步合作
框架。在高新区及市镇有关部门的积

极推动下，两村先后开展多轮专题研
究，对联建片区组织框架、工作机制、
任务清单等具体内容进行细化，定期
调度工作情况，确保“跨村联建”扎实
推进。同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对涉及
联建村的重大事项，严格按照议事决
策程序执行，开展“班子联建、党员联
育、活动联抓、典型联树”活动，适时开
展联合主题党日等，提升党建工作水
平，夯实党建工作基础，着力打造党建
品牌。

跨村联建成为破解两村基层党建问

题的重要抓手，通过党建引领、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一体谋划，两村把资源、产
业、生态、地理等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将“组织链”嵌入“产业链”，逐步形成组
织联建、产业联营、资源整合、治理联
抓、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跨”出组
织创新的党建引领，“联”出乡村振兴的
共同富裕，真正实现双向交流、村企全
域发展。

（融媒体记者李心雨 通讯员王鹏达
邱育钦 颜华杰）

石狮祥芝镇湖西村与鸿山镇邱下村携手共建

跨镇跨村 共富先行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丁荣汉 通讯员范碧珠）
近日，晋江西园街道开展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
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交流活动，持续深化乡村全
面振兴工作，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活动组织考察团先后走访磁灶镇苏垵村、安海
镇溪边村、东石镇潘山村等地，学习交流美丽乡村
建设、特色产业打造、休闲旅游新业态建设等工
作，并梳理总结上半年乡村振兴工作成效，同时对
标找差，进一步优化落实。

今年以来，西园街道因地制宜，统筹城乡规划、
人才、产业、治理等方面要素，推进35个省市重点项
目。以屿头为重点社区，实施“党建惠民生‘钱屿’铸
匠心”工程，串联“党建+文旅+乡村振兴”研学路线，
打造“钱屿”文化名片，策划实施农田采摘园、亲子游
乐园、文体活动中心等项目。同时，启动砌田、官前高
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屿头、苏塘集合式住宅试点；全
面摸清集体闲置土地存量，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等方式盘活资源，壮大集体经济。

西园街道还在霞浯、屿头、王厝、小桥等社区
探索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住宿餐饮、文化创
意等田园风光配套产业。此外，联合泉州轻工学
院、华侨职校等职业教育资源，吸引有情怀、爱农
村的人才参与乡村建设。

接下来，西园街道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结合
自身实际，找差距、补短板，提速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奋力谱写西园街道新篇章。

考察交流谋发展
对标找差促优化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灵 通讯员陈宏祥）近
日，一名离家10余年的患病人员，在一支由医生、
社工、救助站工作人员组成的4人小组的暖心护送
下，从南安回到重庆的“家”。

4月的一天，在南安水头镇区一巷口，群众发
现一名突然发病倒地人员，随后警民协作及时将
其送至南安市医院抢救。因当时患者神志不清，且
未随身携带手机、身份证等物件，无法联系上患者
家人。接到南安市医院协助通报后，南安市救助管
理站站长苏世贤立即带领工作人员赶往医院了解
具体情况。为了尽快确定该人员身份，工作人员通
过公益寻人工作站，比对出患者是重庆开州的桂
某，并从重庆开州区救助管理站沟通了解到，他已
离家10余年，家中已无亲人。

经过2个多月的救治，桂某病情终于稳定，可
以出院随诊，但后遗症导致其行动不便。为了更好
地开展救助护送工作，南安市救助管理站积极协
调，组建一支4人护送小组，横跨1700多公里、历
经14小时，将桂某护送至重庆市救助管理站，他将
在老家接受当地的救助。

近年来，南安市全力打造政府主导、多方参与
的协同救助体系，全力兜好困难群众的民生底线。

千里护送患病者
暖心救助显真情

身穿惠女服饰的陈媚媚正在制作堆剪作品身穿惠女服饰的陈媚媚正在制作堆剪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