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正不渝，创新不
止。同安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推进文化强区建设，
不断寻找传统文化与现实
的联结点，让非遗“走出来，
活起来”。同安区推进非遗
保护与传承，通过守正，提
取传统工艺中的优秀技艺
精髓、精神品质；通过创新，
对传统工艺开展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非遗
可持续发展。

近日，市政府公布了第
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同安区的
银同黑脸妈祖信俗等6个项
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市各区
第一。至此，同安区各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数量达到 43
项，数量、类型之多充分展
现了同安厚重的文化底蕴
和特色地方风情。

记者黄文水
通讯员杨心亮洪松梅

今天下午，一场“文明实践总动员 共
创文明典范城”宣讲活动在翔安区香山
街道东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
宣讲人就是郭水来。他宣讲的题目是《矢
志不渝跟党走 携手奋进新时代》，把二十
大精神和党的方针政策转化成通俗易懂
的话语，赢得阵阵掌声。

“我本身就是语文老师，上课正好是
我的强项，我很喜欢这个新角色。”今年

45岁的郭水来曾这样说。他多次入选市
级、区级宣讲团，深入村居、机关、企业、
大中小学校，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和广大
师生，开展理论政策、法律法规、科技卫
生、地方文化、移风易俗、公民道德等常
态化宣讲。

郭水来积极创新宣讲方式方法，结
合自己的经历，用简单易懂的话讲解政
策、精神，受到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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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 非遗传承多姿多彩
同安区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推进文化建设，让非遗“走出来，活起来”

蔚为壮观
不断探索创新
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承

上周五，厦门市民文化节同安区闽
南文化综合展演举行，同安车鼓弄、锡
雕、珠光青瓷等省级非遗集中亮相，捏面
人、竹编、草编等老手艺悉数登场，生动
展现同安多彩非遗文化。

同安区文化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同安区自2006年成立非遗保护办公
室以来，开展两次大规模普查工作，挖掘
出大量有价值的民俗文化线索。目前，同
安区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
项（南音、送王船，同安区拥有市级保护
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项
（歌仔戏、厦门漆线雕技艺，同安区拥有
市级保护单位）；莲花褒歌、车鼓弄、厦金
宋江阵等省级非遗项目15项、市级非遗
项目11项、区级非遗项目13项；省级传
承人13名，市级传承人13名，区级传承
人21名。

非遗保护与传承有序推进。近年来，
同安区开展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民间传统
手工艺调查，访查民间手工艺项目和手
工艺人状况，挖掘传统壁画、扎春花、彩
扎、草编、食雕、铁艺等近20个项目，以
及20多名较为突出的手工艺师，全面摸
清同安传统手工艺家底。同时，同安区持
续推进一批非遗传习中心建设，推动民
间传统手工技艺进校园。2018年，同安
区文化馆开展公益性民间传统手工技艺
培训系列活动，依托各类工艺传习中心、
基地等，组织木偶制作、影雕、扎春花、彩
扎、食雕等11个项目进入30余所职校、
中小学、幼儿园等公益教学，2000多名
学生从中受益。

“非遗+互联网”的探索创新，让更
多人通过视频了解同安非遗故事。同安
区鼓励技艺精湛的中青年传承人申报并
进入各级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其中，同安
区食雕师傅蔡盛坤开设的抖音号“阿蔡
美食教学”拥有粉丝达2043万，成为传
播同安美食文化的代表。

市政府公布的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19项，同安区
有面塑（传统技艺类）、潘涂接龟习俗、同
安东山古庙敬天习俗、银同黑脸妈祖信
俗（民俗类）、八宝丹传统制作技艺、六味
地黄丸传统制作技艺（传统医药类）入
选，入选数量占全市约三分之一。

同安区文化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闽南各地都有祭祖习俗，同安西柯潘
涂社区的祭祖接龟习俗最富地方特色。
这一民俗始于明隆庆年间“三省参政”林
一材，至今已有400多年，代代相传，不
曾中断。民俗形式隆重，做爷爷的轮到接
龟时锣鼓喧天，子孙在家中张灯结彩，子
孙胸佩大红花，爷爷盛装，成群结队护送
爷爷到祖厝内拜祖接龟。每年接龟的老
人26人，接龟参与人数近万人，充分弘
扬中华传统孝道。

银同黑脸妈祖信俗也入选市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该信俗始于北宋，形成于明
清，经过900多年传承，信仰遍及两岸。
银同黑脸妈祖信俗是台湾黑脸妈祖信仰
的发源地，银同妈祖是台湾三大妈祖支

派之一，每年都有近100个台湾进香团
到同安谒祖朝圣。明末清初，银同黑脸妈
祖香火随郑成功收复台湾入台，此后不
断有同安先民迁徙赴台，或携带香火，或
恭请银同妈祖神尊入台供奉，现银同黑
脸妈祖信仰遍及全台各县市。此外，银同
黑脸妈祖信俗还传到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国。

据了解，银同黑脸妈祖信俗对于加
强两岸妈祖文化交流，增强台湾妈祖信
众的向心力、对祖地的认同感等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新一批非遗项目入选 占全市三分之一彰显特色

寻找身边好人
致敬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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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教师勤助学 活跃基层忙宣讲
翔安区实验学校教师郭水来曾荣登中国好人榜，还获得诸多省市级荣誉

翔 安 区 有 一 位 热
心的教师，二十年
来帮助 400 多个孩

子顺利完成学业。他还是
翔安区委讲师团成员，一
直活跃在基层，将党中央
的最新精神传递到千家万
户。他就是翔安区实验学
校教师郭水来。

记者戴舒静

郭水来出生在翔安著名“状元村”后
村社区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20岁当上
乡村教师。他深知教育对改变农村孩子
命运的重要性，于是从20岁起就踏上扶
困助学的公益道路。20多年来，在他的积
极奔走下，400多个孩子顺利完成学业。

这几年，随着经济发展，农村社区面

貌改变，孩子们上学不再是问题，郭水来
的关注方向也慢慢转变。他成为志愿者，
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校园内外文明创
建、交通劝导、疫情防控，以及各种宣讲
活动，以实际行动影响学生、家长和身边
的同事朋友，让志愿服务成为更多人的
自觉和习惯。

“当每个人都成为公益路上的一分
子，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温暖。”郭
水来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他曾荣登中
国好人榜，曾获福建省最美家庭、厦门
市道德模范、厦门市五四青年奖章、厦
门市最美志愿者、翔安区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

20多年积极奔走 帮400多个孩子完成学业热心助学

积极宣讲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 讲解党的方针政策

■厦门市民文化节同安区闽南文化综合展演。夏海滨摄

■银同天后宫。何东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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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方摄

■郭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