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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尾盐场位于永宁南侧，离镇区1
公里，南临深沪湾，北接壤沙美，东邻永
宁、港边，西与子英村相邻。

《永宁镇志》里记载，从唐代开始，
岑兜乡的浔尾场就是晋江县海盐主要
产地，在闽南一带享有盛誉。《晋江新
志·晋江的海盐》记载：“晋江自建县开
始，人民就懂得制盐，唐代盐场一个、元
代有三个（浔尾、语州、丙州）、明清继
之。其中最主要的是岑兜乡的浔尾盐
场，沿海五十里，东至港边乡、西至安海
乡、南至活州场、北至海，有衙口、埭头、
前港、后宅、埔头、岑兜、沙美、西岑、杆
柄、林蒲、金埭、港边十二团。兼管丙州
场：新市、后市、井尾、蔡埭、庭边、南庭、
柯坑、埭边、东石、上丙、下丙、东仓、谢
唐、肖下十四乡。浔尾场和丙州场，共
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九坎。生产的盐分
三等，一曰净白、一曰次白、一曰青花。
净白约占五成。”

据永宁文史爱好者李显扬介绍，过
去制盐，有煎法、晒法……而浔尾场使
用的是“漏法”翻晒的制盐技术，是当时
最先进的制盐技术，所产海盐以优质洁
白驰名，并形成以岑兜为中心的“浔尾
场”。古时候，管理食盐进出、销售的机
构就设在岑兜，岑兜便是当时泉州盐业
管理的总部所在。据记载，在全省盐业
中，岑兜乡的浔尾盐场规模最大。1949
年前，浔尾场的盐务管理所设在岑兜，
再由该所派人员分驻各制盐村。

20世纪50年代，岑兜村民仍然以
晒盐为副业。1958年，石狮人民公社召
集各大队民工在港边和岑兜临海交界
处围筑海堤，建设较大型盐场。1961
年，永宁从石狮公社析出，成立永宁人
民公社。1962年，永宁人民公社盐场正
式成立，由晋江县盐务局永宁盐管所对
该场的海盐生产进行监管。后该盐场
有所扩展，其面积达 3260 亩，年产海盐
3000余吨，并附设盐业化工。2003年，
省盐务主管部门决定关停“永宁镇盐
场”。至此，延续多个时期的浔尾盐场
走入历史，仅留下遗址。

1998 年 12 月，浔尾盐场（永宁区
域）古遗址经石狮市人民政府公布列为
石狮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王秀婷）

“长衫沓马褂，样式太歹看。”意
思是说，内穿长袍，外加马褂，样式不
好看，形容搭配不当、样子难看。

“佛要金装，人靠衣装。”指佛是
至高无上的，是人人崇敬的对象，但
佛也要装扮一番，才能香火旺盛，那
么凡人更需要打扮，才不至于让人瞧
不起。比喻穿着对一个人来说非常
重要。

“三分人，七分装”，表示三分靠
原来长相、七分靠打扮，也说明合理
科学的穿衣打扮很重要。 （王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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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厝仔村爱乡楼公园的5个纪念华侨热心家乡建设的亭子

厝锦体育中心

厝仔村乡土文化生态园

“厝仔古山千不许，塘头龟湖奕许
奕许。”这是1949年前，流传在民间的
一句顺口溜，即“嫁女千万不能嫁到厝
仔村”，当年厝仔村的贫穷落后状况可
见一斑。如今的厝仔村已是“小鸡变
凤凰”，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文明富
裕的村庄。这与该村华侨不忘桑梓 、
热心家乡建设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

1996 年三大项目建设完成，正好
迎来福建省委考察农村奔小康的调研
工作，获得了省级领导的肯定。之后，
厝仔村“两委”信心倍增，紧紧围绕“产
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积
极联系对接旅菲旅港乡贤回乡投资建
设、创办工厂，走出一条“以工补农、以
商促富”的发展新路。彼时，厝锦旅菲
同乡会侨领许经玉、理事长许自坪、秘
书长许情育等乡贤，厝锦旅港同乡会
理事长许经锡、秘书长许经宗，及许明
棋、许明良、许景期、许经波等众多旅
港乡贤根据家乡发展实际需要，踊跃
捐建一大批重点项目，为家乡经济发
展添砖加瓦。

经过多年的发展、调整和升级，厝
仔村初步形成以建明集团、华景集团
为两大龙头，天乐食品、鸿锦制衣、佳
宏织造、新明食品等30多家规模企业
为代表的企业布局，涵盖纺织、鞋服、
食品等产业门类，集体经济全面发展
态势逐渐显现。截至目前，厝仔村工
农业年生产总值超10亿元。

早在改革开放初，厝仔村干部就积
极招商引资，鼓励村民兴办合资企业，
1980年配合镇党委政府开发建设220
亩的锦山工业区，并规划建设商业大
街、农贸市场，配套服务工业区及周边
工人、群众。通过努力，1993年厝仔村
成为福建省首批亿元村。

厝仔村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
不忘建设美丽乡村、倡导文明风尚，先
后获评全国文明村、省级乡村振兴试
点村示范村、泉州市美丽乡村等荣誉
称号。

如今，厝仔村委会正着手建设厝
仔村科普文化生态园、田野生态观光
园及乡村振兴展播馆，用于开展乡村
农产品的直播带货，助推乡村振兴。

自1979年至今的40多年里，厝仔
村在海内外共举办和参与过十多场次
各种庆典活动，无不围绕着如何建设
好村庄这一话题。村里每一次重点项
目建设，都得到海内外乡贤的大力支
持。长期以来，华侨参与家乡建设的
善举成为厝仔村的优良传统。

（王秀婷 文/图）

日前，笔者来到厝仔村委
会，一道美丽的建筑风景：5个六
角亭子映入眼帘。它们造型简
单大气，红瓦白石，颇有闽南建
筑风格。这是1995年厝仔村委
会为纪念该村华侨在助力村庄
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作出
重大贡献而建造的。本期，笔者
走进厝仔村，了解该村华侨在海
外艰苦打拼，事业有成后慷慨解
囊支持家乡建设的故事。

早在清代，厝仔村的许多
村民就漂洋过海谋生，他们一
旦事业有成，就不忘回馈家乡，
助力家乡各方面的建设、发
展。而厝仔村民委员会也始终
主动积极与华侨保持紧密的联
系，有效地凝聚了华侨的力
量。因此，每当村庄的建设发
展需要华侨出力的时候，他们
都会义不容辞、慷慨解囊，大大
地推动厝仔村阔步向前发展。

20世纪 90年代初，厝仔村
委会主动联系旅菲旅港乡亲，并
引导他们参与村庄建设。1992
年6月23日，厝仔村首次迎来旅
菲旅港厝锦同乡会最大规模的
访问团。该访问团是来参加旅
港厝锦同乡会在家乡补办成立
大会及华锦小学校董会首届理
事会成立仪式的。“这次访问活
动，是我村通过努力，做了大量
有益的统战工作，并结合乡里发
展需要，邀请海外乡贤回乡共商
发展大计，是一次对乡里发展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活动。”厝
仔村原副书记许明聪介绍道。
这次访问活动意义深远，为厝仔
村1994年拜访旅菲旅港宗亲打
下良好基础。

1994年，厝仔村开展了首次
大规模的访菲访港联谊活动。
相关人员还带去首任石狮市委
书记兼市长刘成业的亲笔题字

“爱国爱乡”，以感谢旅菲旅港乡
贤对家乡作出的突出贡献。据
许明聪介绍，时任蚶江镇党委书
记王烟、镇长曾天从带领村“两
委”主干及许经鍫、许书瑜等老
前辈深入旅菲旅港厝锦同乡会
进行友好访问，受到时任旅菲厝
锦同乡会永远名誉理事长许经
玉、会长许自坪，旅港厝锦同乡
会理事长许经锡、秘书长许经宗
等宗亲的热情欢迎和接待。此
次拜访成效显著，为厝仔村1994
年—1995年重建厝锦新祠堂、建
设厝仔体育中心、新建办公楼及
爱乡楼公园三大项目作出了重
大贡献。这三大项目于1995年
底完工，为厝仔村后来的发展奠
定了重要基础。

而5个六角亭子，便是这个
时候所建，纪念当年捐款达20
万元以上的华侨，分别是许志
试、许经鍫、许志顶、许自坪、许
志蓼。每一座亭子，都记录这些
华侨乡贤艰苦奋斗及热心家乡
公益事业的事迹，以弘扬他们艰
苦奋斗、不忘桑梓的精神。

村委会用心
凝聚华侨力量

聚侨心汇侨力聚侨心汇侨力
撬动乡村振兴的齿轮撬动乡村振兴的齿轮

记厝仔村华侨与乡村振兴的故事

华侨们给力
助力乡村振兴

古地名，包含着深刻且不可磨
灭的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时区域
的社会活动、地域特色及人文精
神，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传
播价值。本期开始，我们将带领读
者一起探寻石狮历史上的古地名。

《石狮古地名》开栏语：

1992年旅港厝锦同乡会在家乡成立，
首任会长许径锡讲话

爱乡楼，即村委会办公楼

1994年厝仔村往菲律宾访问，
时任蚶江镇党委书记王烟与

时任旅菲厝锦同乡会会长许自坪互赠纪念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