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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惠兵 王为民 通讯员 张鹏

挑山担海，惠女精神书写激情燃烧的生

命礼赞；以石为歌，惠雕精品吸引四海五洲

的惊喜目光；泥刀铁肩，惠建工程构筑天南

海北的立体诗行；浩海长天，文化古县演绎

风雨千年的恢宏沧桑……地处福建东南沿

海，与祖国宝岛台湾隔海相望的千年古县惠

安，是福建省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祖籍

地之一。这里陆海交通便捷，自然风光优

美，人文名胜荟萃，旅游资源丰富。勤劳善

良的惠安人在这片有着悠远文化渊源、独特

文化传统、深厚文化积淀的神奇土地上生息

繁衍、发愤自强，创造了丰富多彩令人叹为

观止的文化财富。“三惠”品牌，就是彰显惠

安特色人文的亮丽名片。

惠女：中华传统文化的奇葩

在我国福建东南沿海生活着一个特殊

的女性族群，她们的服饰具有“黄斗笠、花头

巾、短上衣、宽筒裤、银腰链”的特点，她们也

因勤劳勇敢、善良贤惠而蜚声海内外，她们

就是惠安女。特有的惠安女民俗风情是中

华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闻名遐迩的惠安女不仅创造了汉民族

最为独特、最具个性色彩和视觉冲击力的华

美服饰，在她们身上还诠释了汉民族女性坚

忍与勤劳贤惠的优良品德。她们不仅是能

操持家务、孝敬公婆、相夫教子的中国传统

妇女，更是能车水灌溉农田、走船讨海捕鱼

捉蟹、打石扛石筑盖房屋、织网绣花美化生

活、挎枪守卫海疆的时刻走在潮流尖端的女

性。从八女跨海征荒岛到万名惠女锁蛟龙

建设惠女水库，从小 林场护林员到大 女

民兵哨所的执勤……在承担好贤妻、良母、

孝媳三重家庭角色的同时，惠安女还为我们

述说着“巾帼不让须眉”的故事和神话。

艰难困苦的环境培育造就了惠安女这

个独特的女性群体，不屈不挠的奋斗拼搏成

了惠安女文化中最为可贵的内涵。2009 年，

泉州市委作出《关于开展“弘扬惠女精神，提

振创业激情，促进科学发展”活动的决定》，

精辟概括了惠女精神的丰富内涵——艰苦

奋斗、尊重科学、无私奉献、拼搏创业。“惠女

精神”已成为新时期学习、弘扬的精神典范。

如今，惠安女已经成为惠安对外宣传的

特色文化品牌，成为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

艺术家和游客争相关注的文化主题，针对惠

安女特色文化的研究和创作越来越多，通过

各种文艺形式的大量渲染以及新闻媒体的

广泛宣传报道，惠安女更是声名远播。

惠安女民俗风情成为福建省五大旅游

品牌之一，惠安女服饰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惠安第一部载影、载书、载

文的专题性画册《中国惠安女》编辑出版，惠

安女民俗风情园、惠安女美术写生基地、惠

安女摄影创作基地、惠安女风情文化村等一

连串打着惠安女品牌的文化企业悄然兴起，

让我们感受到惠安女民俗文化蓬勃发展的

春天正在到来。

去年底，惠安城市品牌形象标识正式出

炉，其图形上的整体造型就是由惠安女服饰

独有的三角形构成，再结合惠安女服饰黄斗

笠、蓝上衣、花头巾的颜色搭配，勾勒出惠安

女的意象图形，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极

富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标识一经推出，在

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惠安女因美丽、勤劳、贤惠和一身奇特

服饰而闻名，不仅成为惠安一道独特的民俗

景观，更为惠安增添了难以言表的魅力。

惠雕：中国南派雕艺的代表

这里不是石材产地，却是驰名海内外的

石雕之都。这里的能工巧匠，能让世界各地

的石头、木头、玉石等材料脱胎换骨，成为有

生命、有灵魂的艺术杰作。这里就是惠安，

一个盛放千年的雕艺之乡。

惠安雕艺，源于古代黄河流域的雕刻艺

术，融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于一

体，汲取晋唐遗风、宋元神韵、明清风范之精

华，从中原造型古朴浑厚、凝重端庄，线条刚

直简洁的北派风格，逐步转向精雕细琢、纤

巧灵动，讲求结构和形态神韵之美的南派艺

术风格，是中国南派雕艺的代表。踩着一串

长长的前人脚印，穿越了千年时光走到今天

的惠安雕艺文化，创造了享誉海内外、堪称

中华一绝的惠安雕艺。

经过 1600 多年的发展，惠安已形成集

雕艺技术研发、生产加工、经贸、机械研发等

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并延伸拓展到玉石雕

刻、建筑装饰装修产业，成为全国雕艺业产

业规模最大、生产加工能力最强、最具活力

的地区之一。近年来，惠安县先后被国家相

关部门授予“中国雕艺之乡”、“中国石雕之

都”等殊荣，惠安石雕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获国家“地理标志”注册

认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惠安设立国内

首个“中国雕刻艺术传承基地”；惠安雕艺文

化创意产业园被列为全省十大文化产业园

区，在资金和政策上得到了大力扶持，惠安

雕艺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为此，惠安县锁定“世界雕艺之乡”的目

标，着手启动雕艺文化产业转型提升工作。

一 方 面 依 靠 科 技 提 高 生 产 效

率，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延续千

年的雕艺文化传承优势，提升

文化艺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

值，走个性化、差异化和艺术

化、高端化发展之路。

近年来，惠安县通过成立

“泉州市石雕石材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制定出台《关于

促 进 石 雕 石 材 产 业 发 展 的 扶

持措施》、《惠安县石雕石材行

业规范管理意见》、《惠安县石

雕石材行业准入条件》和《惠

安县开展石、木、玉雕作品版

权保护的工作方案》等政策性

文件，专门设立石木玉雕刻品版权登记中

心，积极参与制定《石雕石刻制品福建省地

方标准》和《石雕石刻制品国家行业标准》，

高标准规划建设雕艺文化创意产业园，配套

建设大师工作室群体、企业创意设计研发中

心、雕艺学校、雕艺历史博物馆等项目，举办

雕博会、国际石雕石材展示会、国家级雕刻

大赛等，抢占世界雕艺基地的制高点。

依托承载大师的文化企业，以大师的智

慧创造带动大师的文化企业，进而带动整个

行业发展，就能形成品牌优势明显的大师文

化产业集群，使产业具有非凡的竞争力，引

领雕艺产业全面可持续发展。惠安县在雕

艺界提出“打造大师文化”概念性发展思路，

去年出台《惠安县大师文化企业评选管理办

法》，并 命 名 授 牌 首 批 17 家“ 大 师 文 化 企

业”。这标志着惠安雕艺开启了雕艺“惠安

智造”，奏响打造大师经济的最强音。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惠安雕艺已从单纯

的传统手工技艺上升为一种独具特色的雕

艺文化，孕育出一批又一批雕艺文化创意人

才。目前，惠安县拥有 2 位“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8 位国家级雕艺大师、17 名省工艺美

术大师、48 名省工艺美术名人。这一被国

家专业权威部门认定命名的雕艺大师群体，

已成为惠安雕艺产业转型提升和可持续发

展的核心推动力。

坚持产业发展与文化创意“ 两条腿走

路”，通过打造大师文化企业，提升产业核心

技术竞争力、文化艺术含量、品牌竞争力、市

场开拓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惠安雕艺开启

了发展新征程。

惠建：“中国建筑之乡”闻名遐迩

惠安，素以建筑技艺闻名于世。在一千

多年的传承过程中，以“皇宫起”官式大厝民

居住宅为典型，形成了一套独特而严整的传

统建筑技艺和建筑风格，同时配以传统石木

砖雕刻和泥塑彩绘工艺，技术娴熟又自成风

格，是南派建筑的代表和闽南地区古建筑行

业的龙头。2008 年，“惠安传统建筑营造技

艺”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改革开放以来，数十万惠安建筑人，一

口闽南乡音，一把泥刀走天

下，凭着传统技艺优势和吃

苦耐劳精神，打拼出惠安建

筑业发展的新天地，打响了

“惠安建筑”品牌。惠安建筑

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名

不见经传的土木匠、泥瓦匠

起步，到跃居福建省“建筑之

乡”、“优秀建筑之乡”和“中

国建筑之乡”。惠安建筑铁

军 15 万多人，施工队伍遍及

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以

及日本、印度、马来西亚、越南、北美、中国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去年，全县建筑业完成施

工总产值达 361.8 亿元，位居福建省 8 个“建

筑之乡”之首。全行业承接 25 层以上高端

建筑 174 幢，创优质工程 32 项，其中鲁班奖 1

项，国家优质工程奖 2 项，全国建筑工程装

饰奖 3 项，中标建设集团参建的中国（太原）

煤炭交易中心荣获 2012 年-2013 年度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

近年来，惠安县以全国建筑强县为标

杆，主动顺应经济形势变化，注重行业结构

调整，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快提升行业核

心竞争力，先后三次制定出台培育扶持壮大

建筑业发展壮大政策措施，致力推动建筑业

由“量”向“质”提升、由“大”到“强”转变。全

县拥有各类施工企业 134 家，其中特级企业

1 家、一级资质企业 28 家、二级资质企业 59

家、三级资质企业 28 家、劳务企业 18 家，涵

盖房屋建筑、市政工程、装修装饰、园林古

建、幕墙工程、机电设备安装等 16 个专业类

别，初步形成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市场、

以苏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市场、以武汉为中心

的华中市场、以烟台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市场

等四大传统市场。

惠安建筑业卧虎藏龙，人才辈出。多年

来，坚持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相结合，不断

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如今，全行业拥有建筑

工程技术人员 2 万多人，各类在册职称人员

10192 人，其中高级职称 427 人，中级职称

2317 人，初级职称 7448 人，一级建造师 354

人，二级建造师 1799 人。随着一批精业务、

会管理的项目管理人才和熟悉工程承包业

务的专业人才脱颖而出，昔日被称为“泥腿

子”的惠安建筑人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他

们已不再是农民、农民工，他们正在向着现

代产业工人转变。

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石雕园林古建

筑为惠安建筑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成

为惠安建筑业又一亮点。为在两者之间寻

找“交集”，惠安县大力鼓励企业多元化发

展，引导雕艺企业抓住各地城建品味提升、

高档住宅兴盛的契机进入建筑领域，积极申

报园林古建、建筑幕墙、装饰工程等施工专

业系列资质，努力拓展建筑外墙干挂、中西

式别墅高档装饰装修、园林景观等领域，着

力把雕刻艺术融入建筑构件与建筑装饰之

中，向多元雕刻、文化创意、品牌运作等高附

加值方向转型提升，这既扩大了雕艺产业

的市场前景，又提升了建筑产业的文化内

涵 与 经 济 价 值，形 成 了 从 设 计、制 造 到 施

工、安 装“ 一 条 龙”经 营 模 式，实 现利润产

值“双丰收”。

截至目前，全县 43 家企业具有园林古

建、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资质，30 家

建筑施工企业延伸至园林古建或建筑幕墙

工程设计与施工。去年，全县园林古建和幕

墙工程专业企业完成产值 21 亿元。建筑与

雕艺两大传统产业优势互补，迸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从松散型向

集团化转变，从传统工艺向新兴产业转型，

从做“工程”向打造“品牌”转变，惠安迈出了

从“建筑大县”向“建筑强县”跨越的坚实步

伐，惠安建筑产业正实现着质的飞跃。

今年，惠安县将主动对接泉州市“东亚

文化之都”建设，认真组织实施“文化提升

年”活动，进一步深入挖掘、弘扬惠安传统特

色文化，致力打造具有深厚历史内涵、浓郁

地方特色、强烈时代气息、多元文化兼容、极

具竞争力的文化强县和海内外具有影响力

的海西（闽南）文化名城。

打 造“ 三 惠 ”品 牌
建 设 特 色 人 文 惠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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