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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泉州府志》的“纪
兵”记载，明嘉靖三十八年
（1559 年）三月，倭寇入侵
泉州、安平、同安等地，反复
入侵，焚烧民居，也被军民
击退。同年八月廿八，在古
福泉大路（泉州琯头路段）
附近，一群活动其间或耕
作、或贩卖、或上集、或返家
等男女及当地许多老少村
民，见倭寇入侵，急忙逃入
琯头村东之小山的芒草丛

中躲避，本来大队倭寇已通
过，后队的倭寇听到芒草丛
中有狗叫声，便回马提刀
杀进芒草丛中，进行惨无
人道的大掠杀。周边十个
村落的民众，闻声立即拿
起锄头、砍刀等，与尚未被
杀的避难者一齐杀向倭
寇，协力进行自卫还击，一
时双方杀得天昏地暗，血
流成河，几乎全歼这批入
侵之敌。此战令倭寇大丧

其胆，此后，倭寇在泉州别
处敢多次进行反复烧杀，但
在古泉州东门外至桥南一
带，再也不敢来犯。

这一天，与入侵倭寇激
战后，战死和被杀害的男女
老少达上百人。这些死难
者，除可辨认之外，其余都在
遇难之处（琯头）被同葬于以
一古井为主的大穴之中。

后来，村民们自发在公
墓之上，建了一个九尺见方

的小庙，以供奉抗倭死难者
的英灵。由于明代的乡兵
是以村为“班”组成的编
制，因此，当年琯头十个村
庄民众抗倭死难者的英灵
也被尊称为“十班公妈”，
这座小庙也被称为“十班
公妈”墓庙。

近年，因开发建设需
要，“十班公妈”墓庙，被迁
至洛江区桥南社区的“岩仔
山”上重建。

“泉州祭十班习俗”入选省级非遗
该习俗流传于泉州洛江区、台商投资区等处，与纪念明朝嘉靖

年间村民英勇抗倭有关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实习生 王炜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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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泉州祭十班
习俗”省级非遗项目揭牌仪
式，在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
道的岩山公园举行。来自万
安街道、城东街道及华大街
道的10个社区居民自发聚集
在一起，共同缅怀抗倭先烈。

据介绍，“祭十班”是泉
州东门外一个有名的民间信
俗活动，至今已有463年，与
明朝嘉靖年间一场惨烈的抗
倭战斗有关。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实习生 王炜焕） 9 月 25
日，来自国家统计局泉州
调查队的统计数据，党的
十八大以来，泉州坚持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完善价格形成
机制，有力开展价格监管，
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稳定运
行。泉州市区居民消费价
格呈阶段性波动，涨幅略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2—2021 年，泉州
市区CPI累计上涨22.4%，
年均上涨2.0%。记者了解
到，食品价格是影响近十
年CPI 变动的主要因素。
十年间，泉州市区食品价
格累计上涨41.5%，年均上

涨 3.5%。其中，猪肉价格
周期性波动，十年来累计
上涨 52.8%。此外，鲜菜、
水产品、鸡蛋价格分别上
涨68.7%、48.0%和16.4%。

这十年来，泉州的工
业消费品市场供应较为充
足，价格累计上涨 14.2%，
年均上涨 1.3%。十年来，
服装、教育用品、家庭日用
杂品、药品及医疗器具、住
房装潢材料价格涨幅分别
为 42.8%、35.5%、24.3%、
23.5%和 12.1%。金饰品、
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
27.0%和 14.2%。而受政
策调价影响，水、电价格分
别上涨 18.4%和 19.1%，管
道燃气价格下降24.7%。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实习生 王炜焕） 记者从
泉州市科技局获悉，日前，
省 科 技 厅 公 布 福 建 省
2022 年第七批入库科技
型中小企业名单，共有
586家企业入选，其中，福
建省兴茂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等企业上榜。

据了解，所谓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是指依托一
定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
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
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
服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中小企业。

省科技厅将在科技创
新券补助工作方面，支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券

专项资金用于补助科技型
中小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向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机
构购买技术（开发、转让、
咨询、服务）、检验检测、科
研仪器设备使用、技术数
据分析等科技创新服务的
费用，以及大型科研仪器
产权单位向相关服务机构
支付的设备维修、测试技
术咨询等科技创新服务的
费用。

2021年，泉州全市共
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1528
家，同比上年实现翻番，数
量居全省第二；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从 2012年的 222
家增长到 2021 年的 1650
家，增长 6.4倍，年均增长
24.96%。

泉州10年来
居民消费价格运行平稳

省第七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180家泉企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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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已经顺利完成。全国各选
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
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
生了 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
大代表。

党的二十大代表，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
循，坚持党的性质宗旨，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严格按照党中央关于做
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
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

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
法产生的。

当选代表总体上符合
党中央规定的条件，具有
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
好的作风品行和较强的议
事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做
出了明显成绩，是共产党

员中的优秀分子；代表结
构和分布比较合理，各项
构成比例均符合党中央要
求，具有广泛代表性。他
们中，既有党员领导干部，
又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
党员，有一定数量的女党
员、少数民族党员，有经

济、科技、国防、政法、教
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
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的
代表。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资格，届时还需经党的二
十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确认。

2296名二十大代表已选举产生

“十班公妈”庙的斜对
面，有一座抗倭英烈纪念
碑。纪念碑的旁边，是一块
新立于 2018年农历八月的

“城东（洛江）祭十班习俗碑
记”，提示了“祭十班公妈习
俗”的由来。

“祭十班公妈”习俗，
始于 1560年，即从“十班抗
倭”的第二年开始。每年
农历八月廿八“十班公妈”
罹难日，无论晨昏或晌午，

“十班公妈”庙前总晃动着
村民上香祭拜的身影。该
习俗历经四百六十余载，
世代传承，经年不辍，如
今，该习俗已深入到泉州
丰泽区、洛江区、台商投资
区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
一种民间习俗。

“泉州祭十班习俗”市
级非遗传承人郭海清告诉
记者，每年农历八月廿八

“十班公妈”罹难日，远远近

近的“十班”民众，每家每户
都要备办最丰盛的菜肴，端
到“十班公妈”墓庙前，祭祀
者执香肃立，虔诚而恭敬地
祭拜面前的“十班公妈”神
灵。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
形成了一种民间习俗。后
来，泉州东门外琯头十个古
村落还按照当时各村农副
产业的特色，轮值主祭“十
班公妈”。今天城东、万安
一带仍然流传着一首轮值

主祭谣：“杀猪一，虫寻仔二，
挑鸡三，屈头四，绝种五，水
蛙六，山草七，蚝仔八，蛏仔
九，饭店十。”

郭海清解释，因为每个
村落主营的农副产业不一
样，就有了不同的指代称
呼，如“杀猪一”，指浔美何
氏，古代以杀猪为营生，“蟳
仔二”，指庄任庄氏，古代以
捕虫寻养虫寻为营生，“挑鸡
三”，指琯头庄氏等。

2007 年，“祭十班”习
俗获评泉州第一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2022年，“泉州祭十班
习俗”获评第七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记者了解到，“祭十
班”习俗所在地先后被评
为洛江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
地、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
以十班抗倭为主题的现代

歌曲《十班抗倭颂》和南音
说唱《琯头抗倭》在公益性
活动节庆日、非遗日进校
园、进课堂、进社区，助力
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爱国
氛围。

“这次‘泉州祭十班习
俗’成功获评省级非遗项
目，我们会以此为契机，传
承弘扬好本地爱国主义精
神，将本地文化传扬得更高
更远。”郭海清表示。

缘起：倭寇入侵，十村落民众奋起自卫

习俗：最丰盛的菜肴，祭祀逝去的英灵

传承习俗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十班公妈”墓庙和抗倭英烈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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