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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角村位于东山岛东南
突出部，三面临海，是一个以
渔业生产发达、自然风光优
美而闻名的渔村。近年来，
澳角村改变传统渔业销售渠
道单一局面，以电子商务发
展为新引擎，借助电商平台，
带领全村渔民纷纷“触网”，
让东山岛的原生态海鲜水产
品“游”上互联网。作为首批

“触网”的渔民，沈志辉感慨
颇深，这位昔日的“船老大”
摇身一变，成了如今的“电商
大咖”。

2014 年夏天，喜欢接触
新潮事物的沈志辉接待几

位到东山旅游的网友，沈船
长用刚捕捞回来的海鲜招
待他们。“这么好吃的海鲜，
在外地却买不到。”面对美
味诱人的海鲜，一位曾在阿
里巴巴工作的网友建议把
海鲜放到网上卖。想到可
以让家乡的海鲜摆上全国
的餐桌，沈志辉决定尝试

“触网”。
起初，沈志辉只是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能卖则卖，
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和往
常一样出海捕鱼。“电商发
展势不可挡，趁早放手去
做。”朋友纷纷劝他专心搞电

商，“这么好吃的海鲜，不愁
卖不出去。”

2015 年新春伊始，他将
自己关在家中研究了两个月
的“淘宝大学”课程，在朋友
的指导下，沈志辉渐渐入了
门。可是，初次“触网”谈何
容易，运送海鲜技术要求多、
成本高、风险大，加上他的货
物零散，因而常常吃快递的

“闭门羹”。无奈之下，他只
得担保说：“如果海鲜坏了，
由我来承担。”这才让海鲜顺
利出货。

然而，正是凭借着“不新
鲜包退款”的诚信理念，功夫

不负有心人，2015 年夏天沈
志辉收获好评如潮，生意慢
慢有了起色。沈志辉的电商
团队也从最初的两个人发展
到如今的28人。凭借多年来
深耕水产品销售市场，积累
了大量的销售经验和销售渠
道，2020年初，沈志辉在澳角
村成立沈船长水产品电商直
播基地，目前拥有 5 个直播
间，主播13人，月均销售额在
40万~50万元之间，年订单量
达 18万单，2021年直播销量
突破 600万元。经过两年发
展，沈船长微商品牌在东山
县排名第一。

昔日织网下海捕鱼 今日“触网”上线卖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扎实推进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振兴，这给沈志辉指明
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下一步，我们计划把公
司建成水产品电商生态
文化示范园，集生产、加
工、销售、展览、参观、示
范、培训等多种功能，致
力于服务东山水产品和
旅游产业，把家乡建设
得更有特色，让渔民多
一份收入。”

如今，澳角村利用

现有电商微商基础，打
造电商微商一条街，成
为示范点。在价格质
量、食品安全、售后服
务等方面打造澳角品
牌，进一步完善互联网
e+销售管理体系，促
进行业抱团发展，组建
电商微商协会，加强行
业发展自律，培育以

“沈船长”为示范的 3~5
家较大规模商家，提高
行业竞争力。目前全
村电商企业有 100 多
家，2020年电商产值已
达 4 亿 元 ，带 动 就 业
500多人。

N通讯员 欧东茵
海都记者 曾炳光 文/图

为应对年底生猛海鲜销售旺季，眼
下各大电商正铆足干劲加紧备货，东山
县陈城镇澳角村“电商大咖”沈志辉也不
例外。在一间百来平方米的屋子里，工
人们正忙着将一筐筐刚刚上岸的海鲜分
门别类，装盒速冻。“我们澳角村每艘钢
制渔船都配备大型冰箱，高端鱼货第一
时间速冻以确保鱼货质量，提升渔获价
值，每艘船每年能增收十几万元，也为电
商销售提供稳定的货源。”澳角村党委书
记林华忠说道。

借助电商平台 带领渔民纷纷“触网”

电商微商一条街
打造澳角品牌

东山澳角村风景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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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县域中学的崛起密码
教育部信息化项目校、全国心理健康教育特色校、教育部学科哲学课题校、福建省

首批示范性高中……海都记者走进晋江一中，了解这所名校的特色办学之路

从“清华门”或“北大
门”进入晋江一中的那一刻
起，你就被一股浓烈的“哲
学风”包围着。

一所学校都会有教学
楼、宿舍楼、办公室、食堂、
会场，但并不是所有的学校
都会为他们命名，在晋江一
中，每一幢建筑都有属于自
己的独特名字：慎思楼、思
源楼、日知楼、博贤楼、怀德
楼、众言堂……师生们也总
能从中悟出点什么，杨晓梅
老师说，从日知楼她告诉孩
子们“日有所学，日有持，久
之，日加知就变成了智”；
2015级的丁灵彬同学则在

“慎思楼”里对自己人生的
目标有了新思考，“满足小
我，成就大我”。

建一所有哲学追求的学
校，是陈燎原2007年调任晋
江一中以来恒久的追求。

历史学科出身，25岁就
担任中学校长的陈燎原对
他的“哲学治校、哲学治学”
有着近乎完美的追求，并总
能在各种行动中“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在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晋江一中开创性开展了
《党的二十大核心概念与学
科教学的链接》课题实践，
融入教材，融入课堂。

教育部信息化项目校、全国心理健康教育特色校、教育部学科哲学课题校、团中
央实践教育先进校、福建省高中课改基地校、福建省文明校园、福建省首批示范性高
中……近十年来，30人考入清华、北大，本科上线率、初中“七率”居全省前列。

这些是泉州名校晋江一中近十年来取得的成就，这个县域中学的崛起究竟藏着
什么样的密码？近日，海都记者来到晋江青阳石鼓山，为您揭秘这所创办于1952年
的70年老校的崛起密码。

在晋江，与晋江一中同
样出名的，还有这所学校的
校长陈燎原。

“我们校长是个有故事
的人。”这是在采访中，提起
陈燎原时，师生们说过最多
的话。在师生们眼里，正是
这位 2007 年到任的“有故
事”校长提出的“学生第
一”、“哲学治校”理念，带领
着学校一步一步走上巅峰。

陈燎原说，晋江一中将
学生置于首位，一切工作围
绕学生，为了学生而展开。
从教育心理学上说，这个

“第一”体现在了对学生个
性差异的理解和尊重。

这种扎实接地气的工
作方式，来源于陈燎原的丰

富的一线教学、管理经验。
1990 年，从教第二年的他
就接手了当时全校被戏称
为“厕所班”的年段“差
班”。经过观察，陈燎原发
现这个班级的“坏孩子”喜
欢溜旱冰。根本不会溜冰
的陈燎原就经常在体育课
时带着孩子们玩旱冰。在
一次一次的摔碰中，他自己
学会了溜冰，也与孩子们建
立起了信任。

“教学并不仅仅在于书
本。”陈燎原说，通过溜冰他
告诉孩子们，每个人都有长
处；而自己坚持学溜冰是想
告诉孩子，只要坚持一定会
有所收获。通过各种努力，
后来这个“厕所班”彻底改

变了面貌，成为学校的先进
班。他还曾花一年的时间，
成功让一名英语成绩只考
8分的孩子跃进到了72分。

“智慧是在失败面前，
开心地笑，说：它又给我机
会了；智慧是摔倒了，对大
家摇摇手，说：我自己来。”
在晋江一中，每个孩子每年
都会得到一张有意思的“校
长寄语”小卡片，上面的每
一句话都饱含深情、哲理。
该校王洛阳副校长介绍说，
这张小小的卡片其实大有
文章，它浓缩了学校的治
学、治校理念和学生发展导
向，让孩子们于无声处体悟
人生真谛。

孩子们有卡片，老师们

也有。晋江一中的每个老
师都有“六卡”：阅读卡记录
老师的理论经典，联系卡让
师生的交流更畅通，帮扶卡
为学困、心困、身困、贫困的
孩子突围，创新卡铭刻争先
创优的点滴，廉洁卡促进师
德，故事卡写就职业生涯的
每一个经典。

除了这些卡片，校长的
“茶道”也让老师们印象深
刻。“谈话不长，每次 5 分
钟。”曾经不止一次品尝过
校长新茶的龚馨雅老师说，
校长请茶时间很有规律，新
年伊始，大考前后。“茶话”
或鼓舞人心或总结经验教
训，“这让我们教师有了更
加明确的发展方向。”

带过“厕所班”的名校长

校园处处哲学风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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