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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郎书院的开办，离不
开爱心乡贤的支持。”戴秋耿
说。

据介绍，这栋大厝最早
由印尼华侨戴平佑所建，上
世纪70年代被大庭小学借用
为教室，后由村民戴凤洗购
入居住。几年前，戴凤洗的
子孙陆续搬出后，大厝便开
始闲置。今年4月，大庭村党
总支部第一书记戴端阳与古
厝主人戴凤洗的女儿戴德华
商量后，戴德华决定大厝的
左护厝供村里无偿使用。

“我也曾在大厝里上过
学，父亲将房子买下后，我们
一家人生活在这里，对这座
大厝有很深的感情。”戴德华
说，父亲2000年过世后，她和
兄弟也陆续搬出，大厝便处
于无人居住的状态，“父亲一
生热爱公益事业，受到乡亲

们的爱戴，听到村里有建公
益书屋的需求后，便决定将
大厝无偿提供给村里使用”。

“目前，书院共有藏书约
2000 册，一部分来自村里的
农家书屋，其余由爱心乡贤、
社会爱心人士及书店捐赠。”
戴秋耿说，书院揭牌当天，新
华书店捐赠了200册图书，自
由撰稿人戴伟峰捐赠了 300
册，旅港乡贤戴建评也捐出
自己撰写的医学常识、折纸
艺术等方面的书籍。

如今，九郎书院既是公
益书屋，也是大庭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和村里的青少年
活动基地。据悉，未来书院
还将“升级”，增加乒乓球桌、
棋牌室、羽毛球场等，让书院
的“文体娱”更加丰富，并发
动村里的退休干部、教师，一
起帮忙管理书院。

闲置大厝变新书院
在泉州南安市码头镇大庭村，乡贤无偿提供一座闲置多年的闽南

大厝，在村委会和其他乡贤的助力下，成为老少皆爱的公益书院

书籍出版后，黄印级
多次到南安及周边的大中
小学校和老年大学、社区
阅览室、图书室、百姓书房
等场所赠书和教学，足迹

还涉及泉州、厦门等地。
多年下来，除各级各部门
补助资金和朋友赞助支持
外，他个人用工用时并自
费出资 20多万元，累计赠

书 29000册，教学讲课 300
多场，受益人次超两万。

为了推广闽南话，近
年来，黄印级也“潮”了起
来，开通了微信视频号、抖

音号等自媒体。目前，老
人的抖音粉丝近 5 万，个
别节目浏览量近 200 万、
5000人收藏，很多节目浏
览量达几十万人次。

玩转闽南话 这位老人被全国点赞
今年72岁的黄印级老人，十多年来，一直坚持推广传播闽南话

和闽南话俗语，获评2023年全国新时代“百姓学习之星”

敬业笃行 他们是福建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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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感动福建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再次出发，让我们重温那些
无悔坚守、精益求精、开拓创新，激励感动无数人的精神榜样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杨江参 文/图

在泉州南安市码头镇大庭村，一座闲置多年的闽
南大厝，在今年焕发出新生机，成为一座老少皆爱、常
去光顾的书院。闲置大厝变身书院，背后有哪些故事？

8日上午10点多，记者来
到大庭村，一座古色古香的
闽南大厝出现在记者眼前。
大厝的正门和左护厝的大
门，均保留着木质门，上刻一
对漂亮的“囍”字，寓意“双喜
临门”。其中，左护厝大门的
青石上，还雕刻着一些精美
的人物像。书院位于大厝的
左护厝，上写“九郎书院”。

“九郎，是我们村的开基
祖先，唐末随王氏入闽，书院
以他的名字命名。”大庭村村
委会常务副主任戴秋耿介
绍，九郎书院是大庭村 2023
年省级乡村振兴项目之一，
占地 200多平方米，今年 4月
开始改造，通过争取上级补
助和村委会自筹，共投入 30
余万元，于今年 8 月 28 日上

午正式揭牌。平时开放时间
是上午9点至11点、下午2点
至 5点，开放一个多月以来，
已成为村里孩子和老人读
书、休闲的文化“充电桩”。

记者走进九郎书院，内部
宽敞明亮、环境清幽，大厅一
侧墙壁的宣传板详细介绍了
大庭村村史及新农村建设等
内容。再往里走，设有茶歇
区、大讲堂，配备投影仪、讲
台、电脑、音响、桌椅等。大厅
的左侧一排设有6个房间，前
两间是可容纳上万册图书的
书房，第3间是家风家训馆，第
4间是“桑梓情怀”主题展，第5
间为“传承红色基因，永葆革
命本色”主题展，第6间是“农
耕文化”主题展。书院整体布
局错落有致、别具匠心。

改造4个多月，“九郎书院”揭牌成立

提供场所、捐赠书籍，乡贤们群策群力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杨江参 文/图

日前，2023年全国新时代“百姓学习之星”和“终
身学习品牌项目”宣传推介名单公布，福建省有5人入
选。其中，来自泉州南安市的黄印级榜上有名。

记者从南安教育部门了解到，出生于1951年的黄
印级，是中共党员，自2010年开始收集整理闽南话俗
语，于2012年和2017年先后出版72万多字的《闽南话
俗语》《闽南俗语教学》。此外，他还创办“南安市大兴
闽南俗语传习中心”，传播闽南话和闽南话俗语。

黄印级说，退休前，他
一直从事文宣工作，对闽
南话俗语有着浓厚的兴
趣，不过，他也发现，不论
是闽南语电视节目，还是
KTV里的闽南语歌单，不
少字幕不标准，而且从小
说普通话的不少本地年轻
人连闽南话都不会说了。

“这不应该！有没有
一种方法让闽南话变得易
学，让更多的人喜欢它、愿
意学它？”黄印级说，他一直
琢磨这个事情，直到有一天
老伴调侃他，“鼎中央无滚
鼎边沧沧滚”（意为“主要的
人未出声未做事，周边的人
先出声先做事”）。

“这句闽南话俗语一
下子点醒了我。”黄印级
回忆，在他这一辈人中，
闽南话俗语使用十分普
遍，而闽南话俗语是闽南
话的精华，“也许可以搜
集编写闽南话俗语，供人
们学习闽南话”。

当时，泉州尚未见有人

出这方面的书，黄印级风趣
地说：“现在煤气灶还真是

‘锅边可以先滚’呢……”
为了搜集俗语，黄印

级走遍各个乡镇，找当地
老人请教，打电话找厦门、
漳州等地的朋友征集，生
活中与人聊天，听到有人
说俗语，就马上记下来。

如何学闽南话，老伴的调侃点醒了他

自媒体达人，他的抖音粉丝近五万

黄印级在讲授闽南话俗语

书院开放后，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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