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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天再喷洒一次
农药，这棚秧苗就可以下
田了，要不是你们来帮忙
检查，我们都没发现喷洒
设备存在隐患，谢谢你们
啦！”4 月 15 日，在福建省
泉州市惠安县坤德农场，
该农场负责人何志阳对着
正在育苗基地检查喷灌设
备的国网福建电力“双满
意”（惠安海丝之光）共产
党员服务队感谢道。

近年来，惠安县大胆
探索“供销农场”模式，积
极推动农业提质强基工
程，以科技之力为关键杠
杆撬动农业现代化，倡导
水稻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
发展，积极推动工厂化育
秧、旱作稻机械化生产步
入快车道。坐落于惠安县
走马埭国家级现代农业示
范区的惠安县坤德农场，
是一家集农业生产、科研、
培训、社会化服务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农场。

“秧好一半禾，苗好七
分收。”育秧是整个春耕生

产的关键环节，为做好春
耕备耕工作，早在3月中旬
该农场就做好了“海水稻”
育秧准备。走进坤德农场
育苗基地温室大棚，一盆
盆翠绿秧苗整齐排列在育
秧架上，抬头便是温度感
应器、喷淋器、水肥一体化
自动喷灌器等电气化设
备，以保证温室的温度、湿
度恒定适宜，以解决水稻
种传统捂热催芽、芽苗生
长靠天气的难题。

据悉，电气化育秧大
棚改变了以往水田育秧模
式，育秧 25天左右就可以
进行水田插种，而且科学化
的集中育秧管理大大减少
了秧苗的虫害发生，保证了
秧苗成苗率。为保障育秧
关键期的用电需求，国网惠
安县供电公司第一时间组

织党员服务队上门开展用
电服务，指导农场正确维护
和使用喷灌用电设备，对涉
及春耕春灌等用电设备开
展巡查，为农场安心生产提
供强有力的供电服务保障，
确保农户春耕春灌用上“舒
心电、放心电”。

当前，国网惠安县供
电公司根据春耕春种用电
需要，以供电所为单位联
动属地乡镇通过“村网共
建”平台，建立“五个一”农
业挂钩机制，针对农业生
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越
来越高的现状，以“人巡+
机巡”方式，加强对涉农的
供电线路、抽水灌溉供电
设施巡视检查，同时加大
对用电安全知识在田间地
头的宣传，确保农业生产
安全用电稳定可靠。

打开“说咱闽南话”
APP，“母语永远年轻”六个
字最为醒目。“这里的年轻，
有两层含义，一是希望有更
多年轻人能说闽南话、学习
闽南文化；二是希望通过这
个平台，赋予闽南话和闽南
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
APP发起人、世晋青永远荣
誉会长许华芳如是说。

谈及打造APP的初衷，
他笑道：“源自内心的一种遗
憾。”常年居住上海的许华
芳，在父辈的耳濡目染下，对
家乡晋江有着很深的感情。
他说，自己的儿女从小没有
在家乡长大，对于“咱厝话”
虽然听得懂但很少讲，而当
下许多闽南的年轻人都是如
此，这让他感到很遗憾，“如
果连家乡话都不会讲，那你
怎么爱家乡呢”。

2018年 6月，许华芳受
邀回晋江参加“壮阔东方
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
改革开放 40 年”大型主题
采访活动。在全国 30家媒
体面前，他首次提出“开发
一套推广闽南语的应用软
件”的想法。和团队进行充
分沟通探讨之后，打造一款
公益APP的想法很快成型。

时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
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晋江安
海人曾南逸是世晋青常务理
事，也是初创团队的一员。
作为多年研究闽南语和闽南
文化的“铁粉”，曾南逸与许
华芳的想法不谋而合。他
说，保护闽南方言，需要一方
面制定方言读音的标准，另
一方面努力恢复方言原有的
知识传播功能和日常娱乐功
能。利用现代媒体来传播方

言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曾南逸解释道，当下，不

只是未成年人不会说闽南
话，成年人的闽南话也越来
越说不好了，常常出现“闽南
话+普通话”“杂糅”的情况。
所以，有必要有一个在线的、
能够发音的字典，让年轻人
想用闽南话说某个流行词
时，查一下就知道怎么念。

2019年6月1日，“说咱
闽南话”APP正式上线。闽
南语字词典、闽南语歌曲、
闽南追剧社……一个个有
声栏目极具闽南味。如今，
这个APP 已经拥有遍布全
球的 22 万名注册用户，其
闽南语AI智能语音转换功
能自 2020 年 10 月上线起，
至今已累计被使用超 270
万次，无论是不是闽南人，
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

传承古老乡音 澎湃年轻回响
自“说咱闽南话”APP发行及闽南话发音人招募活动启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

闽南语、学习闽南文化

国网惠安县供电公司：

智慧育秧翠“电”亮好春景

得知“闽南方言智能
语音”项目，省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省闽
台历史文化研究院常务理
事黄良颇为赞赏，他建议，
对于闽南文化，要立足保
护、有效利用，在继承传统
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研发
制造具有晋江特色的文创
产品，打造形成文化产业，
进而增强闽南人对闽南文
化的认同，让其更有归属
感和文化自信。

身为闽南人的陈宝龙
也不是一开始就热衷于闽
南文化，相反，年少时的他
对身处的这片土地的语言
及文化兴趣寥寥。改变发
生在 2016年，就读养正中
学高一的陈宝龙参加世晋
青组织的“情源晋江·新加
坡之行”青少年文化交流
活动，在拜访新加坡中正
中学时，一位华文老师分
享道：闽南话的措辞很古
典，比如，学校叫“学堂”，
锅叫“鼎”。这让陈宝龙对
闽南话产生了兴趣。“这些
华文老师虽然离乡在外，
但对母语有很深厚的感

情，而我们却忽视了母语
的底蕴和魅力。”回晋江
后，陈宝龙一发不可收，开
始关注起了闽南话和闽南
传统文化。

据最新统计，全世界
约有 7000 万人使用闽南
话。闽南语是闽南及台湾
地区民众、海外福建籍华
侨华人共同的乡音记忆。
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
会务顾问黄东海在马来西
亚生活数十年，让他印象
深刻的是，这么多年来，马
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无
论举办什么活动，压轴节
目一定是闽南语歌曲《爱
拼才会赢》的全场大合唱。

持续创新，才能持续
年轻。根据“说咱闽南话”
APP的运营计划，今年要
在推广上“玩”出新花样：
线上开发“闽南语分级场
景化学习工具”，提供从易
到难的场景化学习材料和
互动课程；线下在学校打
造“语言鸟巢项目”，在社
区打造“闽南话语言文化
中心”，推广闽南文化，搭
建学校交流的平台。

N福建日报 晋江经济报 文/图

今年春节，11岁的晋江小朋友王诚业
格外开心，他成功入选了闽南话发音人，
并在寒假期间完成了录音，“能为方言保
护尽一份力，这就是值得开心的事情”。

王诚业所说的，是一个名为“闽南方
言智能语音”的项目。去年，世界晋江青
年联谊会（以下简称“世晋青”）、“说咱闽
南话”APP 和厦门大学智能语音实验室
科研团队（以下简称“厦大团队”）共同开
发该项目，并推出闽南话发音人招募活
动，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积极参与。

当“中国古代语言活化石”遇到AI，
当传统文化有了新式表达，一种具有生
命力的精神力量，脱去古老、过时的标
签，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

此番闽南话发音人招
募有些特别——首批招募
晋江地区发音人，报名者需
要有在晋江成长、生活或工
作的经历。超出主办方预
期的是，这个看起来有些小
众的活动，发布当天就有
200多人报名，一周内共有
500人报名。报名者最大的
82岁，最小的 7岁，18岁至
35 岁占比超 85%；此外，报
名者中半数以上是学生。
年轻人对闽南话有这么大
兴趣，这超出了该团队的预
期。经过初筛、录音及面试
后，最终选出 22 名闽南话
发音人。

厦大团队负责人许彬彬
介绍，他们团队经过近10年
的研究，已经在现有有声语
料库中积累了数百小时的厦
门腔闽南话素材，而此次晋
江腔的招募，是他们与世晋
青联手，更系统、集中地扩充
有声语料库的第一步。

小小年纪的王诚业，有
着娴熟的闽南话表达能
力。在家里，爷爷奶奶、爸
爸妈妈都说闽南话，还会讲
很多闽南童谣给他听。“我
很喜欢课余时间和同学们
用闽南话讲趣事。从闽南
童谣里，我也能学到很多做
人的道理。”王诚业举例说，
比如，闽南讲古（闽南方言
演绎的说书）有句话叫“绝
对不做博缴虫，害爸害母害
别人，害某害仔阁害翁，最
后吃老没半项”，这和学校
老师讲的“存正心、走正道”
的道理是一样的。

和王诚业一样，很多人
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始身体
力行传承闽南话。

晋江龙湖的苏玲钰从
小就是祖父的小跟班，每天
跟着祖父去村里看高甲戏、
听南音，许多闽南谚语、俗
语就这样走进她的记忆深
处。在她心中，因为与祖父

朝夕相处的孩童时光，闽南
话里还蕴含着令人惦念的
脉脉温情。

“小时候跟祖父出门，
他和其他大人聊天时，经常
会对我说：‘简仔侬有耳无
喙。’这是告诉我，小孩子不
要乱问大人的事情，就算听
到了也不可以乱传。”苏玲
钰说，随着年纪日长，感觉
这是个“金句”，同样适用于
社会和职场，“闽南话里蕴
藏着很多道理、哲理，我觉
得它是个宝藏，我们不仅不
能丢，更要传承开去。”

感受母语温情

当闽南语遇上AI

唤起传承的激情

▲第二届“爱晋江 说
咱闽南话”晋江市青少年闽
南语挑战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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