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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_许洋洋

本报讯 昨日上午，晋江市
领导到英林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集体现场学习，并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集体
研讨。晋江市领导刘文儒、张文
贤、林仁达、王明元等参加活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
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在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
刘文儒领誓下，党员干部在埔
顶寮会议会址重温入党誓词。

活动中，党员干部还实地
参观晋江沿海区革命纪念馆，
通过旧物件、老照片、文字介绍
等方式，一同瞻仰革命前辈艰
苦奋斗的光辉历程。

在集体研讨会上，与会党
员干部首先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随后，晋江市
领导王明元、林惠玲、吴忠刘、
姚志强、李森建、林庆峰围绕研
讨主题结合自身工作和学习分
别作重点发言。

刘文儒指出，各级党委（党
组）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学深悟
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以及“晋江经验”传承创
新发展历程结合起来，真正做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把党史学习教育与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
重要讲话精神联系起来，深入开
展好“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
活动，全力在四个“更大”使命任
务中贡献更多晋江力量。

刘文儒强调，要通过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追寻晋江“红色记
忆”，挖掘晋江“红色基因”，全面
梳理归纳内容，进一步打造好红

色教育基地；要不断增强宗旨意
识，以实际行动为群众创造更高
品质生活，开展好“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切实解决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同
时，要着眼长远，完善文明创建、
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社会治安
等体制机制，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要在学党史中

开新局，布局好一批重大项目、
重大改革、重大支撑，谋划好发
展蓝图，全面提升自身能力水
平，提高自身责任感，通过学习
了解党的光荣传统，时刻保持共
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
拓进取的优良品格，为传承创新
发展“晋江经验”不断注入更强
动力。

在学党史中开新局 谋划好发展蓝图
晋江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集体现场学习暨主题研讨

本报记者_阙杨娜

本报讯 昨日，晋江市召
开专题会议，听取部分重要通
道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规划设计
方案汇报，研究有关工作事项，
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晋

江市领导刘文儒、张文贤、张淑
语参加会议。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
书记刘文儒强调，要进一步优
化规划设计方案，根据相应的
道路动脉梳理不同的绿化风
格，注重与周边建筑的搭配、衔

接，打造点线面结合的绿化系
统，让这些重要通道形成独特
的风景；要不断完善道路功能，
对道路的行道树的培土换土进
行提升，对凹凸不平的路面、破
损路沿石进行修补，完善道路
两侧的健身步道和健身器材，

对道路两侧的建筑立面进行统
筹整治；要有系统化思维，通过
一次规划、分期实施，打造简
约、大气、流畅的重要通道，不
断提升通道沿线的人居环境；
相关部门要有主人翁意识和责
任感，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要求，

加大人力投入、加强工作力度，
围绕高品质理念，打造高品质
生活，推动高质量发展。

晋江市市长张文贤要求，各
级各部门要强化担当，借势而为，
强力推进“三拆一清”，坚决拆除
违章搭盖、违规广告，全力提速立

面整治，全面提升重要通道沿线
景观品质。要注重层次感、大视
野，成片推进绿化景观提升，营造
强烈的视觉冲击。要统筹道路
功能配套，合理规划布局出入口、
公交站、人行道、慢行道等，让群
众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系统规划 分期实施 提升品质

打造简约大气流畅重要通道

本报记者_董瑞婷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文物局核定公布第一批革
命文物名录，泉州共有134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上榜，
其中晋江有24处被列入名录。

晋江入选的这24个不可移动文物点是：围头“八·
二三”炮战遗址之安业民烈士纪念碑、围头“八·二三”
炮战遗址之达屋楼、围头“八·二三”炮战遗址之一号碉
堡、围头“八·二三”炮战遗址之一号防炮洞、围头“八·
二三”炮战遗址之毓秀楼、围头“八·二三”炮战遗址之
1—4号炮台、围头“八·二三”炮战遗址之战地坑道、围
头民兵哨所、围头“八·二三”炮战瞭望台、园坂济阳楼、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第一次干部会议会址、桂山晋江县
人民政府旧址、蔡及时墓、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
队泉州团队部旧址、金井烈士陵园、晋江县革命烈士纪
念碑、内坑烈士纪念碑、清濛沈尔七故居、运伙许运伙
故居、桥头许集美宅、东村会议旧址、高霞原晋江机场
部队营房、围头新村、张厝王宏生烈士纪念碑等。

本报记者_张茂霖

昨日，晋江以阴天和多云天气为主，人体感觉较为
闷热，不少市民穿上了短袖，满满夏天的味道。据晋江
气象台监测显示，昨日各镇街最高气温普遍在26℃以
上，内坑镇为全市最高的30.3℃。

瑞雪从晋江气象台了解到，今明两天，受西南气流
影响，晋江以小雨和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较高，最高
气温在28℃以上。但是昼夜温差较大，瑞雪提醒大家，
一早一晚记得披一件外套。

今天小雨转多云，20℃~28℃，沿海偏北风转偏南
风 4~5级；明天阴转多云，21℃~30℃，沿海西南风 4~5
级、阵风 6级；后天多云，21℃~31℃，沿海西南风 4~5
级、阵风6级。

本报记者_张华玲

本报讯 昨日，《晋江经济报》电子版全新上线，新
的域名为 https://jjjjb.fjdaily.com。此外，本报还入驻

“新福建”App，读者也可通过“新福建”阅读本报。
记者体验发现，全新上线的电子报页面简洁明快，

一目了然。读者可以在电子版上浏览本报自今年2月
23日起的所有报纸版面。此外，每天下午4时，本报当
天所有报纸版面都将准时上线。读者登录新域名，即
可快速直观地浏览本报当天的所有版面，即时了解各
种新闻资讯。

此外，本报还入驻“新福建”App。读者下载并打
开“新福建”App，点击右上角“读报”图标，即可看到页
面下方的“晋江经济报”字样，点击即可阅读。其中，

“版面”“目录”和“往期”等选项方便读者、网友精准选
择阅读内容。

晋江经济报社是福建日报社下属事业单位。经原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晋江经济报》于2006年4月
19日正式创刊，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是宣
传福建省晋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和建设新貌的区域性
经济类报纸。自成立以来，报社始终坚持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重点持续
关注、报道“晋江经验”的创新传承发展，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日益增强。

《晋江经济报》电子版秉承着这样的思路，以全新
的页面、全新的呈现传播精彩内容，贴近受众，服务社
会，彰显党报责任与担当。

入驻“新福建”App
本报电子版全新上线

全省首批革命文物名录
晋江24处文物点上榜

今日有小雨
昼夜温差大

一栋普通的红砖古厝 一场为期近3个月的会议

埔顶寮：70年前烽火岁月的红色印记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晋江英林西埔村的“埔顶寮会议”会址及晋江沿海区革命纪念馆迎来了一批批“客人”，他们在这里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
在闽南地区，“埔顶寮会议”会址是一栋常见的红砖古厝。70多年前，就在这个不起眼的房子里，为期近3个月的“埔顶寮会议”召开了，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闽中地委在晋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2018年12月21日，“埔顶寮会议”会址开馆，成为“晋江市党员教育基地”和“晋江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走进会址，无论是关于会议的

介绍，还是当时留存下来的黑白照片，抑或是每一件摆设，都是那段烽火岁月的重要印记。 本报记者_施蓉蓉 秦越 文图

埔顶寮村是英林镇一个偏
僻的小村庄，人口少，阶级成分
较单纯。自 1942年起，中共沿
海区委就在这里设立了交通站。

1947 年 1 月 12 日，中共闽
浙赣边区委作出《关于发动爱国
游击战争的决定》。随后，全省
各地区纷纷开展爱国游击战
争。同年8月28日，区党委总结
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失利的经
验教训，并作出《闽浙赣人民斗
争特点与闽浙赣人民游击战争
的指示》（简称“八·二八”指示）。

当时，闽中地委负责人黄国
璋决定与刘润世、祝增华从闽侯
往南，巡回传达“八·二八”指示
精神。他们第一站前往福清金
芝老基点村，第二站到了惠安山
腰的三朱交通站。11月，黄国
璋和地委几名成员从惠安转到
晋江，准备召开泉州中心县委干
部扩大会议，继续传达“八·二
八”指示精神。

到了晋江，会议在哪里开
呢？黄国璋原考虑去内坑，因为
那里的革命斗争历史长、群众基
础较牢固。但泉州中心县委认
为经过“科任事件”“五一事件”
和“安海暴动”后，安海、内坑及
永和的英墩、东石的塔头等地都
已暴露，目标太大，不安全，不适
宜做会址。考虑再三，最后选择
了埔顶寮村。

当时，村子东面和南面各有
一个大坟场，平时很少有人进
来。靠近村子有一条大深沟，再
往外又有一条玉坂溪，整个村子
被相思树包裹得严严实实，从外
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房屋，既便
于隐蔽也便于疏散，做会址比较

理想。
“当时村子里有20多户100

多个人。由于会议规模大、时间
长，不可能对村里群众保密。为
了确保会议顺利进行和加强党
的领导，其间成立了埔顶寮党支
部。埔顶寮的 3名党员带着开
会的同志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
一是挑明共产党员身份；二是要
求大家保密；三是一旦发现陌生
人进村要及时报告。”西埔村102
岁老党员、“埔顶寮会议”亲历者
洪肇服，时任埔顶寮支部书记，他
回忆道，当时埔顶寮没有几幢房
屋，住的地方很困难，吃的只有地
瓜和地瓜干，菜也只有咸菜和酱
瓜。做好群众工作后，同志们就
敢到户外活动了，和群众的关系
也渐渐密切起来，有的还住到其
他群众家中，大家有时还放声高
唱革命歌曲，埔顶寮简直成了小
小的解放区。

1947 年 11 月至 1948 年 1
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英林埔
顶寮召开干部会议，集中学习刘
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
党的章程的报告》。黄国璋传达

“八·二八”指示精神，总结开展
爱国游击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
并重新进行战略部署。在群众
的支持配合下，为期近3个月的

“埔顶寮会议”顺利进行。这个
会议是泉州地区从革命低潮走
向革命高潮的重要转折，对于推
进泉州地区革命斗争的胜利发
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在战争硝烟远离的今天，
我们更应该感恩党的领导，时刻
不忘那些革命岁月，倍加珍惜现
在的幸福生活。”洪肇服说。

“埔顶寮会议”会址修
缮，成为西埔村近年来首屈
一指的大事。

会址的重要意义不言而
喻。但因该会址产权属村民
所有，如何解决修缮及日后
管理问题？在市镇两级党委
的指导下，西埔村通过基层
协商民主议事会，顺利解决
了这一难题。

2017年8月5日，西埔村
召开基层协商民主议事会，
以地块置换的方式解决了会
址的产权问题。从此，该会
址归集体所有。镇、村两级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对会址
进行规划修缮，并全面整治、

提升周边村容村貌，营造了
浓厚的红色氛围。

2018 年 12 月 21 日，修
缮一新的“埔顶寮会议”会
址正式开馆，与 2004年开馆
的晋江沿海区革命纪念馆
连成一片，成为西埔村一张

“沿海革命文化”名片，吸引
了一批又一批党员、群众前
往参观学习，革命的激情在
这里延续。

英林镇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埔顶寮会议”会址、晋
江沿海区革命纪念馆是英林
镇党史学习的重要基地。下
阶段，英林镇将组织机关党
员干部及全镇各领域党组织

负责人、党员等，到西埔村开
展党史学习主题教育。此
外，英林镇将对晋江沿海区

革命纪念馆进行重新修缮、
提升，更好地留存革命印记、
传承红色记忆。

几番思量 会议选址“埔顶寮”

保留革命旧址 传承红色记忆

“埔顶寮会议”会址。

市民在“埔顶寮会议”会址学习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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