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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近日，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最
新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20年全
国新增 5 个“千亿县”，总数达到 38
个，GDP总量达5.7万亿元，以不到全
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0.47%，贡献了全
国 5.66%的GDP。其中，晋江以 2616
亿元位列第四，居福建省首位。

据了解，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赛迪顾问）直属于工业和信息
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县域经济研究中心是赛迪顾问
专业从事区域经济发展策略、产业升
级路径和营商环境优化对策的咨询
服务部门。

此次报告中显示，福建共有 4个

“千亿县”，分别是：晋江、南安、惠安
和福清。其中，泉州的晋江、南安、惠
安分别以 2616亿元、1353亿元、1318
亿元（含泉州台商投资区）位居第四、
第十四、第十五，居福建前三。

晋江市统计局发布的《晋江市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2020年，晋江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2616.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4.2%。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继续保
持全国第四位，县域经济实力连续27
年居福建省首位。

记者了解到，2020年全国“千亿
县”共有 38个，分布于全国 9省，分
别为江苏 16 个、浙江 9 个、福建 4
个、湖南 3 个、山东 2 个、贵州 1 个、

河北 1 个、江西 1 个、陕西 1 个。值
得一提的是，在 38 个“千亿县”内
部，呈现出明显的梯队分布。其中，
昆山、江阴 2 个头部强县 GDP 已经
超过 4000 亿元，张家港、晋江、常
熟、慈溪 4 个县级市 GDP 处在 2000
亿元级别，其余 32个县（市）在 1000
亿~2000亿元之间。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最新报告显示

晋江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列全国第四

一幅幅由紫、黄、白、绿不同颜色水稻“绘制”而成的稻田彩绘，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大气壮观，独具特色。这是晋江市九十九
溪流域田园风光拓展区项目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

日前，记者来到迎宾北路，经过技术人员一个多月的精心设计和种植，道路两侧由彩色水稻“绘制”而成的4幅巨幅稻田彩绘
已清晰可见，呈现出别样田园风光。

为展现晋江人爱党、爱国、爱家的情怀，项目组将传统农业与艺术创意、党建引领、乡村旅游相结合，在迎宾北路两侧的连片水
稻田上进行稻田彩绘，以彩色稻作“颜料”，大地为“画布”，设计“欢庆建党百年1921—2021”“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晋水欢歌颂
党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共4幅大型彩绘图案，以乡村振兴新面貌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本报记者 沈茜

5月15日起，游泳、乒乓球和田径三场世中运测试
赛先后在晋江举行。场馆高大上、赛事国际范，受到了
前来观赛的市民一致点赞。这充分说明晋江有能力、
有底气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大赛。

这三场测试赛均在全新的世中运场馆举行，三场
比赛各有特点，从不同角度考验了世中运执委办的承
办能力。在满满国际范的背后，是执委办工作人员展
现出来的“晋江拼”。

筹备时间短、强度大，是测试赛最大的困难。为了
办好测试赛，许多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甚至以场馆为
家。就算在高强度工作量的赛事期间，执委办也坚持
每天召开总结会。正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才使得
赛事顺利举行。

这次测试赛证明了执委办赛事执行方案是科学可
行的。测试赛的作用就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
三场测试赛举办过程中，执委办现场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整改方案落实到人、限时完成。说干就干，干就干
好，这也体现了晋江办好世中运的态度和决心。

三场测试赛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对于不久
后正式登场的世中运，晋江更有信心！

四 口

拼出来的“国际范”

本报记者 张茂霖

最近的降水真是频繁，昨天雨淅淅沥沥下个不
停。昨日，晋江气象台分别于11时55分、15时15分发
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据晋江
气象台监测显示，晋江市有4个镇街24小时雨量超过
50毫米，紫帽镇74.7毫米为最大。

瑞雪从晋江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三天，晋江依然多
阵雨或雷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出现在午后，部分镇街
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
注意防范。此外，雨天路滑，能见度低，大家出行要注
意交通安全。

今天小雨转中雨，22℃~25℃，沿海东北风3~4级；
明天大雨转小雨，23℃~29℃，沿海偏南风4级；后天小
雨，24℃~29℃，沿海西南风4级。

今起三天都有雨
主降雨时段在午后

本报讯（记者 沈茜）经过一番改造，老街巷有了
新故事。记者昨日在晋江市古街巷微改造项目推进会
上获悉，作为2021年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5
条乡村古街巷微改造示范项目有了新进展。

自今年 2月启动征集报名以来，晋江市委乡村振
兴办组织专家现场评定，确定安海镇瑶前村、紫帽镇紫
星村、金井镇围头村、金井镇塘东村、龙湖镇福林村等
5个村开展古街巷微改造项目。通过公开招投标，确
定5家设计单位，一对一实行陪伴式服务。目前，各村
规划设计初步方案基本形成。

在华侨大学建筑学院专家团队来开展一系列前期
工作后，安海镇瑶前村确定此次进行微改造的古街巷有
一公里左右。其中，龙泉路将作为主要街巷重点改造。

瑶前村党支部书记颜金练介绍，瑶前村现存古厝
43座，目前已完成11座的修缮工作。其中，村里将对3
幢已修缮好的古厝进行统一规划利用，拟建设瑶前村
史馆、家风家训展示馆、农具展览馆、农家书屋、乡村传
统民宿等，让古厝重焕新生。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
筑师吴少峰告诉记者，经过前期多次实地考察、调研，
他发现瑶前村的老年群体和儿童群体的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有待提升。因此，他认为在人居环境整治、景观提
升等基本改造基础上，要突出“功能性”，打造一条能服
务村里全年龄层群众的古街巷。

此外，立足于瑶前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风光，
结合目前生成的乡村共享驿站、善水塘垂钓场、黑山羊
观光园等多个产业振兴项目，吴少峰认为，瑶前村古街
巷微改造可以与这些项目串联起来，形成产业联动，通
过资源整合，发展特色采摘、亲子研学、农耕文化等乡村
旅游项目，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古街巷微改造，可以说是在微景观基础上，在建设
内容、范围、内涵等方面的一种延伸、拓展和提升。”晋江
市委乡村振兴办副主任许建林表示，通过对古街巷微改
造，将进一步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传承保护古建筑，挖掘
梳理乡村历史文化，留住乡愁记忆，提升村民生活品质。

本报讯（记者 唐淑红）昨日，备受瞩目的“加油
小宝贝 助力世中运”晋江少儿体能城市挑战赛活动在
晋江宝龙广场一楼中庭落幕。本次活动由晋江经济报
社携手晋江宝龙广场、启飞少儿体能训练中心联合举
办，持续两天，吸引青阳、东石、金井、龙湖等地的 300
多组亲子家庭参与。

活动中，300多名小朋友化身小勇士奔跑在绿色草
坪上勇闯关卡，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现场精彩纷呈，
既有热身舞，又有专业的挑战赛。现场设置7个挑战项
目，有匍匐前进、独木桥、跳一跳、踩木桩等，小朋友直呼

“好玩”。看到小朋友一路披荆斩棘、奋勇向前，家长们不
停地为他们呐喊助威，并用手机定格下美好瞬间。

“太好玩了，我还想再挑战一次。”来自东石中心幼
儿园小班的张淳瑞意犹未尽地说。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道由专业教练精心设计，分
为大龄组和小龄组两个组别。经过激烈的角逐，两个
组别各评出前十名，其中前三名选手各获得奖杯和奖
牌、精美礼物。

不少亲子家庭纷纷称赞此次活动。张淳瑞的家长
告诉记者，此次活动环节设置得很好，既有专业的体能
器械，又有专业的教练在场指导，很专业。

助力世中运
晋江少儿体能
城市挑战赛落幕

老街巷 新故事
晋江今年改造5条乡村古街巷

稻田“彩绘”献礼建党百年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昨晚的晋江雨下个不
停，季延中学却是一片火热。学校每年高考前的必
备节目——“喊楼”如期上演，初一、高一、高二全体
学生满怀热情，雨中喊楼，为高三学长加油助威。

最激动人心的当属全场齐喊口号送祝福环节了。
“高考加油，季延必胜！”雨中，季延中学千名学生挥舞
着荧光棒，高声齐喊加油口号，呐喊声一浪高过一
浪。站在楼上的高三学子热切回应着这一波波鼓励和
祝福，奋力鼓掌喝彩，场面甚是震撼，感动与热血在校
园蔓延。

令考生惊喜的是，“喊楼”时分，教学楼也同步出现
了加油口号及图标的投影，光影幻动，流光溢彩。而当
季延校友总会的学长学姐们举着一块写着“高考加油，
季延必胜”的大红布穿过人群时，大伙儿的情绪更加高
涨，一遍又一遍的加油声愈发高亢。与此同时，北京、
厦门等地的季延校友也在隔空“喊楼”，为高三学子摇
旗呐喊。

“实在是太震撼了，激动人心。谢谢校友、学弟学
妹如此振奋人心的祝福，我们一定会加油的，带着这满
满的祝福，全力冲刺高考。”“喊楼”接近尾声，高三 11
班学生王丽仍有些意犹未尽，兴奋地与楼下的学弟学
妹互动。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季延中学校友总会还到高三
各个班级分发加油巧克力，给高三班主任送鲜花。每
一块巧克力都是独家定制的，包装上写着“金榜题名”

“高分夺魁”“超常发挥”等字样。收获如此特别的“礼
物”，考生们一个个喜笑颜开。

晋江季延中学
千人雨中“喊楼”

几十年如一日的牛奶、鸡蛋、馒头“标
配”早餐过后，81岁的林后灿习惯地翻一
翻报纸，然后与妻子王乌养一同到村里走
走转转，偶尔带上篮球到球场投投篮。日
子过得悠然、恬淡又幸福。

“后辈有胸怀家国的理想，为人清正，
我就心满意足了。”谈及晚年生活，林后灿
心里更多的是子孙后辈对家风的传承：为
人正直，甘于奉献。秉持着这样的党员信
条，林后灿在过去几十年里都是这么做的。

经历苦日子，更懂珍惜甜。林后灿生
于晋江市陈埭镇宫口村一个贫困家庭，在
他记忆里，小时候最羡慕的是身边那些能
吃上一碗高丽菜或是地瓜叶的人。在他
看来，这算是“生活还过得去”的家庭了，
而他，常常是上顿不接下顿。

18岁那年，为了填饱肚子，林后灿到
三明永安火车机务段谋生。“那段日子也
很苦，但起码能吃饱，还有粮票，这种机会
不是人人都有的。”林后灿初次感受到工
作带来的幸福感——不用再挨饿。

自己吃饱了，不能饿了身边人。林后
灿虽然身在异地，但心里装的是老家的
人。在三明工作期间，年轻力壮的他干活
勤快，省吃俭用，为的是在每次回家探亲

时，把粮票和有限的工资带回分给家里人。
“有一次，我看到家人还是像以往一

样，吃不饱饭，只能吃菜叶，身体都水肿
了，心里特别难受。”林后灿渐渐有了一个
念头，要更卖力工作，让家人吃得饱。然
而，事情并不如意。1963年，23岁的他将
荣升为火车司机，却因为一次意外腰部受
重伤，卧床 2个多月也未能治愈。此后，
林后灿便辞职返乡。 （下转2版）

经历苦日子 更懂珍惜甜
——陈埭宫口村老支书林后灿的家风传承

本报记者 王诗伟

学弟学妹为高三学长加油助威。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本报记者 秦越 摄

瑞雪说天气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家庭榜单

父亲：林后灿 退休 党龄48年
长子：林松庆 在职 党龄27年
次子：林祥平 在职 党龄29年
孙女：林茗茗 在职 党龄7年
孙婿：翁鸿翔 在职 党龄7年
孙子：林育锋 创业 党龄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