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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记
者从晋江市卫健局获悉，随着全市各新
冠疫苗接种点的全面铺开，疫苗接种工
作在有条不紊推进中。截至昨日上午
9:30，晋江市累计接种新冠疫苗突破
100万剂次。

记者了解到，为了尽快建立人群
免疫屏障，自 3月晋江市全面启动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晋江市不断提
高疫苗接种服务能力。“我们将各镇
卫生院（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所有新

冠疫苗接种门诊与常规接种门诊分
离，设立了方舱接种点，每周一至周
六开展全天候接种。”晋江市卫健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各镇（街道）还根据
常住人口数，适当扩增了接种台数。
截至目前，全市共设置疫苗接种点25
个，移动接种队 7支，设置接种台 272
台，日均接种量约3.5万剂次。

与此同时，晋江市各相关医疗卫
生机构还及时抽调医务人员进行接
种培训，配足配优各接种单位接种人

员及设备，优化完善接种流程，并结
合实际延长服务时间，最大限度地提
升接种能力和接种效率。值得一提
的是，节假日期间，全市 2000多名接
种一线人员更是坚守岗位，加班加
点，为市民提供疫苗接种工作。

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接种新冠疫
苗，提高疫苗接种效率，晋江市多个
镇（街道）还积极探索，通过线上预
约、现场分号、团体预约等形式，助力
疫苗接种工作有序开展。此外，为了

给前来接种的市民提供更加快捷、有
序、温馨的接种体验，不少接种点在
优化接种流程、延长接种时间的基础
上，还“上线”了一系列暖心服务，诸
如增设等候长廊，配置空调扇，配备
糖果、面包、饮用水等食物，让接种的
市民既舒心又放心。

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晋江市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持续稳步推进。据
统计，截至 6月 15日，晋江全市已累
计接种新冠疫苗 1045053人次，其中

第一剂累计接种750230人，第二剂累
计接种294823人。

“当前，晋江市大规模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正有序开展。”晋江市卫健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整体安排，
6月 30日前，晋江市各接种点优先安
排第二针剂接种。请接种第一针新
冠病毒灭活疫苗满 21天的市民，尽
早预约接种第二针。7月 1日起，将
会继续开展第一剂和第二剂接种工
作。

提供“暖心”服务 提高接种能力

晋江疫苗接种破百万剂次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上午，晋江市市长张
文贤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研究部署燃气安
全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等工作。

会议传达近期各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指示
精神，通报端午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明察暗访情况，部署
燃气安全和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等工作。

张文贤强调，安全发展是首要政治任务，各级各部
门要增强政治敏锐性，统筹安全和发展，把安全生产作
为政治任务、底线任务，从严从实从细落实过硬措施，
坚决守好底线、红线、生命线。

张文贤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意识，以大概
率思维防范小概率事件，迅速开展燃气和危险化学品
专项整治行动，全覆盖排查、全链条管控、零容忍执法，
铁心铁腕整治到底；要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扎实推
进“控事故、保安全、迎建党百年”安全生产集中攻坚专
项行动，抓好自建房消防安全、房屋安全、渔船安全、校
园安全等重点领域，严管严控确保安全；要拧紧压实责
任链条，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
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警惕应付式落实，
加大事前约束力度, 加强群防群治和群众安全教育培
训，把安全生产责任压紧压实到最后一米。

会议还部署了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晋江市领导李自力、张淑语参加会议。

拧紧压实责任链条 铁心铁腕整治到底
晋江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下午，晋江市组织收
看收听全国、全省和泉州市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随后召开会议，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强调、
再部署、再落实。

晋江市市长张文贤指出，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各级各部门要责任在心、职责在肩，严格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兜牢疫情防控底线。

张文贤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组织发动，健全疫
苗快速调配机制，有序推进疫苗接种工作；要强化重点
地区来晋人员排查管控，压实“大数据+网格化”措施，确
保第一时间管控到位；要严格执行境外入晋人员“14天
集中医学观察+7天居家健康监测”，抓严抓实7天健康
监测；要严格规范人员转运，确保专人专车、“点对点”转
运、消杀检测到位，减少输入风险；要加强“三非”人员排
查管控，督导企业规范用工管理，严厉打击非法入境行
为；要提前谋划，做好暑期和秋季开学各项防控工作。

张文贤要求，要压紧压实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属地
责任，组建专人专班，盯紧医疗卫生机构、个体诊所、集
中医学观察场所、疫苗接种点等重点场所，抓好建筑、
消防、燃气、危化品、生物安全等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院
感防控、发热门诊管理等重点环节，从严从细做好涉医
涉疫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晋江市领导黄少伟参加会议。

责任在心 从严落实
坚决兜牢疫情防控底线
晋江市组织收看收听全国、全
省和泉州市疫情防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记者 柯雅雅）近日，福建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公示 2021年度首批省重点上
市后备企业名单的公告》，喜多多、婴舒宝、卡尔美、
佶龙机械、华宇织造、伟志股份、峰安皮业等 11家晋
企入选。

记者从晋江市金融工作局了解到，2021年晋江
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达 84 家，同比增长 58.49%。其
中，华清电子、牧月科技、晋江农商银行等上市后备
企业 41家（含科创板后备 6 家），恺思智能、漫鱼动
漫、力霸机械等挂牌后备企业 43家。

晋江市上市挂牌后备资源大幅增加的同时，上
市挂牌后备结构大幅优化。科创型后备企业 36
家，同比大幅增长 125%；高新技术企业 60家，同比
大幅增长 114.29%，占总数 71.43%，行业涉及高端
装备、芯片、无人驾驶、新材料、信息技术等新兴战
略产业。

本报记者 张茂霖

据晋江气象台监测显示，昨日上午9：30左右，各镇
街最高气温均已突破30℃大关。午后，各镇街最高普遍
在33℃~35℃之间，内坑镇测得全市最高温36.3℃。

瑞雪从晋江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三天，晋江以多云
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达37℃以上。烈日炎炎，
瑞雪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防晒补水。

今天多云，27℃~34℃，沿海西南风 5~6级、阵风 7
级；明天多云，27℃~34℃，沿海西南风5~6级、阵风7级；
后天多云，27℃~35℃，沿海西南风5~6级、阵风7级。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晋江市疾控中心发
布通告，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广
州市、佛山市、湛江市等有本土病例报告的中、高风险
地区。如确需前往，务必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准确记录
好自己的活动轨迹。

据悉，6月 14日，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道集贤路
集安街3号、集贤路109号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截至6
月15日8时，全国共有2个高风险地区，14个中风险地
区，其余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通告指出，14天内有过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
来晋返晋人员，应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住宿酒店报
备相关情况，接受健康管理并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主
动配合相关防控措施。6月 7日 12点起，从广东省广
州市入（返）闽的人员必须持有 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有广州市、佛山市、湛江市等重点区域旅
居史的来（返）晋人员应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住
宿酒店报备相关情况，其中，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按
照要求实行隔离医学观察；来自其他区域的，由社区
（村）对其进行14天健康监测，健康监测起算时间为入
（返）闽时间，并在入（返）闽第1天、第14天进行核酸检
测。因瞒报、谎报造成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依法追
究责任。

东石金山小学：

百年老校 见证岁月峥嵘
本报记者 许春

省首批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11家晋企榜上有名

高温持续注意防暑
最高气温或突破37℃

晋江市疾控中心发布通告
近期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本报讯 （记者
张清清）日前，由晋
江市妇女联合会、晋
江经济报社主办的红
色亲子阅读节圆满结
束。其丰富的线上主

题活动，从“最美阅读 1㎡”评选、红色亲子读物推荐，
到红色绘本封面设计大赛，共吸引了咱厝2000多组亲
子家庭参与。上周五，红色绘本封面设计大赛经专业
的评委评审，最终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已经出炉（具
体详见本周四本报《亲子周刊》报道）。

“我们感受到咱厝家长对这项活动的高度认可和
热情参与。家长们普遍认为，活动后更懂得为孩子选
择合适的读本，也能更有效地进行亲子阅读。”晋江市
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吴秋品表示，晋江市历届亲子阅读
节，通过多形式主题活动，帮助家庭更科学有效地进行
亲子阅读，营造全社会热爱阅读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第三届
亲子阅读节以“红色阅读”为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线
上活动进行全民互动，并开展了7场线下主题活动，包
括一针一线绣党徽、红色儿童小剧场、共绘百米画卷
等，走进五店市、宝龙广场、龙湖、紫帽、安海及陈埭，动
员广大家庭共读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文化
走进每个家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营造同庆百年华诞的浓厚氛围。

红色亲子阅读节落幕
2000多组亲子家庭参与

昨日，距离中考还剩9天时间，在晋江一中华侨中学初三年段的教室
里，初三学子们正在抓紧时间复习，向中考发起最后的冲刺。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瑞雪说天气

每周三，70多岁的退休教师萧砥柱都
会回到晋江市东石镇金山小学，跟副校长
许长桥一起义务整理百年校史纪念专
刊。今年 8月，金山小学将迎来建校 100
周年的好日子。

金山小学位于东石镇萧下村。百年
前，学校从村里的萧氏宗祠开始办学，学
生三四十人，老师四五人。如今，金山小
学已有学生1459人，老师84名，新校区占
地面积达50多亩。

“学校的百年变迁，跟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艰苦奋斗、逐步走向繁荣富强之路
紧密相连。”曾任金山小学校长 12年的萧
砥柱感叹说。

宗祠里办公学
传授新文化

1921年8月，一群总角小儿走进村里
的萧氏宗祠，开始学习国语、古文、算术等
课程。

当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各地纷
纷兴办有别于私塾的公学，萧下村有见识
的乡贤萧光锦等人也一拍即合，在村民支
持下成立了首届校董会，聘请了几名教
师，在宗祠里办起了公学。因为村里有座
赤金山，于是学校取名“金山公学”。

办学之初，条件十分艰辛。教师的工
资由校董会发放，三餐则由学生轮流负
责。学生有三四十人，按照不同的学习进
程，分成了三四个年级上课。

“虽然办学资金紧张，但校董十分开
明，不仅动员穷人的孩子来读书，连以前
不被允许进宗祠的女孩也有了受教育的
机会。”萧砥柱介绍说，新文化运动提倡白
话文，老师们就利用市场上买来的新书和
自己编的教材，开设了改良新尺牍课，教
学生用白话文写信。

1928年，金山公学正式向教育局申请
注册，由政府支持办学，校名改为晋江县
私立金山完全小学。

数次变迁
见证峥嵘岁月

1949 年后，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
宗祠无法继续满足办学需求，校董会就
向村里华侨、乡贤借用空置的房屋，用
来当教室，宗祠则改成教师办公室和宿
舍。

萧砥柱回忆说，因为借用了好几栋房
屋，各班都很分散，“我一年级是在宗祠里
上的课，二到六年级都在村民的房子里读
的书。”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村民们生活

还很贫困，学生常被叫回家干农活、抓鱼
虾，中途溜生的比较多。

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是在
1960年。

当时，国家虽然处于三年困难期，但
萧下村越洋打拼的华侨，不少已经事业
有成。校董会积极联系华侨捐资建设新
校舍。

20元、50元、100元、1000元……在校
史资料中，一张表格详细记载着当时共有
33名东南亚华侨集资了15110元，支持学
校建设。这笔钱对当时来说，可谓是巨
资。许长桥说，即便在上世纪 60年代后
期，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分也才三五毛钱。

华侨慷慨捐资，村民们也热情出工捐
物，在萧下村南山区的一块荒地上，建起6
间教室。墙壁是石头、砖头，房顶是木头、
瓦片。没有水泥，村中的能工巧匠就利用
海蛎壳烧灰搅拌来替代。在一张保留至
今的建校舍照片中，不少学生也来参加义
务劳动，给施工村民捡石头、打下手。

1970年，学校积极开办了附设初中
班，由侨声中学老师来上课，师资不够时，
还聘请其他教师前来授课。该初中班也
成为如今的晋江市金山中学前身（1990
年，金山中学开始独立办学）。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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