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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记者从
晋江市委人才办获悉，晋江日前正式
出台《晋江市硕博人才倍增行动方案
（2021—2025 年）》（以 下 简 称《方
案》），推出“三奖六优九举措”，诚邀
海内外硕博士来晋江创新创业，力争
到 2025年底，全市引育博士、硕士总
量分别达1000名和10000名。

记者了解到，《方案》提出，对于
新引进到晋江工作的全日制博士、硕
士，可分别享受生活补贴 11万元、5

万元，且不限地域、不限专业、不限年
龄、不限毕业时间。

在一次性安家补助或购房补贴
方面，凡是医疗卫生单位、中小学校
（含中职学校）、高校和国有企业引进
的全日制博士，将给予一次性安家补
助最高 50万元。对于新引进的非医
疗卫生单位、中小学校（含中职学
校）、高校和国有企业全日制博士，
将给予购房补贴最高 100万元。此
外，高校、企业、行业协会，若成功引

进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所发生的人
才猎头服务费最高可奖补10万元。

除了真金白银的奖补外，晋江还
为海内外优秀人才提供“六优”福
利。在子女入学方面，凡是取得博士
学位的优秀人才子女，可自主选择晋
江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及
幼儿园就读。在年薪待遇方面，支持
博士到晋江市控股的国有企业工作，
采取市场化年薪，不纳入公司员工工
资总额控制范围。同时，对取得博士

研究生学历的体制外人才，可简化招
聘程序，采用考核等方式聘用为事业
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对晋江
紧缺急需且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的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统筹全市编
制资源予以支持办理调动、用编手
续。此外，到晋江市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的博士，符合条件的，优先给予职
务职级和岗位晋升（包括调任公务
员）。对事业单位工作的博士在职称
评聘上给予优先解决。

“为了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
加快引进急需的硕博等高层次人才，
我们首次面向全球伸出‘橄榄枝’、发
出‘英雄帖’。”晋江市委人才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晋江拥有“激情+梦想”
的创业生态、“传统+新兴”的广阔天
地、“开放+智能”的创新平台、“爱才+
敬才”的优良环境，翘首期盼海内外
优秀人才关注晋江、选择晋江、投身
晋江，成为晋江的“城市合伙人”。

《晋江市硕博人才倍增行动方案（2021—2025年）》出台

首次面向全球“招贤”最高补贴超百万元

本报记者 张茂霖

昨天，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晋江午后各镇街最高
气温普遍在 22℃~23℃之间。到了傍晚，风势突然加
强，宣告着新一轮冷空气的到来。

瑞雪从晋江气象台了解到，本轮冷空气将带来“大
风+降温”，气温将下降至 19℃~22℃，沿海最大风力可
达8~9级。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做好保暖工作。

今天多云转晴，13℃~19℃，沿海东北风6~7级、阵
风8~9级；明天多云转晴，11℃~22℃，沿海北风5~6级、
阵风7~8级；后天晴，14℃~24℃，沿海东北风5~6级。

本报讯（记者 许洋洋）记者昨日从晋江市长专
线办获悉，本周二（14日）下午3时至5时，西园街道办
事处主任王斌斌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本周四（16
日）下午3时至5时，罗山街道办事处主任许特级将轮
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

届时，欢迎广大民众
和企业就以上单位职责范
围 内 的 事 务 拨 打
85612345市长专线电话，
或扫描右侧二维码进入

“市长专线直通车”微网
站，进行咨询、提出意见和
建议。

西园街道、罗山街道
本周接听晋江市长专线

冷空气来了！
今起“大风+降温”

据新福建、泉州晚报 日前，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刘建洋同志任中共泉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王永礼同志不再担任中共泉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刘建洋同志任泉州市委书记

11日，本报组织晋江东石塔头小学小
记者，前往永春开展研学活动。一天时间
里，小记者学做纸织画，感受非遗魅力；跟
着专业拳师学习白鹤拳，体验中华传统武
术的奥义；走进果园采摘鲜甜芦柑，感受
丰收的喜悦。

走进永春旅游集散中心，小记者们在
研学讲师的讲解下，首先了解了永春纸织

画的相关知识。随后，永春纸织画福建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方碧双来到现场。她一
边为大家讲解纸织画的制作流程，一边亲
自动手为大家示范。跟着方老师的动作，
小记者们也慢慢动手比划起来，一个个跃
跃欲试。

午后，小记者们来到有着“中国永春
拳第一村”美誉的大羽村。在欣赏专业拳

师表演的白鹤拳套路展示之后，小记者们
还排成整齐队列，跟着拳师学起了白鹤拳
的基本功——七步三战。

时下正是永春芦柑成熟的季节。
活动尾声，小记者们来到一处大果园，
在教官的带领下，体验了一回采摘芦柑
的乐趣。

本报记者 张之杰 董严军

采摘芦柑 收获喜悦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截至12日18时，全国现
有高风险地区 8个；中风险地区 43个。晋江市疾控
中心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健康提醒，请 11 月 28 日
（含）以来有陕西西安雁塔区、12月 6日乘坐过高铁
G590（绍兴东—宜兴）的入（返）晋人员，第一时间落
实“双报告”，配合落实 3天 2次核酸检测（间隔 24 小
时）、14天自我健康监测和自我健康监测完毕后做 1
次核酸检测。

同时，请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或与通报病
例行程轨迹有交集的入（返）晋人员，第一时间落实“双
报告”，并配合落实相关健康管理措施。来自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按照要求实行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其他非中、高风险区域
的，由村（居）委会督促其落实 14天居家健康监测和 2
次核酸检测。广大群众如有需要可拨打市疾控中心咨
询热线（85673736）或市民服务热线12345。

接种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的有效措施，能够降低
感染率、重症率和病死率。在晋江市工作生活、年满3
周岁以上（户籍不限）且无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证的
人员要“应种尽种”（其中3~17周岁人群需由监护人陪
同），于 12月 20日前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12~59岁
人群尚未接种二剂次疫苗的，请提前通过线上预约或
属地镇街线下预约接种，凭预约码（预约票）进场，无预
约人员请勿前往接种点现场。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51个
晋江疾控发布健康提醒

图书室、休闲娱乐室、健康康复室……昨日，记者来
到筹建中的晋江市紫帽镇紫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服务站将于月底正式投用，他们最近都
在为此而忙活，“届时，社区 100多名老年人不仅可以聚
在一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行动不便的老人还能
享受家政保洁、家居维修等服务，养老服务真正延伸到家
门口。”

紫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是今年晋江新建的 20个
居家养老服务站之一。从2010年至今，晋江全市已建成
居家养老服务站 325个，逐步建立起就近、方便、专业的

“15分钟养老圈”，让老年人能获得一站式综合性服务，
更好地满足其离家不离社区的养老需求。

除了居家养老服务站以外，近年来，晋江也积极打
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综合性养老机构。2018年，晋
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投用，并实行“公建民营、管办分离、
养医结合”的运营管理模式，让入住福利中心的老年人
既能享受老有所养的获得感，又能享受老有所医、老有
所乐的幸福感。

“七更更鼓日土头，有孝老人要做到……”每周四下
午3点，福利中心准时传来老人们演唱南音的声音，几位
老人带上乐器，围坐在一起练习、表演，好不惬意。

许泽碖老人是南音班的牵头人。爱好南音、书法
的他，入住福利中心后，每天总会不定时地约上三三两
两老人一起唱南音、学填词，老人们也在学习中寻得无
限乐趣。

“在这里能发挥自己的爱好特长，带着其他老人一起
学南音，大家其乐融融，很赞！”许泽碖笑着说，来到福利
中心，发挥了“余热”，让他身心舒爽，这里专业的社工、护
理人员、医生等对老人们关怀备至，也让他十分暖心。

和过去养老院只有单一的居住功能不同，福利中心
内有泉州首家、全省第二家的青鸟世嘉康复医院，实现了

“医疗+康复+养老”三位一体的服务，打破了晋江乃至泉
州地区没有康复专科医院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晋江还发布了《晋江市 2021年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实施方案》，首次对困难老
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目前，相应评估工作正有
序开展。

“我们以养老补短板为抓手，大力推进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普惠型、立体
式、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晋江市民政局局长周
先进介绍，截至目前，晋江全市已建成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406所，其中市级养老院1所、镇级敬老院（街道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16所、嵌入式养老机构4所、农村幸福院（敬老
院）55所、居家养老服务站325个、民办养老院5所，总床
位数7835张。

据统计，目前，晋江 60周岁及以上本地户籍老年人
口总数已达 18.78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 15.41%。下
一步，晋江将更加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
挑战，进一步实施养老机构提质增能改造，推进镇级敬老
院转型升级，打造8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加强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小区“适老化”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骨干网络。

晋江市建成各类养老服务机构406所

服务一站式“养老”变身“享老”

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昨日上
午，“绘本大篷车”亲子阅读推广项目
启动仪式在晋江市市直机关儿童之家
举行。

仪式上，晋江市女企业家联谊会
英林镇联谊小组与“蒲公英”阅读推广
服务队签订了“绘本大篷车”亲子阅读
推广项目认领协议。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通过设计绘
本共读课程、以“绘本大篷车”流动绘
本馆的形式，将服务辐射到晋江全市，
特别是较为偏远、阅读资源相对匮乏
的农村地区，为热爱阅读的亲子家庭
提供交流平台，同时为家长提供亲子
共读的示范与指导服务。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陈埭镇的意

尔康公司和磁灶镇的延泽社区，开展
绘本共读课程，计划每个月开展2至3
场，活动为期一年。”项目负责人赵明
告诉记者。

据悉，今年 8月，晋江市妇联联合
晋江市委文明办、晋江市民政局启动晋
江市妇女儿童家庭公益创投大赛，旨在
撬动社会组织、志愿团队、爱心企业及

个人等力量，在晋江市打造一批具有引
领和示范效应的服务妇女儿童家庭品
牌项目。此次公益创投大赛的11个入
围项目，充分聚焦妇女儿童家庭的迫切
需求，其中6个项目还获得晋江市女企
业家的认领，共计26.6万元。“绘本大篷
车”亲子阅读推广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亲子阅读如此美好，但依然有些

农村家庭和外来务工家庭缺乏对亲子
阅读的正确认识，有些家长苦于不懂
得如何带领亲子阅读。因此，我们认
领了‘绘本大篷车’亲子阅读推广项
目。”晋江市女企业家联谊会永远名誉
会长施明丽说，希望“绘本大篷车”项
目能够为更多的家庭提供亲子阅读的
示范，推广亲子阅读，促进全民阅读。

“绘本大篷车”亲子阅读推广项目启动

城乡全覆盖“单读”不如“共读”

本报记者 许洋洋

幼吾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