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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 阙杨娜）
昨日下午，晋江市慈善总会第四届理
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晋江市领导
张文贤、王明元、林仁达、许宏程、陈
希，晋江市慈善总会会长许连捷等参
加会议。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张
文贤指出，19年来，晋江市慈善总会
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满怀仁爱之心、

广施济困之举，把点滴爱心汇聚成慈
善江海，累计募集善款近 40亿元，超
18万的新老晋江人受益。特别是去
年以来面对疫情考验，晋江人积极参
与、扶危救困，身体力行诠释了“大爱
晋江”的真谛。正是有了大家的共同
努力，晋江的慈善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慈善事业的内涵不断深化，“人人
为善”“善为人人”的慈善风气越来越

浓，爱心善意在晋江这座城市中清晰
可见、鲜明可感、亲切可触。

张文贤希望，晋江市慈善总会要
弘扬美德，发动更多企业、群众和社
会组织，崇尚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
善，让慈善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
息。要开拓创新，立足“打造共同富
裕县域范例”目标精准发力，拓展延
伸精准扶贫、“四帮四扶”等载体内

容，借鉴安海溪边乡贤反哺、人才反
哺、村企合作、产业带动等模式，精准
开发实施一批“造血”救助项目，推动
慈善更加开放共享、更可持续，为助
力共同富裕贡献更多慈善力量，让慈
善事业更具厚度、更有温度。要善作
善成，全力抓好自身建设，严格规范
行为、强化行业自律、加强信息公开，
让慈善事业阳光透明、行稳致远。

会议听取了晋江市慈善总会工
作报告及资金运作报告，推选晋江市
慈善总会理监事会新成员，并向孙晋
忠等12位人士分别颁发“晋江市慈善
世家”“晋江市慈善家”“晋江市慈善
大使”荣誉牌匾，向元旦、春节困难对
象代表发放慰问金。当天会上，泉州
市医保局晋江分局还对长护险工作
进行了介绍。

不重面子重里子 不讲排场讲慈善

时间拨回 2002年 12月 18日，晋江市慈善总会成
立，仅 4个月时间就募集慈善资金 7460万元。截至
2021年11月30日，晋江市慈善总会累计募集善款近40
亿元，19年间增长了50多倍。其中，移风易俗倡议积极
响应者的民俗捐资，占慈善捐赠总额一半以上，达17.06
亿元。

2003年，针对闽南地区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传统
习俗，晋江市慈善总会发起移风易俗倡议书，致力引导
乡贤、企业家带头简办，把节约的开支用于扶贫济困、
发展公益，从而形成“不重面子重里子，不讲排场讲慈
善”的新风尚。移风易俗也因此激活了晋江社区慈善
公益事业机制，越来越多的乡贤将简办“婚丧喜庆”节
省下的钱财捐赠社区慈善公益事业。

在磁灶镇前尾村，一条宽敞洁净的水泥大道延伸
开来，道路一侧是300多亩绿油油的稻田，另一侧是崭
新的文体公园，村道旁新建的敬老院落成使用，气派的
新小学校园里传出朗朗读书声，还有一排排规划整齐
的村民别墅，一派“美丽乡村”景象。

“近三年来，群众从红白喜事中‘抠’出来的钱多达
千万元。村民们自愿把资金捐给村里发展乡村公益，铺
砌了水泥路、新建了学校、建设了敬老院、建起了运动
场、组建了环卫队，一举成为泉州市‘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村。”前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孟建笑着说。

“当前，晋江全市 398个村（社区）都通过公议、公
订、公示制定了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形成崇尚勤俭、简
办婚丧、乐善好施的新风气。”晋江市民政局党组成员
洪智育表示。

达则兼济天下 乡贤主导 企业领跑
积淀深厚的人文传统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

打开“慈善晋江”之门的两把钥匙。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说：“我们很幸运，是

‘晋江经验’的实践者，也是受益者。我们要感恩这个伟
大的时代！感恩晋江这座城市！我的父亲说过，我们是
过苦日子来的，现在富裕了，但不能忘本。多年来，我的
家族，在我的父亲带领下，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尽我们所
能，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达则兼济天下”的基因，已经深深融入晋江人的
血脉，在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中，成为晋江现代民间慈善
事业发展的起源，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脚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与政府主导的慈善机构不同，晋江市慈善总会成
立伊始，就被定位为一个党委政府领导之下，由企业发
起、乡贤主导、按总会章程创造性开展慈善工作的民间
团体。在构成理事会的 572个单位和个人中，党政领
导和部门理事仅占 13.3%，民营企业家理事占 86.7%，
400多名永远荣誉会长、荣誉会长、会长、副会长、常务
理事和理事都是民间人士，13个镇、6个街道的慈善联
络组组长也均由民营企业家担任。

“商海搏浪练就了这些企业乡贤开阔的视野和敏
锐的眼光，他们主动借鉴境内外先进地区发展民间慈
善事业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灵活规范、高效务实的善
款筹募机制，为慈善资金的开源拓宽了渠道。”晋江市
慈善总会会长助理龚子猛介绍，目前，晋江市慈善总会
形成了日常募捐、定向捐赠、冠名基金、留本捐息等以
企业家为主要对象的募捐项目，也涵盖“慈善一元捐”、
重大突发性灾难紧急募捐等面向普通群众的慈善方
式，充分调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经济状况和人生阅历的
人们，共同参与慈善事业、履行社会义务的责任心和积
极性。 （下转2版）

19年累计募集善款近40亿元 超18万人受益
晋江市慈善总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大爱成风化人 逐梦共同富裕

民间慈善事业的“晋江样本”
本报记者 阙杨娜

本报讯（记者 黄海莲）近日，全国
第一个老年大学 IP形象在晋江诞生。经
过近一年的起草、创作、设计，在建校 30
周年庆到来之际，晋江市老年大学 IP形象

“暖叔”和“慧姨”正式亮相！（右图）
在晋江市老年大学花园，“暖叔”和

“慧姨”卡通人物前围满了争相拍照的学
员。眼前的“暖叔”和蔼可亲，招手欢迎大
家；“慧姨”端庄大方，一手拿书一手比心，
充满活力。“他们穿着蓝色、橙色的服装。
蓝色体现晋江海洋地域文化；橙色代表热
情温暖，体现闽南砖红元素。”晋江市老年
大学常务副校长张蓓蕾介绍。

据了解，“暖叔”“慧姨”的原型是学校
志愿服务队队员。他们的 IP故事也被打
造了出来——“暖叔”退休前是一名医生，
曾多次到老年大学为老年朋友义诊。退
休后，爱好书法的暖叔到老年大学学习书
法，还加入了学校志愿服务队卫生保健分
队。而“慧姨”是一名刚退休的职校教师，
退休后到老年大学学剪纸，创作出了许多
作品，同时加入了学校志愿服务队云课堂
导学服务分队，帮助学员学习操作智能手
机。

“‘暖叔’‘慧姨’是学校学员的缩影，
展现了学员崇德、向善、乐学、有为的美好
形象。同时，‘暖叔’‘慧姨’也是晋江老人
幸福晚年生活的代表。”张蓓蕾说，学校创
作 IP的初衷，就是希望用多元的方式展现
老年人群体的精神面貌，展示夕阳美，传

播正能量。
除了打造 IP故事外，晋江市老年大学

还创作了“暖叔”“慧姨”表情包，分“暖叔
慧姨日常篇 1”“暖叔慧姨日常篇 2”两个
专辑，有“上课啦”“加油”等32个表情，受
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晋江市老年大学创办于 1991年。30
年来，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办学水平越来
越高，先后荣获“全国敬老文明号”“全国
老年大学示范校”“全国老年大学信息化
建设优秀单位”“全国最美老年大学（学

校）明星校园”“福建省一级示范校”“福建
省高水平示范性老年大学”等荣誉，成为
晋江老年人终身学习、陶冶情操的温馨家
园，也成为老同志们发挥余热、贡献智慧
的重要阵地。

“从智慧助老到文化养老，我们一直
都紧跟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张蓓蕾
说，晋江市老年大学一直走在创新的前
沿，先行先试，去年率先推出智能技术培
训系列课程。如今，晋江市老年大学又开
创先河，自主创作设计学校 IP形象。

2021年晋江市文旅消费季热度不减。近日，“舌尖上的古早味”“闽南语童谣讲古大赛”“非遗街头演出”等系列活动在五店市
传统街区上演。

“非遗”演出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高甲戏、木偶演出在街区布政衙、东北广场、苏良攀宅前、水池畔等地轮番上阵，传统艺术
走下舞台，来到红砖古厝和番仔楼里，来到市民朋友身边，欢声笑语让街区“Hot”起来！ 本报记者 董瑞婷 陈巧玲

“非遗”进景区 五店市“ ”起来

全国首创 献礼建校30周年

晋江市老年大学IP形象亮相

本报记者 张茂霖

昨天白天，晋江以晴好天气为主，灿烂的阳光在大
地上尽情欢唱。虽然午后大部分镇街最高气温仅有
16℃~17℃，但是有阳光的加持，体感还是较为舒适。

瑞雪从晋江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三天，受今年第
22号台风“雷伊”尾流的影响，晋江各街镇将普遇降
水，降水强度逐渐增强，明日午后到夜里将有大雨。同
时，夜间最低气温在 12℃~15℃之间，大家要继续添衣
保暖，出行注意安全。

今天多云转阵雨，12℃~15℃，沿海偏北风 5~6级
减弱到4~5级；明天中雨转大雨，14℃~16℃，沿海东北
风 3~4级增强到 4~5级；后天阵雨转阴，15℃~20℃，沿
海东北风4~5级增强到5~6级。

本报讯（记者 许洋洋）昨日，记者从晋江市长专
线办获悉，本周四（23日）下午3时至5时，晋江市卫生
健康局局长纪刚宏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本周五
（24日）下午 3时至 5时，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柯荣
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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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进入“市长
专线直通车”微网站，进行咨询、提出意见和建议。

晋江市卫健局、应急局
本周轮值接听市长专线

今起雨水上线
气温持续低迷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记者从晋江市卫健
局获悉，今年初以来，全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除疾控
中心、120急救指挥中心、卫计执法大队外）开展创建
无“红包”医院活动，整治医务人员收受红包问题。截
至目前，已拒收或上交清退“红包”192次，涉及金额
15.8万元。

今年6月30日，晋江市卫健局组织召开了创建“无
红包”医院推进会，同时发布《致广大市民朋友的一封
公开信》，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活动开
展期间，所有参建公立医疗机构均对创建活动进行了
专题部署，并建立约谈提醒制度，完善投诉举报渠道，
践行公开承诺，落实“红包”清退机制。

与此同时，晋江市卫健局主要领导还多次带队到
三大医共体牵头医院召开工作调研，督促推进“点题整
治”项目落实。据统计，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医疗卫生
单位累计开展医德医风教育培训70场次，参训9341人
次；法治教育培训25场次，参训3102人次；从业人员入
职前培训37场次，参训人员751人次。

如今，通过活动的开展，全市廉洁行医形势逐步形
成，群众满意度逐渐上升。在开展出院回访的 66103
人次中，未发现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现象，同时全年共
拒收、上交清退“红包”192次，涉及金额15.8万元。

晋江市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
续推动医疗机构持续开展患者出院回访工作，重点了
解医务人员收受红包情况；加强问题线索征集，开展第
三方满意度测评，将“红包”问题列为重要测评内容，严
厉查处医务人员收受“红包”问题。

晋江持续创建“无红包”医院
今年共清退红包超15万元

12月16日，豪信汽车集团总裁曾国信借爱
子曾展望、儿媳柯默思结婚之机，向晋江市慈
善总会捐赠500万元。

12月17日，华宇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柯文
新借爱女柯默思、爱婿曾展望大喜日子，向晋
江市慈善总会捐赠500万元。

12月18日，在安踏集团成立30周年之际，
安踏集团和敏基金捐赠20亿元，捐建上海第六
人民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和敏医院）。

100 万元、300 万、500 万元、2000 万、20 亿
元……这一年来，晋江爱心涌动。晋江乡贤企
业家捐建公立医院、筹建教育基金、反哺乡村
振兴。可以说，改革开放不仅锻造了县域经济
发展的“晋江经验”，也造就了民间慈善事业的

“晋江样本”。

H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