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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福建首条超大规格
岩板生产线投产 P8

出征多哈亚锦赛
林超攀力争佳绩 P7

本报记者 林小杰

昨日，晋江的雨水终于松了口气，与前一天相比，
降水明显减弱，只有部分镇街有阵雨，全市气温均在
20℃~24℃之间。

新的一周开启了，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了解到，未
来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方面，从今日开始，偏南
暖湿气流再次加强，明天，晋江最高温将达到30℃。不
过，后天，天气又将“变脸”，新一股冷空气到来之后，气
温将有所下降，最高温预计在 28℃左右，早晚温差不
大。降水方面，后续雨水依旧“猖狂”，降温降水将给晋
江带来“双重暴击”。

由于地质灾害存在一定滞后性，瑞雪提醒大家，近
期减少爬山等户外活动，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引发
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
等次生灾害。

今天小雨，25℃~27℃，沿海西南风4~5级；明天多
云转中雨，25℃~30℃，沿海西南风 5~6级；后天中雨，
23℃~28℃，沿海西南风5~6级。

本周雨水依旧“猖狂”
降温降水“双重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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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洋洋 通讯员
黄传配） 昨日，记者从晋江市民政
局了解到，今年 1月至 5月，晋江已
为全市 10833名低保和特困供养人
员 发 放 低 保 和 特 困 金 ，共 计
3422.1115万元。

“真的谢谢党和政府，给了我们
这么多关怀！”近日，晋江市民政局工
作人员来到东石镇梅峰村张秀鸽家
中，为她送来了价值 300元的生活物
品。张秀鸽告诉记者，这些生活物
品，是她用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在平台
上选购的。“没想到工作人员亲自送

上门，太贴心了。”
原来，为了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晋

江这座城市的温暖，今年，晋江开展
“爱晋江·暖心行动”，依托“爱晋江·
美好生活平台”，向晋江市城乡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及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等困难对象，发放价值 300元
的生活物资套餐消费券及“满 50减
20元”的现金抵用券。

让张秀鸽感激的不只是工作人
员送来的生活物品，还有先前晋江对
她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救助。

今年58岁的张秀鸽身患疾病，丈

夫已经过世。在得知张秀鸽家中的
情况后，早前，村里便帮张秀鸽办理
了低保。这笔钱对于她来说，着实是
场“及时雨”，帮她解决了生活中的实
际困难。

“党委政府为我提供了各方面
的帮助，让我能够安安稳稳过日
子。以往每个月我可以领到 700多
元的低保，今年这个金额又提高了，
涨到了 900多元。”张秀鸽告诉记者，
为了让她们一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今年，晋江市民政局更是将其纳入
了“四帮四扶”的“帮安居”对象，一

系列的兜底措施，让她对生活重新
燃起了希望。

让困难群众感受到稳稳的幸
福，离不开晋江长期以来筑牢的社
会救助“兜底防线”。据悉，从今年 4
月起，晋江市城乡低保标准按照晋江
市最低工资标准的46%予以确定，由
每人每月 775元调整为 900元，资金
根据家庭人数、收入情况，采取补差
方式发放；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也
有所提升，其中，全自理由 1182元调
整为 1366元、半护理由 1440元调整
为 1660元、全护理由 1698元调整为

2150元。机构集中供养对象，原则
上标准再提 50%。

为了加大困难群众帮扶救助力
度，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近年
来，晋江还着力优化提升社会救助精
准化水平，持续开展实施“四帮四扶”
工程、困难群众“漏保”“漏救”问题点
题整治工作等。“同时，我们也进一步
优化救助程序、拓宽救助渠道等，努
力做到救助全方位、全覆盖，零遗漏、
零距离，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晋江市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1月至5月，晋江发放低保和特困金3422万元——

完善兜底保障 绘就幸福底色

本报记者 柯雅雅

近年来，在科技创新的带动下，晋江产业加快转
型升级，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从 2018年启动创
新型县（市）建设以来，GDP平均增速达 7.8%，位居
全国十强县首位。

“当前，晋江全市科技创新实力持续提升，但仍
需清醒认识到，当前，科技创新还是晋江整个产业发
展的一个短板。”晋江市科技局局长蒋家兴指出，这
个短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晋江企业整体创
新意识薄弱，其二是企业不知道如何推动科技创新，

“如果这两大短板可以突破，晋江科技创新将有一个
极大的提升，必将赋能晋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那要如何突破这两大短板？蒋家兴指出，增强
企业创新意识，做大企业创新群体、发挥科研平台的
带动作用，发挥人才和技术集聚优势、打通成果转移
转化渠道，构建健全的技术转移体系是重要举措。

当前，晋江规上企业 2389家、市场主体超 25万
家，既有巨大的创新需求，也有强大的创新活力。“我
们着重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重点实施规上企业
研发活动、研发机构、发明专利‘三个覆盖’和高新企
业倍增两大工程，强化企业创新‘主力军’作用。”蒋
家兴表示，这将促进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聚集，推动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完善自主研发体系，形成全社会
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2021 年，晋江规上企业纳统研发经费增长
29%，今年，晋江将继续以推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研发投入分段补助等政策落地为抓手，优化
政策宣贯、兑现机制，确保全年企业研发投入增长
25%以上。

2018年至今，晋江高新企业数量平均年增速
48.1%。今年，晋江将继续用好企业培育库，加强重
点企业申报辅导，分梯队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
科技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力争全年新增科技
型中小企业250家、科技小巨人企业50家，力争高新
企业保有量突破600家。

就在不久前，《晋江市公共科技创新平台年度
绩效考核评估工作的实施方案》出台，目前正抓紧
印发实施。

“出台相关的绩效考评方案，就是想从顶层设计
出发，引导平台向专业化运营发展，充分发挥平台的
科学效益和社会效益。”蒋家兴指出，晋江将坚持“立
足产业引平台、建好平台促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
合作，推动科研平台成为创新体系的重要引擎。

“引擎”更有力，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也将有强
大的创新活力。

5月底，晋江市 2022年第一期初级技术经纪人
培训班开班。“技术经纪人是我们为企业培育的服务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专业技术人才，今后，我们还将
通过更多方式为企业架设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企业
车间的‘高速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加速实现
产业化。”

蒋家兴指出，要补齐科技创新短板，晋江要从全
产业链创新、创新主体倍增、载体平台提质、创新要
素提升、科技人才强基等方面着手，实现创新链与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贯通，营造要素高效协同、
资源高效配置的创新创业生态，让企业和产业插上
科技创新的“翅膀”，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晋江市科技局局长蒋家兴：

突破科创两大短板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施珊妹 董严军 张晋
福） 300多台织机只由3名挡车工负责，一
个指令后染料剂便自动完成称料和运输，
立体仓库中每块面料都有自己的“身份
证”……昨日，记者走进向兴集团，智能设
备无处不在，智慧物联让数据说话，驱动智
造升级。

在制量、待制量，已检验、待验布……
在向兴集团集控中心，数百台设备的生产
情况、能耗情况、品质情况、库存情况、排单
情况、异常分析一应在大屏幕上呈现。

一屏观，一屏管。向兴集团总裁办相
关负责人梁瓜瓞向记者介绍，在公司内部，
所有设备的数据已经实现串联，可实现全
链路跟踪、自动出入库管理、自动配送和智
能化拣选。

也就是说，数据系统就像一面镜子，让
向兴对产品可以做到随时可追溯、随时可

查看，实时心中有“数”。同时，还能快速响
应市场变化，缩短产品交付周期。“如果某
款产品卖得特别好，我们便知道要及时排
单生产补充了。”梁瓜瓞告诉记者，这是一
个需要快速反应的时代，数据化既减少了
库存的发生，也提升了经营的效率。

数字化的应用，哪怕在称料这一容易
被忽视的“细枝末节”，都发挥着作用。

向兴集团自动称料室里，只见工人收
到下料单后，在电脑屏幕前按下几个键，设
备便完成了自动称料、自动化料，随即染料
便通过管道自动运输至染缸。“这一过程，
不仅替代了以往的人工模式，节省近20名
人工，还极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梁瓜瓞
告诉记者，该系统可以准确加料，精准至
0.01克。

而在高达 24米的立体仓库中，“机器
人”高层取货，面料无需人工安检便可过通

道门，直达目的地。整个过程，叉车、托盘
输送机等各种机械无缝对接，短短不到一
分钟，便能确保想要的面料准确无误出库。

“以前，客户要找某款材料，员工带着
货品单可能要在仓库里找很久，偶尔还会
出现找不到的情况。”梁瓜瓞告诉记者，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向兴将目光瞄向物联网：
在每一卷面料当中贴上两块RFID电子标
签，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可实现物品实
时追踪和数据交换。RFID便有如面料的
身份证，让面料从织造到染色到成品，再到
客户手中，经过了谁的手可溯源、可追查。
这张“身份证”，让面料供应商与成品客户
之间消除“信息孤岛”，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最大化。

“RFID极大地提高作业效率。仅仅出
货扫描这一步骤，便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
人工，且还能确保精准度。”梁瓜瓞说。

时隔近40年，“故园春晖”在桂林村又
火了。

驻桂林村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带我去参
观。走进一条村道，尽头就是这座园子。
古朴的八卦门上，“故园春晖”四个字题在
门梁上。跨进高高的门槛，内里别有洞天，
六角亭、飞龙檐、青石板……这些旧物件见
证了时光。当然，翻新的痕迹也很明显，但
为了更契合这座园子，灯具采用宫灯样式，
地砖选用闽南红砖，细微之处足见用心。

烟雨长廊下，整齐镶嵌着十几幅石刻，
“这都是一些赞扬、表彰、祝贺之词，是旅菲
爱国华侨林后笔为家乡修路造桥、捐资教
育、救济民生的见证。是在1985年建这个
小园子的时候，各界人士送来的。”工作人
员告诉我。

“故园春晖”这个名字是林后笔定下的，
直白明了地道出在外游子对故园的眷念。

几十年一晃而过，这位深受村民尊敬
的华侨故去，园子渐渐荒废。“整治之前，这
里堆积了许多杂物，周边人家在这里养鹅，
又脏又乱，几乎无从下脚。”今年4月，驻村
工作队入驻桂林村后，经过一番摸底排查，
将推进桂林村人居环境整治优化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

桂林村两委主动提出，将这座荒废已
久的园子作为人居环境整治、微景观改造
的第一站。在征得林后笔后人的同意后，
他们请来专业团队进行修整，仅花费7天
的时间，这座园子就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正在闲逛的时候，一位住附近的阿婆
进入园子，与我们聊了起来。“阿婆，现在来

这里的人多吗？”我问。“多啊，来下棋的、散
步的、跳广场舞的，还有来参观的，太多
了。别村的村民都在羡慕我们。”阿婆说。
闲聊后，阿婆看到地上几片落叶，走过去捡
了起来，“看到这一幕，你大概想不到，当初
就是这位阿婆在园子里养鹅。”工作人员悄
悄告诉我。

“故园春晖”的新风采被拍成照片和视
频，传给林后笔的后人。他们都十分欣喜，
并且说，有机会一定回来走走看看。

“故园春晖”的改造无疑是成功的，接
下来，桂林村还将推进“梨园桂香”“梦想启
航”等微景观改造，规划建设停车设施、实
施缆线整治等。

我们拭目以待桂林新貌。
本报记者 苏明明

故园春晖
时间：2022年6月10日 星期五 天气：雨 地点：陈埭镇桂林村

向兴集团以“智”提质 每卷面料都有身份证

本报讯（记者 张之杰）以少年之名，书鸿鹄之
志；以登高之意，共赴鹏程九万里，本报将于 7月上旬
策划推出“2022晋江城建右文府·晋江经济报小记者
毕业季登高活动”，以激励晋江青少年感党恩、跟党走，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此次活动，本报将邀请今年小学升初中的在册小
记者参与，共赴一场多彩的毕业季登高活动，通过“嘉
年华+登山”的活动形式，让小记者们在活动中感受满
满的毕业仪式感，同时也可以通过登高穷目，更上层
楼，寓意开启更为广阔的人生新征程。

目前，本次活动各项筹备事宜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当中。届时，我们将通过笑脸墙征集、毕业季
祝福寄语、毕业季登高等多种形式，呈现一场内容
丰富的毕业“大戏”。与此同时，主办方也将通过晋
江经济报社全媒体进行不同节点的宣传报道，营造
浓厚毕业季氛围，让你成为这场“大戏”的主角！

据了解，晋江经济报小记者总团成立于 2011年 4
月，由晋江经济报社主办，旨在提高晋江中小学生综
合素质、助力晋江青少年德育工作开展。十多年来，
已在晋江 100多所中小学校设立了校园小记者站，培
养出了数万名优秀小记者。如今，晋江经济报小记
者总团已成为全省规模最大、运作最规范、影响力最
广的小记者团体之一，继续为促进晋江市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教育、活跃校园文化、宣传晋江教育“添砖
加瓦”。

（更多“毕业季登高活动”新闻见3版）

向上吧，少年！
2022年小记者毕业季
登高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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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安海
镇镇长黄胜鑫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本周四（16
日）下午3时至5时，内坑镇镇长施荣进将轮值接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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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海镇、内坑镇
本周轮值接听市长专线



在向兴集团生产车间，得益于智能化系统，一名挡车工可负责100台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