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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明明 实
习生 唐钲 张薷文） 11日，晋
江英林中学校园内格外热闹，
被征迁群众代表抽取英林镇英
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安置
房选房顺序号。当天共产生
887个选房顺序号。

上午 9时 30分许，在英林

镇镇区更新改造指挥部工作
人员和村委会代表、村民代表
的共同见证下，标有号码的小
球经过检验后被投入抽签箱，
抽号活动正式开始。被征迁
群众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
次抽取球号。此次抽签工作
按照类型设置 A 系列和 B 系

列两个抽号会场。
“挺开心的，抽到一个靠前

的号码。”英林村村民洪嘉佳已
经做好规划，“想要选个楼层较
高的房子，150平方米，到时候
一家四口住着很惬意。大家一
直期盼着英林村能够改造，我
们的生活环境能够越来越好。”

据了解，为确保整个抽取
选房顺序号过程“公开、公
平、公正”，被征迁群众首先
抽取抽签顺序号，工作人员
将抽签结果在 LED屏幕上同
步公示，而后根据第一轮抽
签的结果，再进行正式的抽
取选房顺序号。

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
项目是英林镇围绕“产城人”
融合进行城镇更新改造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英林镇党
委、政府实施“1+1+2+N”产业
发展的重要战术支撑，更是重
振英林镇晋南商贸中心的重
要战略举措。该项目范围东

起南兴路北延伸段，西至龙英
路，北达英林中小学前荣乡
路，南至新大街北侧。项目总
规划面积 221.6 亩，其中规划
商住区 64亩、安置区 75.48亩
（规划建设安置房 18 栋、16 万
平方米）、民俗区 30.92 亩、公
建配套51.2亩。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
通讯员 黄佳玲） 9日，晋江
龙湖镇福林村传统村落研学
工作坊举行开幕仪式。来自
中国 5所高校的 30名师生，
将在这里开展为期一周的研
学活动。

记者获悉，福林村传统
村落研学工作坊面向全国高
校建筑设计、规划设计、环境
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
计等相关专业，招募大学生，
并发动本地青年大学生参
与。让大学生们以龙湖镇福
林村为实践依托，深入参访
调研、考察，与乡村干部面对
面交流，梳理古厝更新和活
化方式。

该工作坊负责人、厦门
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叶茂乐
介绍，前期共有 80人报名，
最终30人入选，有几名还是
晋江在地大学生。这些学生
将分成5组进行实践。此次
研学项目包括传统村落手绘
写生、村落 IP文创设计和渡
槽微空间改造，探索多维一
体的助村实践模式，为福建
传统村落改造和更新的校地
共建模式提供探索与实践的
载体，形成具有晋江特色的
村落活化样本。

开幕式当天，专家们进
行了专题分享。随后，参与
活动的师生一同到来旺良品
堂参观，并参加茶话会。当

晚返回福林村基地后，各组
队员并没有休息，而是马不
停蹄地讨论第二天的任务。

“为期一周的研学活动，每天
的行程安排都十分充实，相
信自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大学生队员说道。

“福林村持续解放思想、
先试先行，积极探索激活乡
村产业振兴新活力、新动能
的有效途径，有效整合与厦
门大学共建资源，串联辖区
周边优质的来旺良品堂旅游
资源，积极与星野学社等具
有影响力的公共平台进行合
作交流，策划生成了传统村
落研学工作坊项目，是晋江
全市乡村产业振兴工作中一
个非常好的特色亮点。”晋江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许建林
说。

“福林村联合厦门大学、
来旺良品堂及星野学社等单
位，共同策划启动传统古村
研学工作坊，为‘校村企’三
方合作交流、互动发展搭建
了新平台、开启了新窗口。”
龙湖镇镇长张志雄表示，希
望福林村及来旺良品堂把握
机遇、主动对接，将进村入企
研学师生的智慧成果，转化
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
重要力量，将丰富的文化资
源用好、用活，为龙湖镇乡村
振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再
添亮点。

日前，晋江制定出台发展
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的若干
措施（2022年—2025年）。

新政策主要突出共享、多
元、创新等特点，围绕积极推进
市场化经营、发展新型集体创
收项目、创新资产运营模式、强
化增收奖励措施等九大方面，
细化成22个具体措施，以贯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晋江
乡村治理水平，推动村集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增加农民财产
性收入，促进农村共同富裕。

以共享创业理念
打造集体经济“新引擎”

前段时间，随着梅岭街道
许厝农贸市场的开业，位于市
场一楼的乡村共享驿站也正式
开门迎客。

“共享驿站将通过整合资
源、盘活村集体资产，建设集普
惠金融、农产品出村进城、中介
服务等为一体、营利性的村级
服务站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运营模式，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晋江乡村驿站电子商务
董事长洪良彬说。

近年来，晋江乡村共享驿
站先后落地安海新店村、安海
瑶前村、西园屿头社区等村（社
区），不仅为当地的农副产品销
售提供了新渠道，也振兴了乡
村经济。

这种将共享理念运用到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从而推动乡

村振兴的做法，就是此次若干
措施鼓励的一项重要手段。

政策明确，全面实施“乡村
共享驿站”项目建设。对年度
确定建设的“乡村共享驿站”，
采用“以奖代补”方式，在正式
运营后，每个项目给予一次性
奖励人民币 3万元（每年 5~10
个）。晋江市总工会、团市委、
妇联、民政局等部门可结合实
际在“乡村共享驿站”设置特殊
岗位，扶持大中专毕业生、家庭
妇女、困难群众等群体在“乡村
共享驿站”就业，并按岗位类别
给予运营方经费补助。

“除了乡村共享驿站，有条
件的村（社区）还可以利用村集
体闲置资产建设共享洗车、共
享充电桩等项目，通过空间租
赁、收益分成等方式实现集体
经济增收。”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李友加表示，我们要以共
享发展理念为指导，主动适应
共享经济风潮，立足乡村发展
实际，全方位推进乡村建设，共
同助力乡村振兴，逐渐实现共
同富裕。

政策还积极推动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实体化运营，大力扶

持以村集体经济组织（简称“经
联社”）为主体开展市场经营活
动，对年度确定为“村经分离”
改革试点（每年5~10个），并通
过试点验收的经联社、经济社，
给予一次性3万元（人民币，下
同）工作经费补助。

此外还支持村经联社通过
银行融资开展自主经营活动，
经联社（含经济社）作为新型农
业主体享受同等贷款贴息政策
扶持，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15
万元。

以多元化发展
唤醒集体经济“新动能”

在英林镇清内村灯光球
场、村委会和文化中心等建筑
屋顶，一排排光伏发电设备整
齐划一，格外显眼。早在 2018
年，清内村就利用这些闲置空
间，策划生成光伏发电项目，每
年可为村集体创收约15万元，
目前已累计增收 52 万多元。
近期，清内村正在策划为三王
府寺庙的戏台顶棚搭建光伏发
电设备，本月可开工建设。建
成后，预计每年可再为村集体

增收3万多元。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可

以把村里的空间充分利用起
来，给村里带来长期稳定的收
入，且维护成本较低，成为我们
村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点项
目之一。”清内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洪文旦告诉记者。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
问题的前提，而新业态新模式
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
富裕的新引擎。

为此，该政策鼓励引入新
的业态，通过发展新型集体创
收项目，如发展村级光伏发电
项目、建设村级充能设备等，促
进集体创收。

其中，有条件的村集体可
以自身为主体或采取村企合作
的形式，发展村级光伏发电项
目，增加村集体收入。市财政
根据安装发电瓦数给予村集体
每瓦一次性补助 2元，单个项
目最高封顶补助100万元。采
取村企合作的形式，按村集体
实际股权比例给予补助。

同时支持建设村级充能设
备，对以村集体为主体的充能
设备建设项目，要优化审批程

序、开设绿色通道。对电动汽
车快速充能设备建设项目，市
财政按照实际建设的充能设备
数量，每桩予以补助1万元，每
村最高补助不超过10万元。

以创新举措
拓宽集体经济“新路子”

开展资产托管运营、聘请
职业经理人运营集体经济、鼓
励跨村抱团发展、增收奖励力
度加大……一系列的措施不难
看出，这份政策蕴含了不少创
新元素。

农村集体有资产、有项目，
谁来运营和打理？对此，政策
明确提出要创新资产运营模
式，鼓励市场化运营，村集体可
将集体资产打包交给专业资产
运营机构进行日常管护、运营，
或向社会公开招聘懂经营、会
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对集体资产
进行运营，从而破解“谁来兴
村”发展难题。

“我们还鼓励跨村合作共
建，抱团发展。”李友加解释，有
些村有资源无资金，有些村却
有资金无资源。针对这种情

况，政策鼓励这样的村（社区）
共同策划落地集体创收项目，
到 2022年底前各镇（街道）确
保至少策划生成1个跨村合作
的集体经济创收项目，每镇（街
道）最高可获得10万元工作经
费补助。

值得一提的是，村集体创
收项目的测量、勘测、初步方案
设计等前期费用补助，将由市
镇两级各负担 50%。此外，政
策对增收奖补措施也作了较大
幅度的调整，一方面实行以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为基准的村
（社区）干部误工补贴分级机
制，另一方面每年评定若干个
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
村、进步明显村并予以资金奖
励，奖励资金可提取不超过
60%用于村（社区）相关工作人
员工作绩效。

“我们希望各镇（街道）指
导村（社区）用活用足各项扶持
政策，制定年度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计划，逐村细化年度目
标任务，推动集体创收项目落
地，从而实现到 2025年底，所
有村（社区）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到 50万元以上，100个以上村
（社区）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
100万元以上的目标任务。”李
友加表示。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9日，晋江市金
门同胞联谊会第二届理（监）事会成员就职典
礼举行，张亚宗任新一届会长。

晋江市金门同胞联谊会成立于2017年，
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突出“以通促
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充分发挥“以金联
台、以金促台”独特优势，通过举办各类交流
活动，组织赴台参访团，协办晋金通水仪式，
密切与金门、台湾社会各界人士联络联系，为
促进两岸交流交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后五年，晋江市金
门同胞联谊会将继续积极承办、协办各类联
谊交流活动，着重加强两岸青少年互动交流，
深化晋台、晋金民间交流，宣传惠台利民政
策，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当天上午，福建省对台交流基地揭牌仪
式在两岸通水交流中心举行。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10日，晋江市
第八届“中华情 两岸缘”新生代台胞联谊结
对暨“晋江经验”研学活动开幕式在晋江毓英
中学举行。晋江市领导黄天凯、黄文福、陈传
芳、张汉杰参加活动。

自2015年启动以来，晋江市“中华情 两
岸缘”新生代台胞联谊结对活动已连续举办
了七届，成为晋江推动晋台两岸青少年缔结
友谊、共同进步、携手共进的平台。此次活动
将持续到 14日，除了参访余光中纪念馆，以
及安踏、来旺良品堂等晋江民营企业外，还安
排了艺术文化体验、联谊结对等环节，让晋台
新生代在感受传统文化、学习“晋江经验”的
同时，进一步认识家乡、提升自我。

晋江市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

抽出887个选房顺序号

30名大学生进村入企

龙湖镇福林村传统村落研学工作坊“开张”

共享 多元 创新

晋江22项措施打造集体经济“新引擎”

晋江举行
新生代台胞联谊结对活动

晋江市金门同胞联谊会换届
张亚宗任新一届会长

本报记者 沈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