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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晋江经验”提出 20 周
年，晋江上下正热烈开展解放思想
大讨论活动。异地乡亲时刻关心着
晋江发展。他们纷纷表示，将不断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爱晋江，一起
向未来，积极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晋江社团总
会乡亲乡情互助委员会主席施清流：
在“晋江经验”引领下，晋江从农业小

县跃居全国百强县前十、福建省县域
经济之首，取得了一项项令海内外晋
江乡亲骄傲的成绩。

作为晋江人，我深感自豪，也时
刻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我眼中的
晋江，是一座抢机遇、抓发展、谋向上
的城市；我眼中的晋江人，爱拼敢赢，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遇。

新时代新征程，旅港晋江乡亲更
需要与时俱进，传承弘扬“晋江经

验”，积极为家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贡献力量。

澳门晋江青年联合会理事长许
结玲：回想2022北京冬奥会上，安踏、
舒华和盼盼等晋江品牌绽放光芒，

“晋江制造”登上了世界舞台，作为澳
门晋江青年，我感到无比自豪。

作为青年创业者的一分子，我更
应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引导联合会
的青年一代不忘初心、专注学习，争

当自主创新的领跑者。
未来，我们将砥砺前行，迈开拼

搏的步伐，绽放青年的力量，积极推
动更多澳门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爱晋江，一起向未来！

北京晋江商会会长吴明生：作为
“晋江经验”的践行者和受益者，我感
触很深。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身
为一名晋江人，我都感到骄傲自豪，
更由衷地为家乡取得的巨大成就而

欢欣鼓舞。
展望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当

前，晋江的发展站在新的起点，挑战
与机遇并存。今后，商会将充分发挥
平台作用，整合两地优势，为家乡发
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我将竭尽所
能地履行职责，继续全心全意为会员
企业做好服务，为家乡发展服务；同
时，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力争实现更
好、更优、更快发展。

下夜班路过晋江阳光广场，发现
有人溺水后被救起但已没有意识，她
及时出手，用所学的急救知识，为挽
救对方的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
她就是新晋江人李雅真。

李雅真，南安人，在晋江工作 8
年，有急救资格证，是泉州120急救中
心的一名志愿者。6日下午，她在事
发现场，向记者讲述了跪地救人的心
路历程。

她向人群喊了声“我来”
本能的想法就是要帮他一把

“那天凌晨2点多，我刚好下夜班
经过，看到旁边几个人慌慌张张的，
还有人拿着救生圈往旁边的内沟河
赶去。我立马意识到有人出事了。”
回想起4日凌晨的事，李雅真说，她跟
着人群往聚集的方向走，看到了警
察，还看到一名被拖上岸的溺水男
子，有人正在为男子按压肚子。

“我来！”学过急救知识的李雅真发
现对方的急救动作不太规范，赶紧上

前。担心旁人误解，她又补充了一句：
“我是泉州120急救中心的志愿者。”

李雅真说，因为男子是溺水，在
急救过程中，首先要进行 5次人工呼
吸，再进行 30次按压，然后清理口腔

异物，再进行 2次人工呼吸……瘦小
的李雅真镇定地按照平时的训练方
法为男子进行急救。几个回合后，男
子咳出一口水，终于有了反应，围观
的人群也欢呼了起来。彼时，李雅真

松了一口气。随后，120急救人员赶
到现场，将男子送往医院。

“急救一定要把握黄金四分钟。”
回想这一次也是她第一次真正参与
救人的过程，李雅真笑着说，“其实我
很胆小，还有点晕血，但当时情况紧
急，我也接受过规范培训和多次复
训，本能的想法就是要帮他一把，要
不然会后悔的。”

儿子给妈妈发来
“最美身影”

“好专业！”溺水男子被救醒后，
众人纷纷为她点赞。恰逢七夕节，有
人当场为她送上一朵花，还有人特地
买来一瓶矿泉水让她漱口。李雅真
被周围人的暖心举动感动着。

李雅真救人的事也很快在家人
微信群中传开，13岁的儿子还特地上
网搜索妈妈救人的“最美身影”，然后
用微信把“最美身影”发给了妈妈。

“儿子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真
的。我说是的。”李雅真笑着说，儿子

经常一言不合就把她关进“小黑屋”
（微信拉黑），但是那天主动给她打电
话，语气里藏着开心与惊讶，她很高
兴也很骄傲。

谈及因何成为泉州120急救中心
的一名志愿者，李雅真敞开心扉。“十
几年前，我亲眼看着堂伯母在我面前
倒下。当时我不懂急救，无能为力。
后来，我经常会想‘如果我懂急救知识
就好了’。”李雅真说，2019年初，她看
到泉州丰泽区实验幼儿园老师林珍珍
在动车上用心肺复苏法救人的报道
后，坚定了要学习急救知识的想法，立
刻报名参加。“那是2019年1月27日，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到基地学习急救
知识技能，基地里的一句话‘宁可一生
无用武之地，也绝不措手不及’深深地
印在我脑子里。我也没想到，自己学
的急救技能有一天能用上。”

当天凌晨，面对周围人的称赞，李
雅真也向大家普及了急救知识，告诉
大家应该如何参与急救知识的培训、
学习急救知识的好处等。“希望人人学
急救，人人可获救。”李雅真如是说。

本报讯（记者 黄伟强 林小
杰 陈巧玲） 酷暑高温，第五届

“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公益
行动火热进行中。6日上午，晋
江经济报公益行动携手福建九叔
食品走进社马路施工现场、二重
环湾快速路（晋江段）建筑工地，
为一线工人送去5280瓶（220箱）

“爱心水”。
6 日上午 10 时许，阳光火

辣。在社马路苏前社区路段，因
主干道处于封闭施工期，在季延
中学路段的卡口，皮肤黝黑、身穿
交通劝导员马甲的老伯吴向阳正
在引导和提示行人车辆不要进入
施工路段，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老伯，看您热的，来，喝瓶
水。”送清凉工作组立即递了瓶矿
泉水给吴老伯，并搬来一箱大瓶
矿泉水放在他的身旁。“谢谢了，
够了！”吴老伯边喝“爱心水”边微
笑地说着。

在社马路苏前社区施工路
段，10多名建筑工人正头顶烈日
进行燃气管道施工。

“太解渴了！感觉凉爽多
了。”接过福建九叔食品爱心人士
递上的矿泉水后，满头大汗的建
筑工人方永明顾不得擦汗，立马
拧开瓶盖酣畅地喝上了一大口，

“喝了‘爱心水’，心里凉爽爽的，
干活更有劲了！”

“小瓶装的水怕工人不解渴，
果断买了大瓶装的！”看着工人们
大口喝水，福建九叔食品负责人
庄情娜说得最多的是“辛苦了”三
个字。她告诉记者，她在朋友圈
看到本报推出的高温下劳动者建
筑工人的视频后，当时就决定要
参加本次公益行动，让工人们的
夏日更清凉。

10时30分许，装满“爱心水”
的车辆来到泉州二重环湾项目
A2标段钢筋加工场时，20多名工
人正准备下班，送清凉工作组立
即为每名工人送上一箱“爱心
水”，大家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
容。

走进建筑工地慰问建筑工
人，是本报公益行动携手爱心企
业（商家）为高温下劳动者送清凉
活动定向捐赠的第一站。接下
来，公益行动还将携手更多爱心
企业（商家），向环卫工人、园林绿
化工人、执勤交警、城管、外卖员
等高温下劳动者进行定向捐赠。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 实习生 吴婧
仪） 7日，晋江市陈埭镇召开第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
陈埭镇人民政府2022年上半年工作报告、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通过了各项决议。大
会选举许著赟为陈埭镇人民政府镇长。

大会指出，2022年上半年是陈埭镇不
容易、不平凡的半年。顶着新冠疫情的巨
大冲击力，陈埭镇坚决贯彻“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传
承弘扬“晋江经验”，全面落实“提高效率、
提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强产业、兴城
市”双轮驱动和“五个年”活动部署，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形势总
体呈现“深度承压、逐步回升”的向好态
势。1—6月，全镇工业总产值完成 356.7
亿元（人民币，下同），限上批发零售业销售
额完成543.3亿元，财税收入7.71亿元。

本报讯（记者 柯国笠）继面向家庭
困难的员工子女提供助学资金后，近日，安
踏集团和敏基金会成立的“和敏助学计划”
基金扩大资助范围，正式面向所有晋江籍
家庭经济困难的准大学生。

记者了解到，此次“和敏助学计划”基
金资助对象为具有晋江学籍且录取全日制
本科（国家计划招生）的家庭经济困难的
2022级高中和中职毕业生，并对资助对象
的品行、学习成绩等有相应要求。

据悉，根据安排，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
与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联合组建“和敏助
学计划”资助小组，“和敏助学计划”基金每
年提供约人民币 1000万元资金。根据每
年申报资助的总人数，将选定 200~300名
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采取全
学段的资助方式，每年资助每人 8000元
人民币，直至完成学业。

异地乡亲热议“晋江经验”——

“爱晋江,一起向未来!”

□关注“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

送清凉定向捐赠 首站走进建筑工地

新晋江人李雅真讲述跪地救人心路历程——

还有许多好心人一起加入 他们也很美

陈埭镇召开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许著赟当选陈埭镇镇长

安踏助学基金
覆盖晋江贫困准大学生

李雅真在事发现场讲述救人的过程。

本报记者 阙杨娜 常励煊 陈巧玲

本报记者 王云霏

征 集 令

“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不求轰轰烈烈，但愿
以涓涓细流汇成爱心涌动的大江大海。

广大热心市民和海外乡亲，如果你有适合设置“清凉一站”的
场所和条件，有意加入“请喝一瓶水”公益平台，欢迎拨打爱心咨
询电话（0086）595-82003110，或在晋江经
济报微信公众号留下姓名、地址、联繫方
式，晋江经济报将有专人进行对接。

期待更多的爱心企业、商家加入公
益平台，携手关爱高温下劳动者，为他
们送去清凉。详情请扫二维码查看相
关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