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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沈茜）今年是“晋江经
验”提出20周年。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传
承弘扬‘晋江经验’，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集中采访活动于11日启动。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新
社、人民网、央视网、福建日报等媒体采访团
齐聚晋江。

11日至 14日，采访团围绕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产城人融合发展、提升营商环境

及推动共同富裕四个主题，分两组进行实地
采访调研，深入恒安、安踏、利郎、梧林传统
村落等地，全面采访报道“晋江经验”提出20
周年以来晋江的改革成就和创新实践，全方
位展示泉州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全方位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成效。
据悉，集中采访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为

15日上午将举行“福建省传承弘扬‘晋江经
验’，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
会。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
集中采访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黄伟强 林
宜男）“每一分努力都应该被尊
重，每一分爱都应该有回应！”

“小小一瓶水，传递正能量！人
间有情，晋江有爱！”“大美晋江，
为文明加分，为城市降暑。”……
12日中午12时，本报微信公众号
推文《【一个转发送一瓶水】爱心
接力第五年，我们还在继续
……》一经推出，便引发广大读
者和微信粉丝强烈共鸣，一场爱
心接力在朋友圈火热进行。

据后台数据统计，当日 17
时 17分，该推文阅读量突破 10
万人次，点赞超 1000次，收到留

言超 200条；截至 21时，推文阅
读量达140914人次，大家以实际
行动表达对高温下劳动者的感
谢与关爱。

网友“起风了”因“夏日送清
凉·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成为
本报微信公众号的忠实粉丝。
昨日的推文推送后，他立即转发
到十几个微信群，并号召身边的
亲戚朋友加入。“前几届的公益
行动，我都转发点赞，最多的一
次转发了50多个群。”

“公益贵在坚持！微小的力
量汇成最美的善意。”网友“归
零”说，“这是我第五年参加‘转

发送一瓶水’，我们手指轻点转
发，便可以多送出一瓶水，将对
高温下劳动者的敬意传达出去，
真的很有意义。”

“还会有更多个五年！”市
民阿阳说，这是他第五年参与

“转发送一瓶水”，为这群可爱
又可敬的人点赞，为这些爱心
企业点赞！

“关心不应只是一时，而应
变为一种习惯。”市民陈聪艺感
慨，今年是爱心延续的第五年，
也是“转发送一瓶水”的第五年，
每年的转发已变成她的一种习
惯，致敬可爱的高温下劳动者！

2018年，本报发起“请喝一
瓶水”公益行动，自此，这股酷暑
中的爱心清泉在晋江这座文明
之城流淌。五年来，热心网友和
市民的一个个转发参与，才让公
益行动一直延续。

“十万+”致敬高温下的劳动者
“一个转发送一瓶水”刷屏朋友圈

本报记者 王诗伟 秦越
实习生 吴婧仪

夜色渐浓，晋江市陈埭镇桂
林村桂堂街旁新添的“梨园桂香”
渐渐热闹起来，厝边们茶余饭后
相聚于此，听曲话家常。怡人的
景色中，阵阵欢声笑语，一幅幸福
和谐画卷徐徐展开。

“梨园桂香”是桂林村建成不
久的一处微景观。在这里，人们
既可以赏景纳凉，生产生活上的
大小事也能把话说、把事办，因为
村里的第六网格党群服务站就在
此。

走进“梨园桂香”，有花有树，
有石条凳和圆桌，有漫步道，还有
标准戏台；网格服务站“方方正
正”立在一侧，屋顶的党徽和站址
红字，在夜景灯光的照射下尤为
显眼。

“我们在打造三级网格体系
过程中，不断思考，怎样让服务更

‘接地气’、让工作更有穿透力？
探索尝试‘微景观+服务站’模
式，目的是让工作更贴近群众、更
温暖群众。”桂林村第六网格指导
员柯晟说。

打造融微景观为一体的网格
服务站，也是回应了群众的诉求。

“以前，这里臭味难闻，尤其
是夏天，蚊虫也不少。现在，我们
每当忙完一天的事，就会想着来
这里休闲。”散步间隙，村民林聪
泽乐呵道。他说，这里原本有一
处古厝，但倒塌多年，破乱不堪，
杂草丛生，垃圾随处可见。

对于脏乱的环境，村民渴望
有所改变。在深入走访后，驻村
工作队、村两委一拍即合——借
地建设微景观。

这个设想，在乐善好施的桂
林村民的支持下得到实现。

土地主人第一时间主动借出
土地。建设过程中，附近村民也
纷纷参与，大家顶着烈日，帮忙搬
运材料、植树种花、雕刻喷漆……

为实现“小钱办大事”，“梨园
桂香”所用的许多构件材料，都是
就地取材，将原址建筑的材料“变
废为宝”。

“建设微景观，给群众创造好
环境。人来了，心也应该凝聚起
来，于是就有了服务站。”第六网
格长林友煌说，“网格服务站是我
们共同的‘家’，从长远看，我们要
始终以主人翁的姿态，落实好每
一项基层工作，服务好身边人。”

随着新网格服务站的建成，
原本设在群众家里的该网格服务
站也搬到了这里。既避免给群众
添麻烦，也创造了一个更共有、更
自由的空间。

“把网格服务站建设于景观
中，能够推动工作接地气、聚合

力，有助于真正打造一个‘网格
之家’。”桂林村驻村工作队有
关负责人表示，正如“梨园桂
香”戏台上刻写的“宫商角徵
羽”，宫有景观、商能议事、角是
主人、徵为召集、羽有力量，这
样的创新举措，可以更好地落
实穿透式管理。

陈埭桂林：

“微景观+服务站”绘就基层治理“好风景”

本报讯 (记者 李玲玲 见习记者 杨
静雯)“护理人员很负责任，每次来都紧
紧跟在我女儿身后，生怕她摔倒，真的帮
了我很多忙，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昨日
上午，晋江金井围头村的村民李女士充满
感激地说道。

原来，她的女儿小嘉（化名）是一名癫
痫患者，由于先天脑部功能受损，无法与
人交流。从出生起，小嘉的病便一直困扰
着这个家庭。为了更好地照顾小嘉，他们
家庭也有着明确的分工，小嘉父亲负责在
外工作赚取生活费，李女士则全职在家中
看管小嘉。

照护癫痫病人是场“持久战”。自女
儿出生至今的 14年来，李女士每天 24小
时围着孩子转，唯一的外出就是骑电动车
到离家3分钟路程的菜市场，总要赶在半
个小时内置办好近三天所需的食材，又急
急忙忙地返回家中。

这样的情况直到今年才发生了变
化。今年3月，晋江启动非试点村（社区）
居家护理服务试体验工作，符合条件的失
能患者可以免费申请为期 2个月的长护
险居家护理试体验服务。而围头村正是
此次试体验服务的其中一个试点村。

经过村委会的摸排，小嘉被列入此
次长护险护理服务试体验对象名单。两
个月以来，护理人员累计上门为小嘉提
供了 20 次服务，每次不少于 1.5 小时。

“护理人员很负责，每次来主要是帮助小
嘉洗浴、洗发、喂食等。”李女士说，以前
自己出门买菜，只能把小嘉一个人锁在
房间，总是担心她在家发病。如今有了
护理人员的帮助，大大减轻了家属的日
常照料负担。

“像小嘉这样享受试体验服务的对
象，我们村还有 26名。”金井镇围头村党
委书记洪水平告诉记者，通过体验对象和
家属们的反馈，一致对长护险工作感到非
常满意，村委会也正准备申报试点村，组
织筹资集体参保，让全村有需要的失能人
群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关爱和照料。

记者了解到，2020 年 7 月起，晋江
在全省范围率先启动“长护险”试点工
作，探索开展失能（半失能）人群长期护
理保险工作。两年来成效显著，对象服
务满意率达 100%。为进一步加快参保
扩面步伐，此次试体验工作从 3 月 1 日
启动，分四个批次进行，每批提供居家
护理试体验服务 2个月，试体验服务过
程中，不对体验对象收取费用。截至目
前，“长护险”试体验服务累计为 343名
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达 3683 次，已
覆盖 19 个镇街。接下来，长护办将继
续推进第三批次，并组织开展第四批
次，通过试体验服务扩大长期护理保险
宣传效应，摸清晋江市失能人员底数，
让更多失能人员体验享受“长护险”护
理服务。

晋江开展
长护险试体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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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