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建产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
今年6月，位于晋江池店桥南片区的龙湖椿

实·春江天越开盘当天，共销售9亿元，去化超过
80%。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龙湖椿实·
春江天越等晋江多个项目开盘热销，得益于《晋
江市贯彻落实各级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全力稳大盘稳增长实施方案》的出台。

“包括房贷利率下调、公积金政策调整等一
系列政策的落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晋江房地
产市场活力。”晋江市住建局房管科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为了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不久前，
晋江市还印发《2022年5月份房地产购房补贴促
销活动方案》，举行购房补贴促销活动，落实一系
列房地产纾困措施。

晋江的建筑业发展也蹄疾步稳。
这些年来，晋江加快绿色转型，推动建筑、交

通、农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截至目前，晋江全
市已经竣工绿色建筑面积达 1150余万平方米，
启动建设装配式项目60个，装配式建筑面积160
余万平方米。

“推进绿色建筑建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补齐城
乡建设短板、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的重要举措。”晋江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自 2015年起，晋江市住建局推动新立项
的政府投资公益性项目、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
型公共建筑、10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及财
政性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等四类项目全面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

此外，晋江市住建局还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将装配式建设要求纳入建设项目土地出让合
同及规划设计条件，全市新出让建设用地、总建
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商品住宅项目，设定装
配式建筑面积达到商品住宅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20%以上，新建装配式建筑全部达到绿色建筑标
准，建造过程中建筑垃圾减少20%以上。

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的完善优化也至关
重要。

7月30日傍晚，晋江市住建局的审批窗口还
在忙碌。原来，工程建设审批服务专班人员主动
放弃周末休息时间，为晋江市科创新区安置房A
区项目并联办理消防、人防、施工许可基建审批
手续。

这只是住建审批提速的一个缩影。“晋江市
住建局为了提升城市吸引力，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大力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缩短工
程建设审批时限，提升服务效能、助力企业发
展。”晋江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通过不断
梳理优化房地产、建筑业、工程建设等相关审批
流程，共计减少报送审批材料64项，缩短办理时
长82天，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和群众的时间成本，
通过推行“网上办”“掌上办”“邮递办”的“不见
面”方式，让群众不出门也能得到便捷服务。

晋江市住建局：城市乡村“同频共振”颜值品质“比翼齐飞”

B6/B7 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_黄伟强 校对_严学锦 设计_翁泽义 电话0595-82003110

一座城的建设，关乎到一城人的幸福。
过去20年，晋江“为民建城”的理念在城市建设的每一处皆可见——城乡面貌脱胎换骨，交通路网四通八达，高楼小区鳞次栉比，公园绿化秀美靓丽，生态风光自然野趣，美丽乡村舒适宜居，品质生活跃然眼

前……
2021-2022年，晋江连续两年获评全省城乡建设品质提升综合绩效优异县市。这些年来，在“晋江经验”的引领下，晋江确立“全市一城、一主两辅、双湾双带”的发展布局，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先后推进九大组团、五大片区、四大新区和千万平方米综合产业园区建设，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拓展至115平方公里，近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升1个百分点。在这个过程中，晋江注
重把基础设施、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探索出乡贤反哺、村企合作等多元改革发展模式，培育了72个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55万元，乡村和城市有一样的生活品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本报记者 蔡斯洵 董严军 秦越 陈巧玲 文图

在青阳街道阳光社区，“夜景天幕”点亮市民“夜生活”。
天色渐暗，走进阳光社区金光路，一条长72米的“夜景天幕”映入

眼帘，灯光变换着颜色和各种图案文字，让整条街道焕然一新。
热浪散去，微风轻拂，阳光夜市也开启了一天的繁华。花样繁多

的美食、川流不息的人群、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众多市民前往打卡，
品尝美食，体验慢生活。

如今，阳光夜市已成为泉州、晋江网红打卡点。对比以往，现在的
阳光夜市形成了摊商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市民游客自觉爱护环境的浓
厚氛围。

晋江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加强阳光夜市规范管理，有效
提升城市治理水平，青阳街道阳光夜市制定了《夜市综合评分积分制
管理细则》，进一步完善夜市相关管理制度，对夜市摊位经营者各种经
营行为进行规范，并从综合评分、完善摊位准入机制、环境卫生保洁等
方面进行管理。

另一边，阳光社区阳光广场的灯光照亮了夜空。欢快动感的音乐
氛围中，踢踏、旋转、飞跳，神采奕奕的大妈大爷伴随着华灯跳出自信
与悠闲的步伐。“以前这里灯不够亮，大家学起舞来比较慢，跳得不是
很整齐；现在加了灯杆，够亮了，看得更清楚，学舞的速度都提升了。
大家都很喜欢在这里锻炼。”广场舞“大军”中的林阿姨乐呵呵说道。

“阳光片区越夜越美丽”，这是许多市民游客的一致感受。近一年
来，晋江以微更新为契机，全面提升阳光片区的照明功能及夜幕景观，
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个出行、购物、休闲、运动的好去处，让阳光片区
流光溢彩。

夜景灯光“升级”，让阳光社区璀璨亮丽；而架空线缆整治，则让
天空“无线”美。

来到阳光社区星光路、小商品街等路段，铺上沥青的道路更加宽
阔整洁，道路上空原本纵横交错的各种“线缆蜘蛛网”也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清清朗朗的天空，阳光片区背街小巷得到“美颜”。

交通路网发达了，老城区的停车问题也得到解决。
经过更新提升改造后，晋江大剧院停车场已经对外开放。停车场

内近80个公共停车位被盘活，满足阳光商圈周边群众停车需求，助推
阳光商圈繁荣发展。

“只有引进智慧化停车系统，才能有效缓解区域‘慢堵繁’的现
象。”晋江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梳理阳光社区
的交通体系，综合运用物联网、无线通信及大数据等技术，引进智慧化
停车系统，挖掘停车资源，满足居民游客的使用需求。

阳光社区的“蜕变”得益于阳光片区微更新项目的实施。2021年末
以来，阳光片区已重点实施了阳光东环北片一期老旧小区改造、小商品
街景观提升、滨河景观整治、缆线整治、阳光广场灯光提升、夜市夜景提
升、星光路、小商品街道路“白改黑”提升、大剧场停车场改造等。

城市微更新切中了城市规划建设的要害。
晋江市住建局局长陈荣松表示，今年，晋江市党代会报告提出“产

城人”融合发展战略，对品质城市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发展的
重心正在逐步转向功能提升、空间修补和生态修复。政府工作报告也
明确，要打造阳光片区“微更新”示范样板。当前城市更新已经从原来
简单的推倒重来逐步转向“留改拆”并举。留，是留住城市记忆，保护
传承；改，是优化改造，提升服务；拆，是拆旧建新，拆除淘汰不合时宜、
落后的配套设施。相信因地制宜、三管齐下，阳光社区一定可以变成
宜居宜业宜游的社区样板。

老旧墙面换上淡黄色明亮的“新
衣”，违章搭盖的院子蜕变成铺满沥青的
停车场……昨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阳
光东路青莲北区的东环小区（一期），环
境整洁美观，焕然一新，让人眼前一亮。

据悉，该小区建于1992年，总建筑面
积约为 6330平方米，住户 40户，原建筑
因年久失修及基础设施不完善，给居民
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新
建成不久的住宅小区。”84岁的业主老谢
告诉记者，就在去年8月份前，小区立面、
管道、电线破损严重，违章搭盖乱象多，
楼板渗水，污水经常外溢，业主住得很不
舒服。

如今，小区里里外外都在进行改造，
让这里的业主重燃了对“新生活”的期
盼。

“环境好了，人也会住得更开心。”老
谢高兴地说，此次小区水电气基础设施、
消防设施、小区景观、公共环境等都将得
到完善，让居民更有安全感、幸福感。

同样感受到幸福的，还有桂园人家
的业主们。

走进小区，原有石板材路面已经全
部翻修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不仅宽阔美
观，而且更加舒适。“小区道路‘白改黑’
后，根治了板材路面的板底脱空、唧泥等

通病，减少大雨天气积水的现象，提高路
面平整度，行车更舒适了。”业主杨先生
十分满意。

除了小区道路“白改黑”外，45盏路
灯也全部更新，采用LED节能灯，使用双
回路控制，提升整体照明效果。平平无
奇的井盖也换上了“新装”，原有水泥井
盖全部更换成球墨铸铁井盖，方便检查
检修的同时也提升了“颜值”。重新种植
的马尼拉草皮包覆住裸露的土方，取代
了枯死的草木，既提升整体观感，更有效
预防扬尘。

除了东环小区、桂园人家，连日来，
记者还走访晋江多个老旧小区，一个个
都有新景象：规划有序的停车位、崭新的
电子防盗门、明亮宽敞的楼道……曾经
院老、房老、设施老的“老破旧”，实现“颜
值”大翻身，群众的幸福生活来敲门。

老旧小区改造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
身利益，既是一道“工程题”，更是一道

“民生题”。近年来，晋江有序推进老旧
小区综合改造试点工作。当前，晋江正
全面实施 2022年 51个新增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共涉及楼栋 426栋，涉及建筑面
积 238.9133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14463
户。

老旧小区要“青春常驻”，管理是关
键。

经过半年的“免费尝试”，位于青阳
街道曾井社区的晋江市直机关宿舍老旧
小区正式完成物业确权工作。

这个建于1994年的小区，是青阳街道
引入愿景佳园进行老旧小区“改管运”一
体化运作的第一个项目。今年1月份，在
青阳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愿景佳园
公司以应急物业的形式开展日常工作，对
小区内所有单元进行卫生大扫除、小广告
清理、管道疏通，从水、电、路面、楼道、墙
体、设施等方面进行了微改造。小区从无
物业状态，转入有序管理。

目前，愿景佳园公司已入驻青阳街
道 28个老旧小区。入驻以来，愿景佳园
推出“领事+好邻居”网格划片管理工作，
通过整体植入党建引领大片区物业共
享、有机微更新、全域智慧化管理、空间
功能运营、文化活动激活等服务内容，提
升小区服务水平和居住品质。

“结合物业小区‘党建+物业’自治模
式，当前，晋江推动各镇街组织辖区内未
成立业委会的住宅小区加快成立业委
会，启动实施10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大物
业’管理试点，推动试点老旧小区进行物
业‘运营、管理、服务’一体化专业管理，
提升居住品质和服务水平。”晋江市住建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英林镇三欧村，一年四季皆是景
观。

裸露的外墙穿上“竹衣”，闲置的旧
水缸种上芥菜、小白菜，被榕树根支撑
的残垣断壁画上彩绘。“忆昔园”中的古
厝改造各有特色，或成家风家训馆，或
展示闽南风物，或开辟公益图书角。这
里的每一座古厝，就是一个微景观点。
连点成线，欧厝自然村古厝群已打造出
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几年前，这些微景观还是一处处
‘脏乱差’的杂地。”三欧村委会副主任
欧阳名仕介绍，“忆昔园”原为倒塌废
弃的古厝，一度被村民作为养鸡养鸭
的杂乱场地，甚至演变成村内垃圾
场。“微景观改造后可用作休闲场所，
不仅改变环境，更让村民实实在在受
益，能更好地动员群众一同参与改
造。”

这些年来，晋江大力开展城乡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像三欧村实现颜值品质
提升的美丽乡村还有很多。晋江市住
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2021年城乡
建设品质提升工作，晋江从“居住品质
提升”“交通品质提升”“水环境品质提
升”“风貌品质提升”“管理品质提升”

“样板工程打造”等六大方面 35项重点

任务全面发力，策划生成城乡建设品质
提升项目114个。英林镇集镇环境整治
等4个项目被列入省级集镇环境整治十
大样板，安海镇被列为2021年省级重点
改善提升历史文化名镇。

在晋江，还有一批“留得住乡愁”的
新古村。

闽南古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
建筑、中西合璧民居……漫步在梧林传
统村落，眼前一栋栋古厝洋楼，别有一
番风情。

古厝洋楼得以保护，传统村落的
发展空间也被打开。百亩花海旁，富
有侨乡特色的文创集市人头攒动，传
统非遗体验工坊和沉浸式戏剧演出点
激活了乡村的血脉。

“晋江历来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
护利用工作，注重传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坚持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
态提升理念，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留
文留魂留乡愁。”晋江市住建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这些年来，晋江精心打造
梧林传统村落、五店市历史文化街区
等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样板，安海历史
文化名镇、梧林传统村落分别被列入
2021年、2022年省级重点改善提升工
程。

“居有其所”彰显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和包容。
泉州轻工学院的老师叶明东来自宁德，在

晋江工作已有七八年。2017年，他得知晋江推
行流动人口市民化积分优待政策；2018 年，便
提交了申请。排在 35位的他，在钱塘雅苑选购
了一套 132平方米的安置房，单价 4500元/平方
米。而当时，周边房价已经七八千元。

“对我们工薪阶层而言，买房是头等大事。
通过积分优待，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压力，也可以
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工作中。”目前，
已是新晋江人的叶老师最开心的是，有自己的房
子，在晋江的生活越来越舒心。

“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晋江将外来人
口的住房需求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统筹考虑，
把外来人口纳入城市保障房建设规划之中，从源
头上保证外来人口的住房供应。”晋江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让市民能够享受“安居”，晋江在“住房
保障”方面也下了大功夫。“住进新房，给老婆和
小孩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工作起来也更有
动力了。”当年，申请到崎山聚兴小区廉租房的小
谢实现了“安居梦”。

在晋江，住房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也更
加精准。

“在满足中低收入困难群体‘应保尽保’的基
础上，在有剩余房源的前提下，实现精准保障，重
点做好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福大科教园、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
等引进项目人才分类保障工作。”晋江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年来，晋江扎实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历年来累计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40个，
建设保障性住房 49098套，分布在市区及产业集
中、外来人口较多的地区，覆盖全市居民及外来
务工人员。

住有所居，更要保证住有宜居。
十年来，晋江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相继启

动了九大组团、五大片区的改造建设任务，九大
组团即青阳、梅岭、城北、滨江、磁灶、内坑、安海、
东石、金井等九个组团，五大片区包括紫帽片区、
罗裳片区、梅庭片区、博览片区、鞋都片区，后续
推出高铁新区和科创新区安置房项目。

把最好的地段拿来安置，这是晋江“以人为
本”的体现。“安置房的建设注重区位优势，采取

就近安置的方式，将配套完善、区位条件优越、交
通便利的地块用于安置房建设。”晋江市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百姓住进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的现
代化小区，传统文化建筑得到保护、留住了乡愁，
城市的公共配套逐步完善，市民居住环境品质实
现跃升。

“留改拆”并举 推动城市微更新

旧貌换新颜 小区品质大跃升

保障惠民生 住有所居全覆盖

乡村美如画 留住乡愁又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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