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日暖阳的映射下，位于晋
江磁灶镇大埔村中心、占地 20多
亩的大埔村敬老院显得格外气
派。今年80多岁的吴声堂与几位
老厝边聚在一起听戏曲，不时跟
着哼唱几句，好不惬意。

说起大埔村，人们第一印象
是乡村建设好、环境美。然而，除
了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如今的
大埔村，更美的当属村民的幸福
生活。

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乡
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过
去十年，大埔村先后六次荣获国
家级荣誉。荣誉背后，是大埔村
民幸福感、获得感的持续提升。

老有所养
全村老人共享幸福晚年

吴声堂家住大埔村旧村改造
后的双井小区。因家中晚辈常年
在外经商，只有他一人留守家园。

2012年，大埔村敬老院落成
投用。吴声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报名入住，他没想到的是，这一
住，就是10年。

“这里环境好、配套全，关键
还有老厝边做伴，这样的晚年生
活有滋味。”吴声堂说，敬老院对
他而言已是一个家，是全村老人
安享幸福晚年的乐园。这样的晚
年生活是他梦寐以求的。

十年间，大埔村敬老院累计
接收老人410人。其中，像吴声堂
一样入住满十年的就有34人。

“由于村里外出经商人员较
多，老人留守独居现象较为突出。
年轻人在外打拼有了经济基础，但

对家中老人始终放心不下。”大埔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金程表
示，建设敬老院，既是为了解决外
出村民的后顾之忧，更是为了让村
里老人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共享更多乡村振兴带来的
红利。

大埔村敬老院建成投用至
今，始终坚持为入住老人提供免
费吃住的养老服务。针对个别因
身体原因不能入住敬老院的老
人，村里则每月给予 300元（人民
币，下同）补贴，确保养老红利惠及
每位老人。

近年来，在上级政府部门的指
导下，大埔村敬老院在全市率先施
行“医养康”模式的养老服务，携手
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为全村每
位老人安排专属医生、定制健康档
案，并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此
外，村里还时常联动社会志愿团体
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
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致力于
将敬老院打造成全村老人的“幸福
巢”。

幼有所教
优质教育办在家门口

下午4时许，大埔村中心小学
门口人头攒动，前来接小孩放学
的家长排起长龙。今年40岁的大
埔村民吴友鹏也在其中。

2010年起，吴友鹏赴浙江经
商，两个儿子跟在身边。这几年每
次回乡，他都发现村里有了新变
化，尤其是看到村里教育越办越
好，吴友鹏决定让两个儿子在家乡
上学。

大埔村的小学、幼儿园原本
都是民办校，村里这几年大力发
展教育，先后投入 700多万元改
造提升小学教育配套，并引来优
质教师，推动幼儿园、小学双双

升格为公办中心校，教育质量越
来越好。

“大儿子已从大埔中心小学毕
业，顺利升入季延初级中学；小儿
子还在村里小学就读。”吴友鹏说，
近几年，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回乡
住上个把月，感受家乡幸福生活之
余，也关注着村里的发展。

由市、镇、村共同投入2000万
元高标准建设的大埔村中心幼儿
园，紧邻大埔村党群服务中心，于
2018年建成投用，主要服务大埔
村及周边村居的适龄儿童。每天
课间时分，幼儿园里孩童们快乐
追逐嬉戏的场景，与大埔新村其
乐融融的生活画面相互辉映，共
同勾勒出一幅幸福的乡村画卷。

值得一提的是，大埔村连续
13年开展奖学助学行动，累计发
放奖助学金122.8万元，惠及优秀
学子227名。村里对教育的重视，
更推动全村上下形成“崇文重教、
兴学育才”的良好氛围。

除了教育、养老等民生事业，
对于大埔村民来说，他们的幸福
感、获得感还来自村里推行“移风
易俗村规民约”带动公益慈善事

业发展，营造出的守望相助、邻里
相亲的文明乡风；来自村里积极
盘活闲置土地、资产，实现村财收
入55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收入超
6万元的丰盈富足。

“如果说，整洁靓丽的村容村
貌和旧村改造别墅群是大埔的

‘面子’，那么，完善的教育、养老
等基层公共服务和日益文明的
乡风就是大埔的‘里子’。”吴金
程说，“面子”“里子”全面发展，
是大埔村持续努力和追求的目
标所在。

□村民谈变化

大埔村老人吴声河：村里的
敬老院让老厝边们从享受免费养
老变成一起幸福养老。大埔村老
人最大的幸福，是村里时刻关心
着老人的需求，更愿意想办法满
足这些需求。

大埔村民吴世钦：老有所养、
幼有所教、居有所乐，这是我们每
天努力奋斗想要实现的梦想。这
些年，大埔村干部们把梦想变成
了现实。这是大埔村成功的关
键，也是大埔村民幸福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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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杨
静雯 记者 沈茜 陈巧玲）
23日晚，第二届福建省民间
职业剧团（木偶戏）优秀剧目
展演开幕式在晋江市五店市
传统街区举行。

“哇！木偶还会耍火！”
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带来的新创木偶小戏

《掌中集萃》将现场气氛炒得
火热。在欢快的锣鼓声中，
彩绸舞表演轻盈灵动，刣狮、
耍火棍等“木偶杂技”引得观
众连连叫好。

“ 那个木偶还坐着椅
子。和我们一样。”“木偶还会
撑伞！”随后，漳州布袋木偶戏
《大名府》、惠安掌中木偶戏

《一箱石头》、连城提线木偶折
子戏《过关》、上杭原创客家木
偶戏《红小鬼》、泉州师范学院
非遗舞蹈《悬丝指语》轮番登
场，丰富多彩的表演引得现场
观众纷纷伸长了脖子，不时拿
出手机记录精彩片段，小朋友
们则充满好奇地讨论着，现场
气氛热烈。

本报讯 （记者 蔡培仁）“原来
虽然有残联送来的轮椅，但出门有
台阶还需要家人帮着抬下去，现在
我自己坐着轮椅扶着扶手沿着坡化
路面就下去了，真是太感谢了。”近
日，晋江紫帽镇紫星村残疾人王先
生紧紧握着上门验收无障碍改造的
工作人员的手连声道谢，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

今年来，紫帽镇深入开展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经过前期的调
查摸底、入户筛查，共为全镇 16户残
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按照
残疾人的需求，在厨房、房间等主要
活动区域安装报警装置及进行进出
坡化改造、地面平整，在卫生间安装
扶手、马桶、洗浴椅，同时还进行室内
线路改造和智能门锁、升降晾衣架安
装等。

“有了新的热水器和马桶，以后
生活起居就方便多了，给我们家庭减
轻了压力。”园坂村村民蔡先生满意
地说道，改造很合自己的心意，有了
新的卫生间，墙面都重新粉刷过，整
个家像新建的一样，现在又干净又敞
亮，感谢政府。

近期，紫帽镇残联协同村级工作
人员、第三方设计施工人员深入残疾
人家中，全面开展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项目验收工作。入户时，工作人
员详细询问了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
对无障碍改造设施的使用评价，听取
每一户残疾人家庭对改造的意见和
建议，解答残疾人提出的惠残政策问
题，进一步提升残疾群众和家属的满
意度。同时，通过开展验收工作，进
一步保障无障碍改造工作的施工质
量，让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心和关爱。

紫帽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实
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是改善残
疾人居家生活环境、提高残疾人生活
质量、解放残疾人家庭劳动力的重要
举措。“量身定制”为残疾人家庭实施
无障碍改造，解决了残疾人行动难、
做饭难、如厕难、洗澡难、出行难等现
实问题，全面提升了残疾人家庭的生
活质量。本报讯（记者 蔡明宣）去年，福建省商

务厅出台《促进闽菜繁荣三年行动方案》，提
出打造闽菜文化“名片”——未来三年，实现
培育1000家闽菜馆，使其成为福建餐饮的新
名片。晋江积极投入闽菜馆创建工作，目前
已有3家餐饮企业通过闽菜馆创建审批。

据了解，申报闽菜馆的企业统一配备“闽
菜馆”牌匾、灯笼、徽章等要素，以强化闽菜品
牌集聚效应。值得关注的是，为促进全省“闽
菜馆”创建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福建省商务厅
还将对获得“闽菜馆”品牌授权使用的线下经
营门店（含总部在省内、赴省外创建“闽菜馆”
的企业门店）给予每家不高于 5万元人民币
的资金奖励。

去年，泉州首批 24家餐饮企业通过闽
菜馆创建审批，晋江食博轩餐饮有限公司、
泉州市宝厝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泉州市大港
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 3家餐饮企业通过
审批，与悦来酒家、老钱餐饮、绿岛酒楼等一
批大众熟知的泉州餐饮品牌，率先成为闽菜
文化“名片”。

今年，晋江继续深入推进闽菜推广，闽菜
馆创建工作有序开展，目前已有 4家晋江餐
饮企业参与申报。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池店镇华洲村池峰
路边的“闽南厝”餐馆。作为晋江首批创建审
批通过的“闽菜馆”，该餐馆里里外外挂满了
认证后的“闽菜馆”统一配备的灯笼、徽章等
标识。

泉州市宝厝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是“闽南
厝”的运营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周毅告诉记
者，通过“闽菜馆”的创建审批，对于企业而言
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鞭策。目前，除了把
招牌闽菜牛尾汤、生煎姜鸡等做好外，“闽南
厝”还在持续研究新的菜品，并考虑走出晋
江，走向全国，把真正的闽南菜推广出去。

“为配合省、泉州市相关政策要求，近年
来，晋江市商务局积极组织相关餐饮企业创
建申报‘闽菜馆’，引导企业参与泉州各项厨
艺大赛，进一步促进闽菜振兴和繁荣，从中挖
掘富有晋江特色的闽菜餐饮品牌。”晋江市商
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 林伊婷） 近日，
晋江安海镇曾埭村党群服务中心总
是热闹非凡，村民进进出出，欢声笑
语不断。原来，曾埭村正提前发放
2023年度该村 800多亩土地流转租
金，涉及该村500多户村民，总计发放
租金达60多万元人民币。

“家里的土地 20多年没种了，平
时闲置着也是由他人去种植，从没收
过租。没想到这次村里集中土地流
转，让闲地生出了钱，大家都很开
心。”曾埭村村民苏长洲笑着说，自家
有10口人，共有土地2.2亩，每亩每年
租金800元，这次共领取了1760元。

现场，不少村民除了欢喜于自家
闲置土地有了收益外，更对土地流转

“转出”村庄发展新活力津津乐道。
据悉，通过土地流转，下一步曾埭村
计划规模化种植，大力发展田园风光
乡村休闲旅游业，打造特色旅游乡
村，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曾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美英介绍，土地流转将进一步盘活
曾埭村土地资源，通过农业规模化、
机械化与专业化生产，不仅将实现农
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还将实现村民
和村集体“双增收”。目前，已有专业
公司正在接洽投资开发曾埭村文旅
项目，除了打造田园风光外，还计划
完善乡村空间环境及相关服务配套，
引进创新科技、文化、产业等进驻乡
村，深化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推动实
现乡村振兴，更好地造福村民。

十年间，六获国家级荣誉

磁灶大埔村：“面子”到“里子”的“进化”

福建省民间职业剧团（木偶戏）优秀剧目展演揭幕

晋江好戏连台等你来

最高可获5万元资金奖励

晋江积极推动创建“闽菜馆”

紫帽镇为16户残疾人家庭
进行无障碍改造

土地流转“转出”乡村振兴新活力
安海曾埭村村民
喜领土地租金共计6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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