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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之后，秋高气爽。驱
车出城，沿迎宾路一路向西，
车窗外，天蓝地绿、水清人和
的斑斓画卷扑面而来。穿过
紫帽高架桥，整齐靓丽的安置
楼，宽阔干净的柏油大道，还
有路上洋溢着幸福笑容的村
民，似乎在迫不及待地向来客
诉说晋江紫帽镇十年来的蝶
变。

总征迁面积7558亩，总拆
迁量 150万平方米，涉及人口
8600多人，企业 51家；连续五
届承办紫帽山植树节，完成造
林绿化超7500亩，松材线虫病
防治松林改造5764亩；建成省
级美丽乡村 1个，泉州市中级
版“绿盈乡村”2个；紫帽山景
区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

一组组数据、一处处变
化、一张张答卷，折射出十年
来紫帽镇各项事业发展取得
的显著成就。

拆旧建新
老镇焕发生机活力

每天一早，洋店村老支书
曾荣煌都会到所住的后厝街
小区楼下散步健身，小区里，

桂花和菊花开得正艳。片区
内高楼林立，配套齐全，与中
心市区差别不大，焕发出新的
生机活力。而昔日的洋店村
是老旧房子交错，两车相会变

“死对”的落后村庄，后厝街更
是破旧不堪、市场杂乱。

曾荣煌清晰地记得十年
前的紫帽，整个镇区没有一栋
漂亮的高楼，没有一处像样的
餐馆，没有一条宽敞的柏油
路。

“没有改建就没有出路。”
曾荣煌说，2013年，紫帽片区
启动征迁项目,他带头在提前
批签约，并积极协助做好群众
动员工作，让群众欢欢喜喜腾
空搬迁，安安心心等待美好生
活的到来。

如今，紫帽人的幸福生活
已如期而至。

十年来，紫帽镇全面推进
片区改造建设进度，片区内23
条市政道路构成的交通路网
基本完成，镇级文体活动中
心、综合市场、中心小学、中心
幼儿园等一批公建项目建成
投用，11个安置小区选房安置
工作全面完成，2438户群众幸

福回迁。十二年一贯制公立
学校清华附中晋江学校投
用。紫祥社区挂牌成立，紫帽
的城镇一体化进程迈出新步
伐。

“当时，已经看到晋江其
他地方通过改造带来的发展
变化，我从一开始就很支持片
区改建。”浯垵村村民李先生
回忆说，拆迁带来不便那是暂
时的。

2017 年，顺利回迁紫帽
后，李先生和父母立即精装了
一套房子，并在新房里结婚生
娃。去年，他卖了一套闲置的
安置房，买了一部新车，和朋
友合伙在小区楼下开了一家
餐饮店，生意不错。今年，李
先生的孩子顺利入读紫帽镇
中心幼儿园，一家人其乐融
融。

砥砺奋进
新城点亮幸福生活

沾脚的“泥腿子”路换成
了宽敞的水泥路；野草丛生的
区域成了村民可以登高休憩
的休闲场所；以往黑灯瞎火的
村道被一排排明晃晃的路灯
照亮……对于紫星村的蝶变，
今年 78岁的紫星人王金福看
在眼里，乐在心里。

“十年前，紫星村还是一
个经济薄弱、发展缓慢的村
庄。地处山内，远离镇区，村
里只有一条土路通向山外，却
又是天晴满天飞尘，雨天坑坑
洼洼。”王金福说，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里，紫星人饱尝了交通
不便带来的痛苦。村民行走、
学生上学都极不方便。

穷思变，变则通。 2013
年，紫帽片区改造启动，紫星
村乘势而为，以人居环境整治
为突破口，开启了逆袭之路。

当年，在紫帽镇政府的支
持下，紫星村投入 400多万元
人民币建成七个公园，形成
以王氏家庙、卧牛穴、官帽
山、紫溪水库、嘉树丽情、茂
榕盘石等为主题的公园，打
造出追梦园、丰财园、千禧
园、德福园、醉美园、颐寿园
和天禄园“七宝园”，村庄的
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很
大提升。

更令紫星村村民开心的
是，2019年紫帽镇区新的主干
道——兴紫大道通车了。

“这条路通车，大大方便
了村民出行。”紫星村党支部
书记王诗智说，紫帽片区改造
前，从紫星村到国道 324线需
走山路或穿过霞茂村。村民
出行不便，连手机信号都很
弱。片区改造后，紫帽的路网
逐步完善，尤其是兴紫大道通
车后，不仅可改善紫星村及周
边区域的交通条件，还能缩短
紫星村村民前往泉州市区和
晋江市区的距离。此外，泉州
市区K612路公交车延伸到紫
星村，结束该村无公交车的历
史。

王诗智说，现在环境变好
了，以前离家奋斗的中青年们
陆续“返巢”开超市、做民宿、
经营茶叶店等。清华附中晋
江学校投入使用，孩子们上学
也不用愁了，许多在外地做生
意的乡贤听说十二年制的学
校在紫帽镇办学，纷纷带着小
孩回到了家乡……越来越多
的村民正在见证并享受着紫
帽镇的发展成果。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雨
莲 记者 陈巧玲 许春） 11日
上午，晋江东石镇Z11路微公
交正式开通。这是继东石Z10
路微公交通车后，东石镇迎来
的第二条镇域公交微循环线
路，将更好打通镇村公交服务

“最后一公里”。
东石 Z11 路微公交运行

时间为 7:00-18:30，线路以清
透旧村委会为起点，沿途经
过洪塘村、张塘村、潘山路
口、郭岑村、仁和东路等地，
终点站为东石公交站，线路

全长12.5公里。
为民办实事，群众心欢

喜。东石 Z11路微公交首发
的消息一传出，清透村村民温
清阳就迫不及待地乘坐公交
体验。一路上，他拿着手机高
兴地拍摄着沿途的风景。“终
于盼来了这一天，我们清透村
比较偏僻，村民出行一般都靠
电动车。现在 Z11路就从村
里出发，出行方便多了。”温清
阳点赞道。

东石镇人大主席王晓人
介绍，东石镇共 34 个村（社

区），常住人口达16万人，群众
的交通出行仍存在不够便利
的情况。这也备受人大代表
的关注，他们积极建议将该线
路的开通列入“为民办实事”
项目。在晋江市委、市政府关
心支持，晋江市交通运输局、
东石镇、公交公司等多部门的
携手推动下，Z11路微公交线
路顺利开通。

“城镇建设离不开公共交
通，微公交以‘短平快’为主
打，深入群众‘家门口’，让镇
与村实现更好联动。”东石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作为“行走的产业

宣传点”，Z11路公交车身两侧
彩绘十分精致，红红的胡萝卜
吸睛力十足。“全国农业产业
强镇”“晋江胡萝卜”等元素随
公交一起，在全镇“微循环”，
让东石的特色产业深入人心。

“让村民出行不愁就是我
们的心之所向。Z11 路的开
通，不仅能更好地串联起沿途
各村，也成为东石特色产业的
又一个宣传平台。”上述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杨
静雯 记者 沈茜）“我在 14
栋这边看高甲戏，你快点
来！”11日下午 4点，居民卢
阿姨正在打电话通知她的朋
友来看戏。原来是晋江市公
益文化活动项目走进了梅岭
街道桂山社区“党建+”邻里
中心，此时正是高甲戏演出
时间。

现场，有的家长推着小
宝宝驻足观看，有的居民高
举手机拍照，有的坐在演员
跟前观看演出，有的则站在
花圃石阶上一览全貌。下午
4点 30分左右，陆续有不少
居民闻声前来，站在后排的
一位小朋友一边盯着台上的
演员，一边学着丑角做起了
夸张的肢体动作。

“以前我们住村里还经
常有戏看，现在搬到市区住
都没什么机会看戏了，这个
活动特别好。”居民赖阿姨表
示，听说下午4点到5点有高
甲戏看，她还特地掐准了时
间过来。

剧目《骑驴探亲》里，一
对丑角打扮的老公婆，或拉

或拽，一边冲撞一边大呼小
叫地做着各种滑稽有趣的表
情动作，一会儿挠腮一会儿
缩鼻，配合默契，妙趣横生，
逗得观众直发笑。

“我今天和一些老人家
讲下午有高甲戏演出，他们
都很开心，都说要来看。”该
社区工作人员庄清珊说，公
益文化活动项目下沉到“党
建+”邻里中心，不仅丰富了
居民的娱乐生活，更进一步
融洽邻里感情。

据了解，晋江市文化和
旅游局自 10 月 1 日起开展
公益文化活动项目下沉“党
建+”邻里中心，将持续至 10
月 31日，惠及全市 12个“党
建+”邻里中心。除了高甲
戏，该局还策划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图片展、“南音进基
层——文化共传承”活动、
市民讲堂、文化艺术类讲
座、木偶戏、南音进基层等
系列活动，积极拓展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居
有所乐”服务功能，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领略传统文
化魅力。

本报讯 （记者 蔡明
宣）第132届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 10
月15日上午在线上举行，超
3.5万家境内外企业“云上”
参展。其中，晋江共有 185
家企业将在“云”上抢订单。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
晋江参展企业所涉及的行
业包括建材、家居用品、纺
织服装、鞋、箱包、食品等。
从参展商品类别看，晋江参

展的产品数量最多的是服
装、鞋和家居用品。

截至目前，出口展参展
企业 34744家，比上届增长
约 40%；进口展参展企业
416家，来自 34个国家和地
区。此外，从第 132届广交
会起，每届广交会线上平台
服务时长将从10天延长至5
个月，除展商连线、预约洽
谈功能使用时间为10天外，
其他功能均持续开放。

本报讯（记者 王云霏
通讯员 陈辉煌）近日，澳门
晋江同乡会举办“2021—
2022年度会员子女奖学金”
颁奖仪式。澳门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议员宋碧琪、李良汪，
澳门晋江同乡会会长许清水
等负责人参加活动，并为获
奖学生颁发奖学金。

据了解，澳门晋江同乡
会今年颁发的奖项包含莲花
奖、李白奖、基金会特别奖
等。今年共有109名学生获

得奖学金，和去年相比有所
提升。

许清水表示，澳门晋江
同乡会一直以来把关心和培
育下一代作为一项重要的会
务工作，坚持每年向品学兼
优的会员子女颁发奖学金，
支持和鼓励会员子女努力学
习、奋发向上。他希望，这些
优秀学子将来成为回报社会
的栋梁之材，传承晋江人“爱
拼敢赢”的精神，弘扬爱国、
爱澳、爱乡的家国情怀。

小镇脱胎换骨 新城日新月异

紫帽 城乡一体化迈出新步伐
本报记者 蔡培仁

东石Z11路微公交线路开通

家门口的高甲戏真好看！
晋江市公益文化活动项目
下沉“党建+”邻里中心

第132届广交会15日线上开幕
客从“云”来 185家晋江企业谋大单

澳门晋江同乡会颁发奖学金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