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
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近段时间，晋江辣椒喜获丰收。采摘、分拣、装
车……昨日，位于晋江内坑镇的晋江闽皖辣椒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作为联合社理事长，从安徽来到晋江已有 23年
的芮超玉，亲眼见证了晋江辣椒种植产业从无到有，
也见证了晋江辣椒栽植技术实现了由人工向机械的
大转变。

一株株辣椒苗通过全自动移栽机，精准地移栽到地
穴中。每台机器只需要一人控制，一次性就能完成打
孔、栽苗、扶苗、覆土、压实等工序，一会儿工夫，一排排
翠绿的辣椒苗便整齐地栽植到田间，形成笔直的绿带。
这是前不久，记者在辣椒种植基地现场看到的景象。

“这是我们今年从山东引进的新设备新技术，移栽
效率大大提高，人工成本也明显降低。以前一个工人
一天只能移栽 2到 3亩，现在一台机器一天可以移栽
15到 20亩，效率足足提高了五六倍！”芮超玉笑说，现
在人工工资上涨，而且常常雇不到工人，有了这个全自
动移栽机，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绿色辣椒是晋江发展“五色”特色现代农业的其中
一“色”。近年来，晋江形成了红色胡萝卜、蓝色鲍鱼、绿
色辣椒、黄色花生、紫色紫菜等“五色农业”发展新格局，
富民强村效应逐渐凸显，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7年的
21870元增长到2021年的30201元，年均增长8.4%。

外表圆圆胖胖、口感脆甜可生吃的丝瓜，你见过
吗？近日，晋江紫帽镇紫星村农耕园里种植的水果丝
瓜、木鳖果等多种台湾瓜果陆续成熟，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往观赏。

坐落在紫帽山脚下的紫星村，有着得天独厚的生
态优势。农耕园所在地，就是村里的一处面积约 100
亩的田园风光区——生态溪公园，沿生态溪两侧种植
着多种观赏性植物和果树，随着季节更替而出现周期
性的变化，成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我们以发展因地制宜富民产业为重点，充分发挥
绿色有机生态资源优势，加快结构调整，全面推广‘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打造特色农业。”晋江市农业
农村局驻紫星村第一书记李少峰告诉记者，目前，紫星
村已培育紫晟七彩农民农业合作社、紫馨农场和紫岭
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与台湾专业人才对接，引进
台湾特色农业品种，尝试发展体验式观光农业，取得了
一定成效。

今年，紫星村还引进一家文创工作室，共同挖掘本
地优势特色产品，整合商品资源，不断拓展产品数量。

如今，通过不断调整绿色蔬菜、蜂蜜、土鸡蛋等农
产品结构，引进 10多个台湾品种，加快形成杨梅精深
加工、龙眼加工、乡村休闲旅游等产业链条，紫星村不
断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只有实现乡
村产业振兴，才能更好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友加表
示，接下来，晋江将不断做强做大优势特色农业，进一
步提高“五色”农业的技术含量、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提高农民的实际收益。同时，加
快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以及国家渔港经济区、海
洋牧场项目的落地，以农业现代化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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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12月6日召开会议，分析
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23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
上极为重要的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
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

而上，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发展质量稳
步提升，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改革开放
全面深化，就业物价基本平稳，粮食安
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
障，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成功
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召
开党的二十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强调，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
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
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
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
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协
调配合，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形成共促
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
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

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
兜牢民生底线。要着力扩大国内需
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
的关键作用。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动力和
活力。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
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有效防范化
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 (下转4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63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晋江实践

记者走基层 共学二十大

“五色”农业斗艳 绘就致富“丰景”

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建筑是线条
的流转，是砖瓦的砌合，更是历史的积淀。”
网友“咖啡猫”在本报微信平台留言，在建
筑中回望晋江城市发展的历程，不仅更有
参与感也更有画面感。近日，由晋江市住
建局联合本报共同举办的“我眼中的最美
建筑”征集启动后，本报收到了一拨拨市民
发来的推荐信和“回忆杀”。

在晋江，许多标志性建筑物，不仅承
载着晋江人的记忆，也镌刻着晋江的历史
文脉和精神内涵。爱国楼门诊楼就是其
中一幢。

“说起爱国楼，十个晋江人估计有九
个都知道。她不仅仅是深植晋江人民心
中的地标，更代表了晋江华侨对晋江的热
爱，代表了他们倾情回馈桑梓的深情。”网
友“欢歌”推荐道。

“当时，我们医院就只有一幢三层楼房
和几座简易平房，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交通
也不方便。”曾任晋江市医院院长、如今已
年过八旬的张英灿回忆道，1978年，彼时
的晋江县医院设在下行村（今青阳霞行社
区），由于环境简陋，加上就诊量与日俱增，
医院的条件满足不了群众需求。

1979年，原籍晋江青阳下行村的旅菲
爱国华侨蔡琼霞回乡探亲。得知县医院情
况后，她便提出捐资支持医院建设的想
法。“当时考虑过拆掉旧址翻建，但蔡琼霞
说拆掉旧的会影响群众就诊，倒不如重新
建一个新的。”张英灿介绍，后来为了建设
新医院，蔡琼霞开始忙碌起来，在各级政府
部门的帮助下，新院的申请、土地报批、选
址、建设等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终于在 1987年，蔡琼霞捐资兴建的
门诊楼落成。“蔡琼霞说，捐建医院是出于
爱国之心，就叫爱国楼吧。”张英灿回忆
道。就这样，1988年 3月，晋江县医院整
体搬迁至新华街392号。自此，“爱国楼”

成为晋江市医院的别称，亦成为晋江的地
标性建筑。30多年来，无数医务人员在这
里辛勤耕耘，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捐出来的机场，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与海内外晋江人有着
深厚的‘连结’。若评最美建筑，机场当之
无愧。”网友“安安”推荐。

1993年，国家批准泉州晋江机场改扩
建，同年 12月，改扩建工程奠基，工程总
投资需2.6亿元人民币。建设的资金哪里
来？海内外晋江人纷纷响应，托起晋江人
的机场梦。

“当初，泉州、晋江的人均工资才几百
元，许多领导干部认捐千元以上，市直机
关干部纷纷响应，就连小学生也把自己的
零花钱 5元、2元、1元放进捐款箱。晋江
市的 77家重点企业带头认捐，海外华侨
更是心系桑梓，纷纷自发捐款，掀起了‘人
人为建设机场作贡献’的热潮。”网友“安
安”回忆道。

“祖昌体育馆，是晋江极具代表性的
老牌体育场馆。若要评选最美建筑，一定
要有它的名额。”作为“运动达人”，网友

“火火兔”推荐了祖昌体育馆，她说，在晋
江市民眼里，祖昌体育馆不仅是晋江的城
市地标，更是晋江体育城市的一张闪亮名
片。

自 2002年建成以来，祖昌体育馆已
经陪伴晋江人走过 20载春秋，见证了晋
江城市发展的无数重要时刻，成为晋江市
民心中无可替代的存在。

“祖昌体育馆于 2000年 12月动工建
设，无论是场馆设计，还是建筑工艺都极
具前瞻性。”晋江市体育中心副主任张汉
明告诉记者。

作为祖昌体育馆筹建组一员，张汉明
回忆道，20世纪末，晋江市在体育中心地
址上规划了“一场两馆”，即体育场、游泳

馆和体育馆。“当时，国内很多地方建体育
馆就是单纯的篮球馆。而祖昌体育馆筹
建之初就被定位为综合性体育馆，能够满
足 16个单项体育的国家级比赛需要，并
配备了高标准的 4000个观众席，可承办
国内外重大比赛，同时还肩负举办大型演
出与重大会议的任务。”

祖昌体育馆总投资 4500万元，其中，
旅菲华侨陈祖昌先生捐资 1000万元人民
币，并以其名字命名了体育馆。“祖昌先生
自始至终关心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只要一
回国就会过来看看。”张汉明透露，陈祖昌
先生对工程的外观、室内的设施倾注了大
量心血，体育馆外墙玻璃颜色和室内座
椅，他都亲自参与挑选。

“十户人家九户侨”，在晋江，海外侨亲
情系桑梓，时刻不忘家乡，捐资助学、架桥
修路、建设医院学校……大家倾尽力量，积
极参与家乡建设。一批批华侨捐建的建
筑，成为晋江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机场、爱国楼、祖昌体育馆……

一批华侨捐建建筑冲上“热荐榜”

“我眼中的最美建筑”征集追踪①

本报记者 林小杰

昨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
“大雪”。“大雪”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节气的特点
是气温显著下降、降水量增多，天气变得更加寒冷。
对于晋江的小伙伴而言，“大雪”节气与雪无缘，温度
反而略有回升，昨日午后，晋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在 18℃~20℃之间。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三天，随着
低层逐步转为偏北气流控制，晋江将迎来多云为主的
好天气，阳光重新上岗，气温也将再次走向上升通道，
全市最高气温有望回升至20℃~22℃之间。

瑞雪提醒，“大雪”节气到，不知不觉间，晋江已进
入深冬，虽然近期气温有回升的趋势，但夜晨温度仍然
较低，大家需继续做好保暖御寒措施。

今天多云转晴，16℃~21℃，沿海东北风5~6级、阵
风7~8级；明天多云，16℃~22℃，沿海东北风4~5级、阵
风6~7级；后天阴转晴，17℃~21℃，沿海东北风4~5级、
阵风6~7级。

“大雪”不见雪
气温不降反升

本报讯（记者 沈茜）昨日，记者获悉，“晋江市行
政服务中心”正式更名为“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英文
名称为“JINJIANG GOVERNMENT SERVICE CEN⁃
TER”，服务场所地址及对外服务时间不变。

下阶段，根据工作安排，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的
视觉标识、广告宣传、微信公众号等名称也将逐步规
范更新。

“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
更名为“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

时间：2022年12月7日 星期三
天气：多云 地点：罗山街道华泰社区

“你知道吗，社区的老人食堂开张了。”
“你说的是邻里食堂吧！我去吃过了，味道还不

错，价格也便宜。”
……
在华泰社区广场上，几位老人正在闲聊。记者一

问才知道，原来是该社区“党建+”邻里中心相配套的
“长者食堂”不久前开门营业了。

择日不如撞日，当天，记者就来到“长者食堂”一探
究竟。只见面积约140平方米的食堂里，就餐区环境
干净整洁、桌椅整齐有序；后厨同样干净有序，案板上
还放着正等待下锅的新鲜蔬菜，锅里正“咕嘟咕嘟”地
炖着鸭肉。3 名工作人员一边忙碌，一边告诉记者，

“食堂11月底开始试运行，目前只做午饭这一顿，套餐
是两荤一素一汤，只要9.9元。”

11 时许，香喷喷的饭菜被整整齐齐地摆到打餐
口，等待老人前来就餐。“很香呀！今天是什么菜
呀？”70 岁的郑士杰老伯刚到门口，爽朗的声音就已
经传进食堂。他告诉记者，以前在家都是自己做午
饭，儿子知道“长者食堂”运行后，就让他到食堂吃饭，

“环境好，价格实惠，米饭又香，菜色丰富，热乎乎的，
吃起来很美味。”

不少老人听说有人来采访，便热情地让记者也试
吃一下饭菜。“蔬菜爽口，肉类软烂，米饭软糯，汤也清
爽，不错！”听到记者的评价，工作人员会心一笑，“当
然，每天的饭菜我们都是精心研究的，尽量做到不重
样，就是要让老人家吃得开心、放心。”

“‘长者食堂’在建之前，我们就一直在寻找优质的
运营团队，力求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健康、实惠的餐
食。”华泰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宝华说，目前，食堂正在试
运行中，后期待到运行成熟后，不仅将为老人提供一日
三餐，还会努力根据部分老年人的特殊要求，提供个性
化服务。 本报记者 曾舟萍

幸福的滋味

本报记者 沈茜

晋江辣椒种植户组织工人采摘当季辣椒。 本报记者 秦越 摄

华泰社区“长者食堂”试运行。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征集方式：此次参评建筑范围主
要为1992年以来建设的公共建筑、居
住建筑、工业建筑等建筑，有意向的单
位或个人需提交一份建筑推介理由，
可包含建筑建造历史、空间规划、建筑
特色、建筑照片等内容。

参与方式：1.发送至微信：市民、网
友可直接在活动微信推文底下回复“推
荐建筑+推荐理由”，也可直接将内容回
复至“晋江经济报”微信公众平台。

2. 发送至邮箱：2543455956@qq.
com。若您通过邮箱参与，主要内容
应包括推荐建筑、推荐理由及您的姓
名、电话等，以方便登记和采访。

3.热线咨询：0595-82003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