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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埭镇在今年 1 月
的人居环境考评排名落后，您
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埭镇镇长许著赟：陈埭
镇今年1月的人居环境考评成
绩不理想，拖了全市的后腿。
综合分析，客观上有人口基数
大、厂居混合、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滞后等原因；主观上有努
力不够、主体责任未压实、环
卫保洁工作抓得不够细不够
严、宣传教育工作不够到位等
原因。

记者：今后，陈埭镇将如何
整改，从而打赢人居环境整治
翻身仗？

陈埭镇镇长许著赟：我们
将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是
压实主体责任。一方面是压
实村居的主体责任，把村居

的主人翁意识给调动起来。
我们现在启动了每个月的村
居考评工作，由镇里对所有
村居进行考评，排名后三位
的村将进行责任倒逼。另一
方面是压实压细环卫保洁队
伍的主体责任，管好、管细、
管精。

二是对四支保洁队伍中表
现不好的一支队伍进行约谈和
清退，重新发标。通过提高工
作标准，来提高保洁队伍的工
作能力。

三是尝试引进厦门海沧的
环卫保洁一体化模式，通过在
陈埭 4个村开展试点工作，让
全镇的环卫保洁水平，尤其是
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
教育和文明意识教育。针对

陈埭外来务工人员多、群众
文明卫生意识不强的问题，
我们在学校和工厂里启动了
文明意识教育，发挥“小手拉
大手”作用，推动全民文明创

建意识的提升。
相信通过一系列整改措

施的落实，陈埭镇的人居环境
工作将会逐步好转，不拉全市
后腿。

开栏的话：为进一步提升晋江市城乡人居环境，深化认识，压实主体责任，强化争上
游意识，即日起，晋江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晋江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中
心联合在本报开设“人居环境考评约访”专栏，对每月城乡人居环境考评综合成绩排名
最后一位和年度平均成绩排名倒数三位的单位主要领导进行约访，推动整改工作落实
到位、人居环境全面提升。

本报记者 沈茜

晋江市城乡人居环境考评本年首月陈埭镇垫底

陈埭镇党政深刻反思

本报讯（记者 柯国笠）昨日，
安踏集团发布2022年营收财报，该集
团 2022年营收再创新高，同比增长
8.8%，首次突破 500亿元（人民币，下
同）大关，达536.51亿元，超越耐克中
国同期营收表现，位居中国运动鞋服
市场首位。

自2015年营收破百亿后，安踏集
团用7年时间实现了从100亿元到500
亿元的跨越，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5%。

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营收表现，

得益于安踏集团的多品牌矩阵。去
年，安踏集团旗下主品牌营收增长
15.5%至277.2亿，收入体量及增速双
双超越李宁；FILA增长略微放缓，但
营收仍保持高位，达215.2亿元；以迪
桑特和可隆为代表的“其他品牌”收
益同比增长 26.1%至 44.1亿元，连续
超过20个季度保持双位数增长；亚玛
芬合营公司收入及利润均创历史最
佳，首次贡献利润，收益同比增长
21.8%，旗下三个核心品牌中，两个体

量均已达到10亿欧元以上。
在鞋服行业整体增速放缓、承压

向前的大环境下，安踏集团的年度业
绩表现凸显其逆势高质量增长的含
金量。

高增长的背后，是安踏在科技创
新方面的持续投入。2022年，安踏集
团创新研发投入近13亿元，并与清华
大学、东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国
内外院校深度合作，研发体系进一步
拓展。安踏集团还宣布每年投入 10

亿元研发创新资金，并额外设立超过
2亿元的员工创新项目基金及超百万
元的奖金，鼓励员工进行商品创新。

在业绩稳步增长的同时，安踏集
团还积极履行民营企业“稳就业”的
社会责任。去年，安踏集团员工数量
净增7000人，相比2019年末，员工数
量增长超过 90%。新冠疫情发生的
三年来，安踏集团逆势而上，更是创
造了 28200个直接就业岗位，彰显其
龙头企业赋能产业链、扎根实体经济

的社会责任。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表

示：“安踏集团一直秉持‘对国家有信
心的长期主义’，将动态管理、高质量
增长作为重点，全面磨炼，提升企业韧
性。随着国家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支
持，体育产业的快速复苏及中国经济
的稳健发展，我们更有信心在社会责
任、市场份额、科技创新、品牌价值和
员工发展等五大维度，推动集团实现
高质量发展。” （相关报道详见3版）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

超越耐克中国同期营收表现 居中国运动鞋服市场首位

安踏集团年度营收首破5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许春）昨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了第六批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我省有 58
个村落入选，晋江市东石镇檗谷村榜上有
名，成为本批次晋江市唯一入选的村落。
至此，晋江市共有9个传统村落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檗谷村在宋代形成村落，乡村文风鼎
盛，文化底蕴深厚，保留有闽南红砖古厝、
番仔楼等建筑和闻名海内外的古檗山庄
建筑群等。其中，古檗山庄被列入福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黄氏大宗祠（黄氏家庙）

是福建名祠之一，被列为晋江市文物保护
单位。

在古檗山庄，现存楹联 11幅、匾额 9
方、古檗山庄全景图1方及“晋江公署”立
碑记 1方，还有诗、词、联、跋、赞、题记等
190余方，诸碑多出自名家之手，堪称近代
书法大全。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对我们
加强传统建筑保护的支持和鞭策。”檗谷
村党总支书记黄拥护说，檗谷村将在各级
有关部门指导下，根据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工作的相关要求，做好中国传统村落档

案，开展好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等工作，
讲好建筑故事，让传统建筑活起来，弘扬
好优秀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晋江市积极
推进对文物建筑的修缮保护和抢险加固
工作，鼓励文物建筑的合理利用，加大对
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开发力度，推进文
旅融合。目前，晋江已有龙湖镇福林村、
南浔村，金井镇福全村、塘东村、围头村，
灵源街道灵水社区，新塘街道梧林社区，
安海镇瑶前村，东石镇檗谷村等 9个村
（社区）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公布

东石檗谷村入选 系本次晋江唯一

本报记者 林小杰

昨日，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晋江
的天气也挺应景的——受暖湿气流影响，午后大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达25℃~29℃，温暖程度直逼夏季。

不过，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三天，
晋江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局部可
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雨水将频频上
镜。降雨对缓解旱情、降低森林火险等级大有帮
助。瑞雪提醒市民朋友们，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并注
意交通安全。

今天阴，19℃~27℃，沿海西南风 4~5级；明天阴，
20℃~26℃，沿海西南风 4~5级；后天小雨，18℃~24℃，
沿海西南风4~5级。

雨水即将光临
记得携带雨具

日期：3月21日 星期二 天气：晴
地点：晋江罗山街道苏前社区

当天下午，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处理完工作后，苏
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志腾便跨着大步，往社区正在进
行“白改黑”改造的杏圃中路走去。最近几天，社区道
路的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天，道路正在
铺设第一层沥青。不到现场监工，陈志腾有点不放心。

苏前社区位于罗山街道中部，人口不多，仅1000
多人；面积不大，只有0.67平方公里，是个名副其实的

“小社区”。社区内长约3公里的水泥道路，近年来让
居民们颇为烦恼——2001年修好的水泥路，经过20多
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出现了多处坑洼、破裂，给大家的
出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下午的阳光有些炙热，来到杏圃中路，修路工人们
开着铺路机、压路机，正忙着铺设路面。这时，陈志腾
远远看到了社区居民陈流传，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工
人们的每一个步骤，不时还提醒工人对没有铺设到位
的边边角角进行完善。

“老陈，你又来义务监工了！”陈志腾招呼道。
“来了一天了，就怕工程没做好。我以前做过工

程，比较懂行，就想着来看看。”陈流传笑着说。
陈志腾介绍，今年1月，社区成立了罗山街道第一

个社区“乡村振兴促进会”，筹集资金近 400 万元。2
月，在听取多方意见后，促进会决定出资200多万元，
对社区道路进行“白改黑”改造提升。随后，社区还召
开居民代表大会，听取居民对“白改黑”改造的意见和
建议。出人意料的是，听说道路要改造，居民们纷纷表
示要出钱出力支持。“截至目前，有60多名居民捐款，
共计100多万元。正式开工后，不少居民更是通过各
种方式关心工程的进度。”陈志腾说。

正说着话，65岁的社区居民陈金造骑着一辆破旧的
电动车迎面而来。他身上深灰色的长袖T恤已有不少小
破洞。“陈金造也捐款了。听到改造消息的第二天，他一
大早就揣着5000元钱，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等着工
作人员上班。等人来了，他二话没说，放下钱就走。”陈志
腾转头告诉记者，“陈金造平时就卖点羊奶，舍不得在自
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却愿意为社区建设出‘大钱’。”

面对这样的夸赞，陈金造有些不好意思，“不多不
多，一点心意而已。看到社区有变化，我心里很欢喜。”

“这次的‘白改黑’不仅改善了社区的人居环境，提
升了居民的居住品质，更是在居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共
识和合力。这样的凝聚力将为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助力，这是最为珍贵的。”陈志腾说。

“志腾，这路修得好呀！什么时候完工？”路过的村
民问道。“月底，月底一定完成！”回去的路上，监工了一
个多小时的陈志腾步子反而更加轻快了，脸上的笑容
也愈发灿烂。 本报记者 曾舟萍

“小社区”的“幸福路”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气象数据如何监测？飞
机起降时，飞行员如何掌握天气信息？昨日，晋江市气
象局联合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航务管理部和养正中学，
开启了一场别样的气象科普之旅。

气象观测是天气预报的重要前提。当天下午，养
正中学30多名学生来到晋江市气象局，在工作人员的
介绍下，详细了解了晋江日常天气预报的制作流程。

“你们知道，气象雷达图有一个好记又‘好吃’的名
字吗？那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因为，在一张气象雷
达图中，往往会有红、黄、绿等颜色，如果看到有红色又
有黄色，那就说明这个地区的雨会噼里啪啦地下。”现
场，工作人员通过福建市县预报服务平台，用风趣生动
的语言为学生介绍各种气象图（上图）。

当天，同学们还了解了晋江气象观测站点的分布
情况。目前，晋江共有 33个气象观测站点，其中安海
有三个站，养正中学新旧校区就占了两个。这些气
象观测站点上传的气温、降水量、风向风速、气压、能
见度等气象数据会同步传输到各级气象数据接收中
心站，气象部门再通过查看这些信息进行天气研判
及预警发布。

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新建的塔台、航管楼，机场空
管专家为学生们展示民航气象信息服务系统，上面显
示机场每一条跑道上的风向风速等信息。在空中交通
管制培训室中，学生们亲身体验了一把空中交通管制
员的工作。工作人员还通过模拟暴雨、降雪等复杂天
气和突发情况，演示如何对飞机进行指挥。

“除了自动化的精确观测外，凝聚了许多气象元素
的大楼设计也让我印象深刻。”养正中学精正气象社学
生张俊森说，这是他第一次到晋江市气象局参观，让他
学到了许多气象知识。

“3月 23日是世界气象日，今年气象日的主题是
‘天气气候水，代代向未来’。我们希望通过开展此次
主题活动，让学生们零距离感受气象科学的魅力和神
奇，更多地了解书本之外的气象常识，进一步激发大家
热爱科学、探索自然的兴趣。”晋江市气象台台长杨舒
琳告诉记者。

世界气象日主题活动
晋江学子探“风云变幻”

富有古韵的檗谷公园。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