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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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的话：乡关千里路，殷殷游子情。今年的清明节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首个祭扫节日，素有“十

户人家九户侨”美誉的晋江，迎来了众多返乡的海内外乡贤。他们回乡走访、共话乡情、共谋发展，无论走多远、
飞多高，始终牵挂着摇篮血迹。即日起，本报推出“讲述·我和我的家乡”栏目，倾听海内外乡贤回乡所见所闻，
回忆他们与家乡的血脉纽带，展望他们助力家乡发展的美好愿景。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3日下午，晋江市梅岭中
片区项目指挥部建设系统住建局小组办公室里，在工
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分隔晋江、香港两地的庄氏两兄
弟共同签下征迁协议。至此，该小组100%完成房屋征
收签约任务。

据介绍，建设系统住建局小组由 8名工作人员组
成，主要负责三光天区域25栋民房征收，其中，涉及多
产权人的大厝5栋、侨房3栋。

项目前期，为帮助群众做好多产权人房屋的权属
分配，住建局小组实行项目“清单式”管理，对每栋房屋
进行走、访、听、看、查、研，逐一过实过细调查。项目征
迁启动后，小组成员严格执行征迁标准，坚持做到公
平、合理，并积极主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加班加点成
为常态，用真诚与真情赢得群众支持、配合。

在住建局小组办公室墙上，几面群众送来的感谢
锦旗格外引人注目。锦旗的背后，是群众对该小组成
员的认可与信任。

“立足小组征收房屋特点，我们全力当好‘宣传员、
调查员、调解员、服务员’的角色，始终站在群众角度思
考问题，坚决不让任何一户吃亏。”住建局小组组长闫
天岗说，在项目征收的关键时期，是小组全员的团结协
作，才最终促成签约任务高效完成。

记者从梅岭中片区项目指挥部获悉，除住建局小
组外，建设系统自然资源局小组于4月4日也顺利完成
全部民房征收签约任务。下阶段，完成房屋签约任务
的各征迁工作小组还将继续协助做好房屋腾空、送档、
拆除等后续工作，竭尽所能为群众提供便利，确保各环
节工作紧密衔接。

阔别三年半，再次回到家乡，我特别
幸福。

三年不见，我发现家乡的变化很
大。家乡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家乡的
环境越来越美，家乡人民的生活水平越
来越高，我对家乡的感情越来越深。

三年不见，我发现家乡的变化很
小。家乡的海依旧那么美，家乡的厝总
能唤起乡愁记忆，家乡的人民还是那么
拼搏热情，带给我满满的感动与温暖。

1935年，我出生在晋江金井溜江村，
这里有着白色的沙、碧色的海、蓝色的
天。4 月 5 日，我又回到出生的这片土
地，在雨中，儿时的古厝屹立眼前，这是
我心中的摇篮血迹。与我同行的朋友是
古厝保护的专家，我告诉他，一定要好好
把家乡的厝保护下来，留住它的风采、留
住我们的记忆。

我也去看了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看
了我所捐建的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会堂。
那时候，我得知家乡晋江将迎来一所高
水平大学，十分激动，便出资430万元捐
建这个会堂。我想，一个地区的富强，教
育很重要，教育发展了，产业、科技和更
多的事业都能发展。

说起教育，我回想起了 1983 年的
家乡。当时溜江村还很落后，很多人都
靠捕鱼为生，没什么精力和条件去管孩
子的教育。于是，我就捐建了一个幼儿
园，用我爸爸的名字，叫作‘陈明玉幼
儿园’；我还带头捐资 20 多万元，并与
陈得福先生和王日成先生发动乡亲筹
资 300 万元，为溜江小学兴建一幢三层
的新校舍。

自我16岁那年随母亲到菲律宾后，
一直到1986年才首次回到溜江村。那一

年，我便全面开启了在家乡的投资发展
和公益慈善事业。通饮水、修道路、建医
院、起学舍、兴文艺、奖学子，我不遗余
力，因为我是晋江人，家乡是我深深的牵
挂。

在菲律宾，晋江籍华人华侨超 100
万，晋江乡贤所办的企业在当地社会更
是举足轻重，大家都很有实力。我时常
与他们沟通交流，我们内心都有同一股
力量、同一种信念——晋江是我们永远
的故乡，我们的根也将深深扎在晋江。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未来的
日子里，我依然会与广大华侨一道，发挥
各自资源优势、人脉优势、渠道优势，为
家乡带回更多好的项目、好的资源，继续
倾情参与、鼎力支持家乡发展。

本报记者 蔡斯洵 整理

家乡的海家乡的厝 家乡是我深深的牵挂

梅岭中片区项目
又有两个征迁小组
100%完成民房签约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 陈巧玲）清明时节忆故
人。昨日，在晋江市殡仪馆、仙塔山庄，前来祭扫的群众
络绎不绝。他们或是手捧花篮，或是提着糕点水果，又
或是带着扫把、水桶、抹布等扫墓工具，前往故人墓碑前
祭扫缅怀。当天，两大陵园祭扫人流量约1.7万人次。

中午 12时许，雨水如约而至。不过，风雨再大都
阻挡不了群众祭祖追思的步伐，大家有的扛着太阳伞，
有的头顶塑料袋，还有的穿着五彩的雨衣。下午 1时
许，雨越来越大，但现场祭扫的人不减反增。“今天预报
有雨，就一人带了一件雨衣，这就派上用场了。”来自安
海的许秀利一边整理着祭品，一边对记者说道。

在仙塔山庄集福园，一位身着迷彩服的老人正在
打扫墓碑前的落叶。“我们原定是 9日来祭扫，但因为
孙女昨晚刚请假回来，明天就要去上学了，所以我们提
前来祭扫。”这位名叫庄垂芬的老人说，每年拜祭先祖
都会带着晚辈来，既是对祖先的尊敬也是一种传承。

下午2时许，在前往晋江市殡仪馆的路上，民警正
对来往车辆进行引导，祭扫车辆根据指令有序停靠道
路两旁规划区域内，现场井然有序。

“带金纸的要收起来！”“可以寄存或者我们统一代
烧！”……在殡仪馆入口处，数沓金纸摆放在收纳箱中，
工作人员正对前来祭祀的群众进行友情提示。“这是为
了防范火灾，保障大家的安全。”面对部分群众的疑问，
工作人员耐心解释。前来祭祀的群众，纷纷在金纸上
写下故人姓名后，将金纸投放至指定区域。

“文明祭扫，禁止在山庄内燃放烟花爆竹”“祭祖勿
忘文明、扫墓严防火灾”“文明祭扫慰故人”……在两大
墓园，随处可见的条幅标语，时刻提醒大家要文明祭
扫，让清明更“清明”。

晋江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多年来，晋江一直
倡导安全文明祭祀、绿色错峰出行，也鼓励大家参与网
上祭扫。晋江市搭建的网上祭扫平台开放至15日，市
民可登录“晋江民政”“晋江经济报”“晋江新闻网”等微
信公众号，点击“清明祭扫”栏目进入祭扫平台。截至
昨晚10时，已有160659人参与祭扫活动。

绿色文明
风雨中迎来祭扫高峰

本报记者 林小杰

昨日，晋江遭遇强降雨袭击，恰是“清明时节雨纷
纷”的真实写照。8时至18时，晋江大部分镇街的降雨
量都达到 40毫米以上，其中，紫帽山气象监测站测得
雨量达83.1毫米，为全市最大，达暴雨量级。白天，晋
江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20℃左右，体感有
一丝凉意。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晋江全市
有中雨，局部有大雨。随着切变系统逐渐南压，降水逐
渐减弱并停止，后天，晋江天气转为多云到阴。另外，
新一股冷空气今天夜间开始影响晋江。受其影响，晋
江气温将全面下降，白天最高气温降至20℃以下，同时
沿海有 8级左右东北大风。瑞雪提醒市民，雨天出行
需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中雨，17℃~21℃，沿海东北风4~5级、阵风6~
7级；明天小雨转阴，16℃~19℃，沿海东北风5~6级、阵
风7级；后天多云转晴，16℃~19℃，沿海东北风6~7级、
阵风8级。

新冷空气来袭
今夜气温将下降

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昨日，记者从晋江西滨镇
政府了解到，为贯彻落实“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
效”行动部署，实现抓营商环境促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
环，西滨镇纪委、企业办、商会联合组建了创新小组。

近日，西滨镇创新小组第1期活动走进华银公司，
华银、星达、宏展、宝达等企业代表围绕主题就企业发
展、政策解读、增容提质等话题，与创新小组展开深入
交流。

西滨镇商会副会长黄思坦说，创新小组通过组织
交流活动，可以让企业家面对面交流，直言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疑问，政府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了解企
业的需要，提供精准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
是办法。”西滨镇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组建创新小组
是“走出办公室”的重要举措。通过这种面对面交流的
方式，搭建政企沟通交流的桥梁，鼓励企业与政府一起
谈问题、找对策，共同构建亲清有为的营商环境。

据介绍，西滨镇创新小组主要目标为环境创新和
产业创新。环境创新以建设良好营商环境为指导，探
索提升西滨投资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产业创新以西
滨资源优势出发，探索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下一步，西滨镇创新小组将以镇商会为阵地，
结合“早午晚餐会”、邀请优秀企业代表、参观考察等多
种模式，每两周拟定一个话题，有针对性地邀请企业代
表进行交流，企业抛题、政府解题，政企同心全力推动
西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抛题 政府解题
西滨组建创新小组

“想他的时候，只能拿出手机，看看他
的照片。”昨日，租住在晋江陈埭南霞美的
叶国彬端详着照片，以寄托对大儿子小吉
祥的思念。

前几天，叶国彬和妻子李红艳带着小
儿子，一起来到泉州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
念园内，参加2023年“生命·遇见”遗体器
官捐献者缅怀活动。他们手持鲜花，在碑
前肃立默哀后，将鲜花放在纪念碑前。

去年 12月，因患脑癌，9岁的小吉祥
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按照此
前签署的遗体捐赠志愿书，小吉祥捐献的
眼角膜为厦门眼科中心 4名患者带去光
明和希望，他的遗体捐献给厦门大学医学
院用于医学研究。

“这是小吉祥走后，我们一家第一次
和他近距离‘接触’。他的名字、出生年
月和捐献时间被刻在了碑上。”叶国彬
说，“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存续人间，
每次这样想，我的心里好像又有了一些
寄托。”

晋江梅岭梅龙小区的叶祥忠老人也
是一位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先行者。去
年8月，叶祥忠离开了人世。依照老人生

前愿望，儿子叶序辉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厦
门大学医学院供医学研究。“这是父亲生
前的愿望，我们尊重父亲的想法。希望父
亲的遗体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叶序辉
说。

记者从晋江市红十字会了解到，10
年来，晋江市累计成功实现器官捐献 13
例，遗体捐献 7例，眼角膜组织捐献 4例，
累计 24例，成功捐献的志愿者名字都铭
刻在泉州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的纪
念碑上。

此外，截至 2023年 3月底，晋江已有
89人登记捐献人体遗体和器官。

3月底，安海的许老师惊讶得知，刚参
加工作的女儿早已通过网络登记了遗体
捐赠。“去年国庆节期间，我做了捐献器官
登记，没想到，女儿也做了登记，再加上我
的父亲，我们一家有三人都做了登记。”许
老师说。

提及登记遗体和器官捐赠，许老师毫
不掩饰对父亲的敬佩。“父亲是晋江第一
个到福州领器官捐赠登记表格的人。当
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50多岁的父亲带回
登记表格后，让我和哥哥作为家属签名。”

许老师回忆道，“父亲说，如果到了离开那
一天，家人在 24小时之内做一个简单的
遗体告别，为他栽两棵树就行。”

许老先生的大爱精神一直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许老师。“我自己也是一名志愿
者，经常参与献血和其他志愿服务活动。
每次遇到人生瓶颈的时候，就会想到当年
的父亲，于是我也萌生了捐赠器官的念
头。”去年国庆节，许老师完成了捐献器官
登记。办理捐献器官登记中，需要女儿作
为家属签名，没有想到女儿一下子就同意
了。

而金井塘东的蔡老夫妇也在去年做
了遗体捐赠登记：“在农村，老人过世，难
免大操大办，这种陋习需要改正。我们夫
妻都是老党员，已经80多岁了，希望过世
后，能对社会做一点点贡献，所以选择遗
体捐赠。”

“死亡，是有形的躯体的消殒，也可以
是无形的生命与爱的馈赠。”晋江市红十
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这个清明节，让
我们以深深的思念、崇高的敬意缅怀遗体
和人体器官捐献者，感谢这些平凡而伟大
的‘无声英雄’！”

清明追思 缅怀“无声英雄”
10年来，晋江累计实现遗体和器官捐献24例

本报记者 阙杨娜

讲述人：陈祖昌 家乡：晋江金井溜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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