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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近日，中国电视广播总台中
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报道了
《首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 福建晋江改造海岸
生态 降低台风风暴潮影
响》，详细报道了晋江如何把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的成果应用到海岸生态修复
中，从而降低台风风暴潮对
当地的影响。

连日来，通过第一次全
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媒体基层行”活动，晋江的
海岸生态修复案例频频登上
央视、新华社、福建日报等主
流媒体。其中，“蓝色海湾”
项目更是凭借良好的成效，
获得主流媒体的青睐。

6 日，记者来到位于晋
江市陈埭镇的泉州湾河口湿
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晋江段，

2912亩“年轻”的红树林，沿
着晋江海岸线形成一道道

“城墙”抵御着海浪对堤岸的
侵袭；登高远眺，海水退潮，
374亩的鸟类栖息地上，一
幅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生
动画卷徐徐展开。

20世纪80年代，互花米
草肆虐该片滩涂，蔓延面积
达5000多亩，海滩生态环境
恶化，沿岸堤防生态退化，再
加上台风影响，严重威胁沿
海老百姓的生产和生命安
全。如今，经过“蓝色海湾”
综合整治后，这里环境变得
越来越好，甚至还成为老百
姓打卡的网红地。

这个改变与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2020 年
起，晋江通过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全面

摸清了121公里海岸线海洋
灾害的“底数”，并形成了晋
江市第一次海洋灾害风险普
查报告。根据普查成果，陈
埭镇海岸线被纳入台风风暴
潮防御区。

“陈埭镇位于泉州湾畔，
历史上曾是台风风暴潮灾害
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所
以，陈埭镇沿海区域被划为
台风风暴潮重点防御区。”晋
江市自然资源局海域海岛科
工作人员郑小滨说。

结合普查报告，2021年
1月，晋江启动了海岸线生
态化改造，首先便是向互花
米草“宣战”，清理了5026亩
互花米草，海岸生态化改造
6.2公里，并同步修复了 374
亩鸟类栖息地，建设鸟类观
测监测站。

此外，晋江还种植了

2912亩红树林，在海滩上筑
起了一道长长的绿色“保护
带”，其将大大降低台风、风
暴潮对整个海岸线的损害。
不仅如此，红树林的成活也
让湿地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和
改善。据介绍，在泉州湾河
口湿地，每年都有三四万只
鸟类到此栖息、觅食、越冬，
保护区鸟类已达 203种，且
频见珍稀鸟类，包括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鸟类 8种，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鸟类24种。

“据统计，红树林消浪系
数可达80%以上。凡是有红
树林分布的地方，海堤就不
易被冲垮，老百姓的安全多
了一道‘天然屏障’。”郑小滨
说，此次普查进一步摸清了
晋江市海洋灾害风险底数，
为晋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权威的海洋灾害数据支撑。

本报讯 （记者 李玲
玲） 8日，“仁和之乡”东石
名医荟萃，热闹非凡。2023
年春季“乡贤情 健康行”上
海泉籍名医来晋义诊活动暨

“优质资源下沉，人人享有健
康”世界卫生日活动在这里
举行，由上海晋江商会特邀
的 20名在沪泉籍优秀医疗
专家返乡义诊，让家乡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
的医疗服务。

“请问一下，上海市第
八人民医院胡海医生还有
预约号吗？”“家里有个老人
想来看看，请帮忙预约一下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
蔡国响医生。”……8日上午
9时许，东石中心卫生院一
楼门诊大厅的预约取号处，
闻讯而来的群众早早在此
排起了队。

从隔壁镇驾车而来的安
海人黄宝林，在得知上午的
专家号已被“一抢而光”时，
赶紧让工作人员为自己和家
人分别挂到了两个下午5点
的专家号。“太火爆了，听说
上海专家要来，一早就来排
队预约。虽然早上没看成，
但专家来一趟很难得，下午
再怎么忙也要抽空跑一趟。”
黄宝林说。

当天，记者走访院内各

个专家诊室，只见诊室门口
候诊处都聚满了前来看诊的
群众，工作人员拿着预约名
册按次序叫号。“这次专家义
诊活动，线上线下预约了七
八百人。为了保障活动有序
开展，我们提前安排人手做
好秩序维护、取号叫号等服
务。”东石中心卫生院院长苏
杭州介绍，此次20名专家团
队阵容强大，涵盖了骨科、脊

柱外科、风湿免疫科、心血管
内科、肝胆外科等多个专业，
几名专家宣传一出，短时间
便预约满号。

热心公益、反哺家乡，是
泉州人的优良传统；医者仁
心、利国利民，是医疗工作者
的真实写照。记者了解到，
此次义诊活动得益于上海晋
江商会的牵线搭桥。上海晋
江商会会长孙晋忠介绍，上

海医疗卫生事业较发达，为
了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在上
海泉州籍名医专家的支持
下，上海晋江商会于2017年
起就积极携手晋江相关镇
街、医院实施了“名医回乡义
诊”工程，今年已是专家团队
第七次来晋义诊。未来，上
海晋江商会还将把这项公益
事业持续做下去。

时隔 3 年多，再次踏上家
乡的土地，我们内心十分激
动。一落地，我便开始寻觅一
份热腾腾的蚵仔煎，这是我心
中最美的家乡味。

我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的
一个荒岛——四角芭。上世纪
20年代，闽南先辈相继结伴在
这里落脚。他们将家乡文化和
生产技术相结合，加之当地丰
富的海产，四角芭逐渐被开发
成桃源之地。

因为了解这段历史，即使
在印尼长大，我也深深明白，我
的家乡是晋江。从有记忆开
始，家中长辈就告诉我，“我们
的‘根’在晋江”。平时，我们一
家人都讲闽南语，也引导儿孙
从小学习闽南语，了解祖国和
家乡的传统文化。

1982年，叔叔病重，一心想
要“落叶归根”。我陪同叔叔回
老家，看着他拖着沉重的身体
坚持回乡的模样，我心里更明
白了家乡的意义。这是我出生
35年来第一次回乡，我惊讶于
家乡如此落后。那时候印尼已

经有了电视机等各种家电，但
家乡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厕所
也很脏，我感到很痛心。再次
返乡时，我带来了电视机，看到
全村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
看电视，我既欣慰又心酸。

后来，我在家乡投资了一
个家具厂，让村里人有事做、有
钱赚。我希望尽自己微薄的力
量，让家乡人的生活早日好起
来。每年春节，我会给村里老
人发红包，表达关心和慰问。

2012 年，我得知英林埭边
小学急需建设一座集师生生活
和教学专用室于一体的综合楼
时，我当场捐赠100万元人民币。

2017 年，我和几名海外埭
边乡贤共同发起成立晋江市英
林镇“埭边情”助学基金会，将
筹集的善款用于埭边的教育、
助学等公益事业。

2017 年年底，众多旅居印
尼的福建闽南乡亲聚在雅加达
北区万登岸南街的晋江同乡会
会址，畅叙乡情。同乡会常常组
织聚会，红焖猪脚、鲜笋鸡汤、萝
卜干煎鸡蛋、咸菜豆腐……一道
道闽南“古早味”家常菜，就着一
碗地瓜粥，品味的是祖地乡情。

在推动印尼晋江同乡会发
展的同时，我也重视海外华裔
青少年“寻根之旅”在中国的开
展。2018年，晋江“寻根之旅”
大家庭迎来首届印尼华裔青
年。“寻根之旅”是一个非常好
的活动，它让印尼青少年能够
更深刻了解祖籍国故地日新月
异的发展，通过参观、交流和学
习，进一步加深对家乡的了解、
增强对家乡的感情。

本报记者 王云霏 整理

虽然已近4年没有回家乡
了，但我时时刻刻关注着家乡
的发展变化。回来这几天，我
看到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稳步
向前，这要感谢家乡党委政府
的坚强领导和有力决策，也要
感谢乡亲们的团结和奉献。

曾经，家乡是个人多地少、
资源匮乏的海边小县城，如今
已经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城市
了。我深深感受到家乡的进
步，不仅城市环境、民生建设越
来越好，市民的素质修养、精神
面貌等“软实力”也有提升，希
望海内外乡亲有更多机会相聚
在一起，共同为家乡发展建言
献策。

1974 年旅居香港后，我经
历了五六年的务工生活，白天
工作，晚上上夜校学习英语和
广东话。随后，我抓住了改革
开放带来的机遇，进入贸易行
业，后来在家乡兴建了汽配
厂。

2017 年 9 月，我当选为世
界晋江同乡总会（以下简称“世
晋总”）第十一届会长、加拿大
泉州晋江联谊会会长。这是一
份荣誉与肯定，更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此后，我始终秉承

创会宗旨，推动与中国内地尤
其是福建的经贸发展，关心家
乡各项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同
时，致力于团结更多的海外晋
江社团，努力营造“大联合、大
团结、大发展”的新局面。

在任世晋总会长期间，我
积极引导海外乡亲承担“超级
联络员”的角色。我希望带动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侨亲响应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将海外
300 万晋江人的潜力激发出
来，尤其要让年青一代更进一
步地了解国家，感受到自身应
该担负的责任，将个人发展与
国家、家乡发展紧密相连。

我20几岁便离开家乡了，
家乡如今的发展令我振奋，我
更希望家乡未来更加美好。因
此，世晋总将通过平台力量积
极宣传引导，让年青一代有更
多机会回到祖国和家乡走走看
看，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和归属
感。

在任期间，作为海内外晋
江乡亲的“大家长”，如何促进
华裔新生代与祖国家乡的交流
融合，激发他们共同参与家乡
建设，是我的一大工作重点。
2018 年 7 月，世晋总牵头举办
了海外华裔暨港澳台地区青少
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福建
晋江营活动，来自12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60名海外青少年，在
家乡晋江展开了为期 12 天的
寻根之旅。其后，我带领他们
前往北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的第九届海外华裔及港澳
台地区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
夏令营北京集结营开营礼，游
览了北京故宫、天安门广场、军
事博物馆、清华园及长城，让他
们进一步了解祖国、了解北京，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者。

本报记者 王云霏 整理

“蚵仔煎”是最美家乡味

□讲述·我和我的家乡

当好家乡的“超级联络员”

央媒点赞晋江海岸生态修复成效

筑起绿色“城墙”守护蓝色海湾

20名在沪泉籍名医在晋江开展义诊

晋江在海滩上种植2912亩红树林，筑起绿色“保护带”。 本报记者 秦越 摄

讲述人：许宗鸽（印尼
晋江同乡会永远荣誉会长）

家乡：晋江英林埭边

讲述人：施文诞（世界
晋江同乡总会永远荣誉会
长、加拿大泉州晋江联谊
会会长）

家乡：晋江龙湖石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