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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小杰

上周末，阳光卖力“工作”，在它的“热情”下，晋
江大街小巷出现了不少穿着短袖、短裤的市民。昨
天，晋江大部分街镇午后最高气温超过了 30℃，紫帽
镇则以 31.7℃成为全市最热的镇街，让人体会到了初
夏的感觉。

不过，这种“夏日模式”维持不了多久。瑞雪从晋
江市气象台了解到，好天气只能持续到今天。今天，晋
江最高温将达30℃。但从今天夜间开始，受西南气流
增强和切变东移南压的影响，晋江将迎来一轮较为明
显的降水过程，本周上班时间将会被雨水天气占据，整
体气温略有回落。瑞雪提醒市民朋友，雨天出行记得
携带雨具，同时路面能见度低，要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晴转多云，20℃~30℃，沿海南风3~4级；明天
小雨，21℃~25℃，沿海西南风 3~4级；后天小雨转中
雨，21℃~26℃，沿海西南风3~4级。

昨日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明元到市信
访局接访群众，面对面听民声、解民忧，现
场协调相关镇（街道）、部门解决产权证办
理、道路施工建设、安置补助兑现等群众
反映的问题。晋江市领导李志强参加接
访活动。

本报记者 李玲玲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董严军）近
日，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今年晋
江市继续推进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建
设，积极参与省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申
报省、泉州托育服务试点12家，预计新增
普惠性托位 800个。据统计，目前，晋江
市已建成托育服务机构 60家，建设托育
位4966个。

昨日一大早，记者来到位于晋江梅岭
街道御景花园的地球宝宝托育园，此时园
门口已经十分热闹。今年 2岁多的贝贝
高兴地和妈妈挥挥手，便跟着小朋友一起
入园。走进托育园，丰富的游玩设施、多
元化的体验课程，让贝贝和小伙伴们玩得
不亦乐乎。

“这里的老师都是持证上岗，在照顾
孩子方面很专业。孩子也很喜欢来这
里。”贝贝妈妈说，托育园的空间条件比家
里好，玩具也多，“更重要的是这里小朋友

多，通过和伙伴们的接触，孩子的社交能
力、动手能力比以前进步了不少。”

家住梅岭街道翰林春天的白领妈妈
陈燕玲也表示认同。陈燕玲和丈夫都要
上班，老人又无法帮忙带娃，“之前家里
也请过育儿嫂，但月薪要六七千元，有点
吃不消。现在送到托育园，压力减轻了
不少。”

据地球宝宝托育中心运营负责人刘
宝梅介绍，该中心目前共有 4个园区，其
中，位于御景花园的园区是晋江今年第
一季度新增的托育服务机构，可提供托
位 57个。

记者了解到，除地球宝宝托育园外，
第一季度晋江还新增了 3家托育服务机
构。其中，艺童丫丫托育园融入陈埭江浦
社区“党建+”邻里服务中心建设，为居民
提供80个普惠、优质的托位；壹萌托育园
位于罗山街道华泰社区，可提供 60个托

位；沐爱宝贝托育中心园位于青阳街道尚
之坊创意园内，可提供80个托位。

“自 2020年接到省托育工作试点任
务后，截至目前，晋江已承接省、泉州市试
点11个，开展本级试点创建14个，累计投
入补助资金 842万元。”晋江市卫健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强化试点建设，有效
激发了市场主体积极性，来电来访咨询的
人越来越多。

此外，晋江还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提
供2~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目前，晋江市
共有33家幼儿园提供托育服务。

“近期，我们还将依托晋江市妇幼保
健院建立市级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建立市
镇村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网络，对托育
机构开展卫生保健检查与指导，对婴幼儿
营养与喂养、生长发育、心理行为等开展
健康宣教、专业指导和咨询服务。”晋江市
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晋江市第九届“我最喜爱
的老师”寻访活动基层海选正如火如荼进行中。连日
来，晋江各校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校内推选活动。与此
同时，本报推荐热线也响个不停，不少市民都来为心中
最喜爱的老师“打卡”。

“我要特别感谢李亚真老师。是她发现了我在足球
方面的特长，让我在今年的高考中能凭借这一特长去考
取心仪的院校。”日前，本报接到一通来自福州的电话，
来电者是今年就读高三的翁雅雯。正在福州备战体考
笔试的她，向本报极力推荐心中最喜爱的老师——晋江
市实验中学体育老师李亚真。

翁雅雯告诉记者，李亚真是她初中时的体育老
师。翁雅雯还在读初一时，李亚真到各班为校队挑选
足球苗子，一下子就挑中了翁雅雯。

“当时，学校的场地条件不能够满足训练需求。为
了更好地比赛和训练，李老师就向校外挖掘资源，借用
校外场地开展训练。那年冬天，她带着我们用跑步的
方式到学校附近的梅岭心养小学训练。虽然训练很
累，但我们的收获也很大。”在翁雅雯看来，李亚真就是
自己前进路上的伯乐，初中三年，在李亚真的指导下，
翁雅雯的脚下功夫愈加娴熟。初中毕业后，翁雅雯一
直和李亚真保持联系，此次她参加体育单招考试，李亚
真也颇为关心，并耐心给予考前指导。成绩出炉后，翁
雅雯第一时间将喜讯分享给李亚真，电话两头的师徒
二人都欣喜不已。

刚刚结束与翁雅雯的通话，立马又有人打进了热
线，这次是一名学生家长鄢妮妮。她心中最喜爱的老
师，是她女儿的班主任、云峰中学的王声庭老师。

“王老师（王声庭）很细心，给了孩子满满的爱与
温暖，也给了我们家长很多有益的指导，大家都很
喜欢他。”鄢妮妮告诉记者，他们一家都是新晋江
人，女儿从小在晋江长大，初中入读云峰中学。彼
时刚得知班主任是一名年轻男老师时，她也曾有过

“年轻老师教学经验不足”“男教师没有女老师细
心”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观察了一段时间后，
鄢妮妮的疑虑全打消了——王声庭不仅书教得好，
对学生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甚至成了孩子心中的
大“暖男”。

更令鄢妮妮感动的是，王声庭还很注重家校联
系，与家长保持密切沟通。“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样
的沟通很重要。王老师教了我们很多与孩子有效沟
通的方式。他就是我和孩子心中最喜爱的老师。”鄢
妮妮点赞道。

晋江市第九届“我最喜爱的老师”寻访活动基层海
选阶段截至4月19日。读者可以拨打推荐热线或以文
稿的形式向本报推荐优秀教师，“秀”出你心中最喜爱
的老师的“模样”，本报将择优向晋江市教育局推荐参
评人选。

推荐热线：15392193021（小蔡）
推荐邮箱：121399497@qq.com

晋江市第九届“我最喜爱的老师”
寻访活动

基层海选倒计时3天
快来为你心中的老师“亮灯”

简明新闻

办好托育点 缓解带娃难
晋江今年将新增普惠性托位800个阳光“余额”不足

雨水“充值”上线

时隔三年，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晋江乡亲，在这个暖春四月纷纷
返乡“赴约”。自 4月 6日以来，本报
连续11天，通过报纸版面、微信推文、
抖音、视频号等多个传播平台，对此
次海内外晋江乡亲返乡团聚进行了
全方位、多角度、高频次的报道，在海
内外引发热烈反响。

昨日，随着《讲述·我和我的家
乡》“家书体”专栏的最后一篇报道在
本报头版的刊出，本次全媒体系列报
道圆满收官。回顾11天的系列报道，
通过本报视频号、抖音发布的乡贤采
访视频，频频在读者、粉丝的朋友圈
里“霸屏”。据不完全统计，相关视频
的点击量累计近300万次；推文《回家
了！乡亲们眼里的晋江是……》获得
晋江相关部门及海内外乡亲的积极
转发和点赞；在《讲述·我和我的家
乡》专栏中，旅居菲律宾、新加坡、印
尼等国家的9位晋江籍乡贤分享了他

们与家乡的情缘；《晋江潮》栏目推出
综述《天下晋江人 最恋是故乡》，获
得福建日报转载，同时也得到社会各
界的肯定。

最亲是乡音
这是疫情暴发以来，海内外晋江

乡亲首次大规模回乡聚首。回家后，
乡亲们格外珍惜久别后难得的相聚，
话乡音、品乡味、忆乡情……到处洋
溢着亲切和温馨。

在采访中，许多乡亲讲述，虽然
年少便漂洋过海去打拼事业，但只要
是在家中，大家都会用闽南语交流。
祖辈们说，要常说家乡话，才能一直
记得自己的“根”在故乡。澳门晋江
同乡会理事长施志伴甚至给自己家
族定了一条家规——不管在哪里生
活，后代必须会说闽南话。

对此，读者、粉丝纷纷留言点赞，
“无论走到哪里，还是咱乡音最亲
切。”“我出国留学时，阿公经常叮嘱
我，千万不能忘了闽南话，毕业了一
定要回到家乡。”“乡亲们在视频里用
闽南话交流，真令人感动！”“以后我
也 会 让 我 的 孩 子 好 好 学 习 闽 南

话。”……
淳淳乡音越山海，依依乡情醇如

酒。来自新加坡晋江会馆的李晓民
向本报记者表示，因为工作原因，很
遗憾这次无法回乡团聚，“看到晋江
经济报的推文和视频，我的心已经飞
回去和乡亲们在一起了！”

最念是乡愁
游子归乡，最怀念的自然是家乡

的味道。印尼晋江同乡会永远荣誉
会长许宗鸽在采访中讲到，自己每
次回乡，都要立刻去吃一份热腾腾
的蚵仔煎；澳门安海同乡会会长苏
建华则介绍，自己在澳门家中的餐桌
上也常备地瓜粥，总也吃不腻……这
样充满真情实感的分享，引起了读
者粉丝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在评
论区讨论起各自心中的“乡味”，土
笋冻、姜母鸭、糖芋、壶仔饭也一次
次被大家提起。还有一名金井镇的
网友隔空邀请许宗鸽老先生，“如果
您有空来金井走走，我请您吃一家
特别棒的蚵仔煎……”

还有读者捕捉到乡贤们可爱的
一面。新加坡晋江会馆会长张振铭

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他在“家书”中
分享，10岁那年跟随奶奶第一次回
乡探亲，发现家乡居然连可乐都没
有。这样极具生活气息的讲述，让
网友们觉得既有趣又亲近。“记得小
时候，可乐是很难喝上的‘珍贵’饮
料，现在是想喝就喝。”网友“小胖”
留言道。

雨中的古厝、热腾腾的蚵仔煎、
吃不腻的地瓜粥、“闹热”的高甲戏、
阿 公 阿 嬷 日 日 念 叨 的“ 落 叶 归
根”……关于乡愁，乡亲们口中一个
个具体而生动的意象，让读者们纷纷
表示“戳中灵魂”，深受感动。

最忆是乡情
尽管常年在外，但乡亲们时刻关

注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采访
中，大家也能如数家珍地介绍家乡近
年来取得的各项成就，并表达出对家
乡未来的美好祝愿。一封封“家书”，
故事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乡亲们对家
乡的热爱和眷恋却都是深沉且绵长，
历久弥新。

在乡亲们的讲述中，离乡时，晋
江还是人多地少的贫困小县城，如今

已经成了繁华的大城市，连村庄也早
已旧貌换新颜。对此，读者和网友纷
纷留言，分享各自家乡近年来的变
化，传达内心的喜悦之情。

在旅菲侨领陈祖昌先生的采访
视频下，“感谢您捐资建设的体育馆、
学校大礼堂，祝您老身体健康。”“感
谢您不忘家乡。欢迎您常回来看
看。”……读者们纷纷留言，感谢祖昌
先生对家乡人民的无私奉献。

“爱晋江，一起创，晋江明天会
更好！”“为‘爱拼敢赢’的晋江点
赞！”“我们会接过前辈们的接力
棒，晋江未来有我们！”……大家纷
纷表示要向前辈们学习，积极投身
家乡建设，
回 报 乡
梓 。 一 条
条 留 言 虽
不长，但句
句真诚、字
字千钧，正
如 天 下 晋
江 人 心 手
相连，众志
成城！

家书意万重 晋江心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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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云霏

扫码关注“晋江
经济报”微信公众号，
观看系列精彩视频。

好久不见，晋江！
进入四月，侨乡晋江仿佛一夜之间热闹

起来 、沸腾起来。萦绕在耳边的，尽是乡音
绵绵，尽是乡情切切——许久未见的亲人们
回来了！

回来，看看家乡人。也许家乡已不是记忆
中的样子，家乡人也不是记忆中的脸庞，但见
面寒暄，一句乡音一张笑脸，你还是曾经的你，
不曾离开——不是吗？无论走到哪里，家永远
在这里。

回来，尝尝家乡味。出门在外，家乡的味道是
一盘盘热腾腾的海蛎煎、一碟碟Q弹爽滑的土笋
冻，是怎么吃也吃不腻的地瓜粥……而所有这一
切，都属家乡的最好、最地道、最对味。

回来，叙叙家乡情。阿公阿嬷在敬老院里的
伙食如何？村里幼儿园建设进度怎么样？邻家小
侄上大学的学费有着落没？琐碎的家乡事里，藏
着最深的惦念。

“家乡是我深深的牵挂。”陈祖昌老先生用地
道闽南话说的这句话，道出了广大在外乡亲的心
声——无论身在何方，我们的根在晋江；为了家乡
更好，我们愿尽己所能。

能发一点光，就发一点光；能发一分热，就发
一分热。那一座座桥、一条条路、一栋栋楼……仿
若游子与家乡的对话——您看，您的孩子们回来
了！这份心意您收到了吧！

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这心意、这情愫，
真诚而热切、浑厚而深沉，描绘出这四月天里的最
美春色！

木木

最美春色
本报讯（记者 沈茜）昨日下午，晋

江市市长王明元带队调研九十九溪流域
田园风光项目。

王明元先后走访察看 15号桥、东部
景亭和设计之家等地，详细了解项目规划
设计、施工进展等情况。随后，王明元主
持召开现场调度会议，听取项目建设进
度、下一步工作计划汇报，协调解决相关
问题。

王明元强调，要抓进度、盯质量，全力

以赴抢抓工程进度，加强质量管理，确保
项目按节点完成；要严管理、细整改，强化
现场管理，组织对完工项目开展“回头
看”，针对存在问题列出整改清单，明确整
改期限和要求；要控成本、盯效益，既要立
足当前，算好投入产出细账，也要放眼长
远，解放思想，创造条件，进一步挖掘项目
潜在效益；要优规划、腾空间，最大限度利
用好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政策，坚持以
规划为引领，千方百计破解空间难题，满

足建设用地需求。
王明元要求，要强配套、促招商，组建

专人专班，积极策划提升配套设施，推动
招商项目落地见效；要常调度、提效率，坚
持一周一调度，提升项目各层面、各环节
推进效率；要提品质、作典范，在策划实施
过程中把握好国际化、传统性、服务性、功
能性等原则，全力打造全省都市乡村游的
示范标杆。

晋江市领导黄少伟、王也夫参加活动。

抓进度 盯质量 提品质 作典范
晋江市领导调研九十九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

在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金童幼儿园里，小朋友在托育老师的陪伴下快乐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