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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

94

编者按:昨日，《泉州晚报》在头版刊发报道《再造一个晋江——专访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张文贤》。
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6月 2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
建设指挥部正式揭牌，同日揭牌的还
有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
晋江市分指挥部、南安市分指挥部，
这标志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进入
实质运作阶段。

“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区域
涉及5个乡镇，总面积253平方公里，
总人口 60.75万人，经济体量占晋江
38.4%，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产业基
础、创新资源。”泉州市委常委、晋江
市委书记、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
指挥部副指挥长张文贤就泉州南翼
国家高新区晋江区域建设情况接受
泉州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高新区
总体布局下，晋江将坚持高站位规
划、高品质建设，致力于打造两岸融
合发展新区、闽西南未来科技城和泉
厦金环湾协同创新核心区，再造一个
晋江，持续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大局中扛旗领跑。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

加快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
区域建设，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是
晋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
是晋江重塑城市空间、科技生态、产
业格局的重大机遇，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

功能定位上，着力打造以高新产
业为先导、空港辐射为引导、产城融
合为支撑、一体开放为动能的两岸融
合发展新区、闽西南未来科技城和泉
厦金环湾协同创新核心区。重点以
集成电路、数字健康、新能源为三大
主攻方向，打造两岸集成电路产业高
地、中国核医学谷、东南新能源场景
应用前沿。

空间布局上，着力构建“两中心
五组团、场站港协同”空间布局。其
中，“两中心”即以东石为核心打造
高新产业中心、以金井为核心打造
科技创新中心；“五组团”即半导体
与集成电路组团、数字健康组团、新
能源新材料组团、新一代人工智能
组团、临空与港口物贸组团。“场站
港协同”即推动翔安机场、晋江机
场、泉州高铁南站、动车站、围头港、
陆地港等枢纽协同联动，建设港城
一体化城市。

举晋江全市之力
再造一个晋江

目前，晋江区域抽调精干人员集
中办公，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快速
推进高新区开发建设。现已形成重
点建设项目125个、总投资805亿元，

其中产业项目 65 个、总投资 536 亿
元，涵盖医疗健康、集成电路、新能
源、智能制造、产业园区、高端纺织等
领域，包括中国核医学谷·睿斯科、医
用同位素等一批重大项目，并签约了
迪信通半导体等 9个招商项目、总投
资 130亿元。同时，积极对接福州大
学、兰州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
创新平台落地，着手搭建“一院一中
心一基地”科创平台，全面激发区域
创新活力。

今后，晋江将按照产城人融合
发展理念，高标准完善规划体系、优
化规划愿景，做好做足要素保障，尤
其是结合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
综合产业园区建设等，全面整合腾
挪空间资源，推动项目落地建设。
同时，主动“走出去”开展点对点场
景招商，加快引进落地大院大所、科
研平台、产业基金，力争到 2025年，

完成项目建设 100个以上、产业基金
总额达 300亿元以上，科技创新创业
示范区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到 2028
年，基本建成创新要素集聚、开放协
同共享的产业生态，在集成电路、医
疗健康领域培育 2~3个百亿级产业
集群。

“建设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是
泉州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重大战略举
措，晋江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倍
加振奋，也深感责重如山，将统筹一
切资源，举晋江全市之力推进，把晋
江区域打造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为传
承弘扬‘晋江经
验’、奋力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泉州
实践注入不竭动
力！”张文贤说。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
昨日，2023年高考进入第二天，晋江
9952名考生再次步入考场，参加物理/
历史、外语科目的考试。其中，上午
进行的物理/历史考试，便是新高考

“3+1+2”模式中的“1”，考生从物理、
历史中选择一科进行考试。

高考第二天，各部门后勤保障井
然有序，考生及家长也更显从容。考
生有序地步入考场参加考试。考场外
的家长三三两两围站在一起，话题中
心便是“高考”。原本素不相识的他
们，因为这场考试而有了很多共同话

题，氛围十分融洽。
“孩子在考场内奋力拼搏，我在外面

也学到了很多‘育儿经’，认识了很多优
秀家长。这趟陪考还是挺有收获的，感
觉真不错。”考生家长黄女士笑着说道。

高考第二天，朋友圈依然被各种祝
福和鼓励刷屏。这不，晋江金井毓英中
心小学校长洪良清就洋洋洒洒写了一篇
名为“孩子们，高考加油”的文章。

“孩子们，加油！高考只是一个
坎，未来才是我们人生大展拳脚的大
舞台。无论高考结束，还是四年后、十
年后，甚至三十年、五十年、八十年后，

让我们一起记住在小学毕业典礼上的
约定——一起相约毓英校友墙。”温暖
的文字，配上柔和的音乐，一字一句都
是对考生满满的祝福。记者了解到，
每年高考季，毓英中心小学都会给曾
经从该校毕业的应届考生发送祝福视
频，给孩子们送去祝福的小礼物。高
考分数公布后，学校还会与部分考生
相约学校校友墙。

今日，2023 高考进入最后一天。
考生将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四门科目中选择两门进行考试。

（更多报道见3版）

时间：6月7日 星期三 天气：晴
地点：晋江英林镇锦江村

一走进锦江村，彩旗飘飘、红毯铺道，一派
喜气洋洋的景象扑面而来。原来，今天是村里

“乡贤促振兴”项目集体竣工的好日子。
上午9时，我和同事来到报恩桥竣工庆典

仪式现场。而在报恩桥北侧约200米处，还有
一座海涵桥。这边，儿子捐建的报恩桥正式竣
工；那边，父亲捐建的海涵桥深情凝望。两座
桥，两代人，反哺家乡的故事成美谈。

竣工的报恩桥桥长15米、宽10米、厚度55
厘米。这座桥是旅菲乡贤柯海涵后人柯孙民、
柯孙河、柯孙庭、柯孙义等兄弟秉承先父教导，
造福桑梓，于2022年捐资50万元修建的。

“我们继承父亲的遗志，在家乡建了这座
桥。家乡人把它命名为报恩桥。”参加完庆典
仪式，柯孙河、柯孙庭、柯孙义站在桥边，与我
聊起他们的父亲柯海涵。

1906年出生的柯海涵，15岁时便与兄长到
菲律宾打拼，23岁回乡娶妻，婚后再到菲律宾发
展。身在海外的柯海涵，时常跟人聊起自己儿
时的三个心愿——在家乡盖一间学校，供贫寒
子弟读书；建一座桥，造福乡人；建一座雨亭，供
人避雨休息。由于身体原因，此后的他无法承
受长途跋涉，便委托其侄柯孙品，于1975年代表
其回乡建设雨亭和水泥桥，后柯孙品又于1984
年代表其回乡兴建校舍——锦江小学。至此，
柯海涵的三个心愿全部实现。而建于1975年的
那座长12.5米、宽3米的水泥桥，便是如今矗立
在报恩桥不远处的海涵桥。

晋江市委派驻锦江村第一书记张玉凤告
诉我，长期以来，锦江村金东公路南侧村庄由
于道路狭窄，大型救援车辆无法驶入。报恩桥
的完工，可以让较大型车辆特别是应急救援车
辆快速到达金东公路南侧村庄，有效保障区域
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乡愁是那宽敞坚固的报恩桥，是那润
物无声的锦江西路，是那明亮宽敞的锦江北
路……”英林镇副镇长曾连灯说，报恩桥等“乡
贤促振兴”项目，打通了海内外乡贤反哺家乡
之路，铺就了海外游子的回乡之路，也是锦江
村迈向乡村振兴之路。锦江大道迎宾门永远
为海内外乡贤敞开，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赤子情深报桑梓，乡贤聚力促振兴。走在
报恩桥上，我不禁感慨，这是血脉的延续，是爱
国爱乡情怀的延续，更是慈善公益的延续。

本报记者 王昆火

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既省时间、
又省材料，确实高效！”昨日，在晋江市行
政服务中心住建审批服务窗口，晋江市达
利服装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晋江市深沪
商会会长张国良仅用了 1.5个小时，就顺
利办理完施工许可证业务。作为晋江市
首批营商环境体验官，张国良为优化后的
施工许可审批流程点赞。

“9点半我提交了相关材料，才用了一

个半小时，施工许可证就办结了。”张国良
告诉记者，在晋江市住建局的推动下，此
次施工许可证的办理不仅减少了审批材
料，也缩短了办理时间，为企业增资扩产
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晋江市住建局审批科科长洪清庭介
绍，为了促进项目快速落地，晋江市住建
局实行并联审批，对施工许可审批流程进
行再优化、再压减，将消防、人防和施工许

可实行一窗式并联审批加快办理，申报材
料由9项精简至3项，实现审批即办。

“作为营商环境体验官，在实际操作
中了解业务办理的流程，从而向部门反馈
最真实的感受和体验，这其中的意义是双
向的。通过反馈，政府部门及时完善制度
政策，有针对性出台措施，企业也就成为
最大的受益者。”张国良向记者分享其体
验后的感受。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昨日，晋江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成果汇报会。晋江市人大
常委会领导林仁达、黄文福、王清龙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汇报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规划编制单
位汇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成果，与会人员围绕主
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自然资源局及编制单位要进一步优化
完善规划编制成果，提高规划前瞻性、科学性和操作
性；要对接上位规划、遵循多规合一的实用性和有效
性，确定晋江城市定位；要紧扣重大战略及晋江“十四
五”规划，有效盘活资源要素，协调好环湾城区、南翼国
家高新区土地利用；要发挥总体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刚
性控制，指导成片开发、全域整治。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昨日上午，晋江市人大
常委会举办“十四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专题讲
座。晋江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仁达、黄文福、王清龙
参加活动。

讲座上，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孙锐教授以晋江
市“十四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调研工作为主题，
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从战略规划理论的发展、战略管
理的过程、“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的重要意义和评估
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和讲解。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讲座既有理论高度，又有
实践意义，有助于提高自身政策理论水平和依法履职
能力，更好推进开展晋江“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的调
研和审议工作。

再 造 一 个 晋 江
——专访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

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张文贤

“一个半小时，施工许可证办结了！”
晋江市营商环境体验官体验“审批即办”

报恩桥上思报恩

高考第二日 从容有力量

本报讯（记者 吴清华）昨晚，晋江经济报健康融
媒体服务平台再度升级，全新的健康直播间专栏——
《我家好医生》迎来首播。本场直播，本报邀请了晋江
灵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谢加欣及该中心中医
馆负责人林天钉医生，与大家分享颈椎病的中医治疗
方法。视频通过本报官方微信视频号及央视频移动网
同步直播，吸引众多市民朋友的关注和收看。

“实用！干货满满！”“这个节目真的很好，下期能
播三伏天的养生保健吗？”“我转家族群，让家人一起学
如何在家自治肩颈问题。”……直播期间，不少网友在
评论区积极留言。

晋江经济报健康融媒体服务平台是本报为服务咱
厝市民健康需求而打造的立体传播平台。多年来，平
台通过专栏、专版、新媒体矩阵和线下义诊直通车等形
式，整合多方资源，在向广大市民传播权威健康资讯的
同时，也有效助推了各医疗机构与广大民众的连通互
动，助力咱厝健康事业蓬勃发展。

《我家好医生》栏目开播后，将聚焦市民关心的
健康话题，对接联动晋江各级医疗资源，定期设定热
门话题，邀请知名医生出镜开讲，与广大市民实时互
动问诊，在线答疑解惑。包括国内省内的名医大咖、
咱厝边的好医生也将陆续走进直播间，在镜头前与
广大市民交流互动，解答健康难题、普及医疗知识、
分享养生心得。

首期直播虽已结束，但福利还没停止。如果你有
颈椎健康方面的问题，可在本
报官方微信视频号相关视频
的留言区留言。我们将邀请
林天钉医生在线诊疗解答，点
赞数排名前十的网友，每人可
获得灵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馆的中医调理服务
项目 2次（拔罐、颈椎动态推
拿、刮痧，三项任选2次）。

《我家好医生》昨日首播
本报健康直播间引热议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编制成果汇报会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
举办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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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科目结束后，考生从容走出晋江一中考点。

泉州晚报记者 许雅玲 通讯员 林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