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_张之杰 设计_柯伟仁 校对_杨晨辉 新闻热线：0595-82003110 广告热线：0595-82005188 发行热线：0595-82009828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汪卫东

版权声明：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拥有晋江经济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导读

池店龙池路
明日零时正式通车 P2

盼盼食品成为
成都大运会指定休闲食品 P5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晋江经济报社出版

晋江经济报微信公众号 晋江新闻网微信公众号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0067 邮发代号33-101 农历癸卯年五月十七_2023年7月4日 今日8版_星期二 第6658期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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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在全党大兴调
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滹沱河畔，太行深处，南海之滨，
雪域高原……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
记到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一路
走来，始终不忘百年大党的优良传
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身影常在人

民之中，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出光
辉榜样。

创造伟业的法宝——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

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
策权”

2023年 5月，草木蔓发，万物蓬
勃，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踏上雄安这
片热土。

第一次来雄安，是 2017年 2月初

春时节，总书记深入核心地块，展开
图纸，实地调研新城的规划。

第二次，2019年 1月，辞旧迎新
之际，雄安正值以规划为中心向以建
设为中心转变的阶段，总书记来到一
个个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鼓励建设
者们“高质量高标准推动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

这一次，总书记先后深入雄安站、
容东片区南文营社区、雄安城际站及
国贸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等地调研，明
确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
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

从战略谋划，到编制规划，再到推

进建设，6年多里，每逢雄安建设重要
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总会深入新区实
地调研，同大家共商千年大计，亲自推
动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拔节生长。

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实情、抓住症
结、解决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一贯
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源于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可以说，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
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
重要传家宝。

2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
作不久，有人请他谈谈“施政纲领”。
他笑着说，我刚刚来，还没有发言

权。到时候，我是要说的。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

“新官”为什么不着急“点火”？《干在
实处 走在前列》一书记录着习近平
同志主政浙江期间的思考和实践，他
在书中道明原委：

“‘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
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
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
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
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
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
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我牢记
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下转7版）

习近平的调研故事
新华社记者

时间：6月27日 星期二 天气：多云 气温：32℃

盛夏已至，炙热的太阳高高挂起，照耀着每一片土
地。今天，我们就要和藕农们一起下田，体验一把在淤
泥里“淘金”！

这是一片面积约有200亩的藕田。初见时，“接天
莲叶无穷碧”这句诗瞬间蹦入脑海。此时正值夏季莲藕
收获的季节，蓝天、白云、蝉鸣、成片的荷叶、发出轰隆声
响的抽水机和探下身子佝偻着腰的挖藕人，共同组成了
一幅盛夏采藕图。

挖藕师傅的工作量是根据头一天客人订货量决定
的。“今天客户要了2000公斤的货，师傅们凌晨一点就
过来挖了。”藕田老板说，现在田里有三个人，还有两个
刚从安徽赶过来，一会儿就到。

“嘿！来了！”8点30分，来自安徽的挖藕师傅胡义友
匆匆赶来。藕田老板随即领着他们去选定作业区域，我
们也跟着来到藕田中体验采藕。

万万没想到，走进藕田的第一步就难倒了我。连
着雨靴的橡胶裤是挖藕的“作战服”。我穿着橡胶裤
试探着踩进藕田，感觉脚下软绵绵的，双脚被淤泥牢
牢吸附，怎么也拔不出来。胡师傅大步向前，我则在
后头忙着“拔脚”。藕田里的水没过了膝盖，胡师傅
笑着说：“这算浅的，在我们老家，很多藕田水都到腰
了。”因为难以保持平衡，我好几次差点“亲吻”了眼
前的淤泥。

“首先要拔荷叶，不然太碍事了。”只见胡师傅一拉
一拽，原本比人还要高的荷叶被拨到一旁。而那些还
未被除去的荷叶充当着遮阳伞的功能，“晴天能遮太
阳，雨天还能遮雨呢。”胡师傅打趣地说道。进入藕田
约10分钟，还没开始挖藕的我已经感到汗珠沿着脸颊
滚落。橡胶裤有些许闷热，但因为置身水中，下半身反
而感到冰凉。但上半身就“遭殃”了，头顶和背部被太
阳持续烘烤着，像是贴着火炉。整个人就在这样的“冰
火两重天”中被撕扯。 （下转2版）

当前，国际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一定挑战。近
日，晋江市商务局局长蔡伟达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面对中小企
业拿订单、拓渠道的需求，作为主要
经济部门之一，该局将积极为中小
企业搭建平台、拓宽渠道、链接资
源，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开拓国内
国际、线上线下市场，帮扶中小企业
纾困解难。

蔡伟达认为，帮助中小企业拿订
单是纾困的第一要务。下一步，晋江

市商务局将结合前期走访调研的情
况，深入分析、精准施策，通过组织企
业参展、开展供采对接、拓展线上渠
道、推动优品出海，帮助晋江中小企
业积极走出去，对接资源，获取订单。

具体来讲，在组织企业参展上，
今年以来，晋江市商务局已先后组织
244家企业参加意大利加达鞋展、德
国慕尼黑户外用品展、广交会等国内
外重点外贸展会，企业普遍反映参展
效果超出预期。接下来，晋江市商务
局将更加密集地组织企业参加美国

拉斯维加斯国际服装展、意大利米兰
国际皮革展等境内外重点展会 40余
场，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在开展供采对接方面，今年以
来，晋江市商务局在家博会、鞋（体）
博会期间，组织多批境外采购商来晋
参展观展，并举办建材、鞋材等专题

的国际供采对接会，促进贸易合作。
接下来，晋江市商务局还将借助第七
届海峡两岸食品交易会，邀请泰国、
菲律宾等海外采购商组团来晋参展，
此外，还将组织跨境电商协会、鞋都
国际网批中心、豪新食品市场等载体
平台举办一系列供采对接活动，为晋

江企业获取新客源提供助力。同时，
晋江市商务局还将立足晋江食品、卫
品、伞具等产业优势，邀请国内社区
连锁便利龙头企业来晋开展供需对
接合作，让本土中小企业在订单获取
的渠道上更为丰富。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晋江
市市长王明元带队前往晋江市养正中学、
晋江市季延中学、晋江市第一中学，看望慰
问部分教职工代表，并实地察看学校环境，
详细了解学校教学、师资、生源、项目建设
等相关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

王明元指出，自开展教育教学改革以
来，社会各界对高考给予较大关注。今
年，在全市广大高三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晋江高考不负众望，取得优异成绩，这一
结果来之不易。王明元代表晋江市委、市
政府，向取得优异成绩的高考考生送上祝
福，并通过教职工代表向所有辛勤付出的
高三教师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

走访过程中，王明元鼓励各校领导
班子要坚定发展信心，始终保持教学改
革“不停步”，持续增强教育领域人才力
量，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推动办学

质量再上新台阶；要坚持对标一流名校，
虚心学习研究，认真分析“得与失”，深入
查摆短板与不足，会商研究针对性提升
措施，争取明年高考再创佳绩，持续擦亮
晋江教育名片。相关部门要加强“一校
一策”指导，给予师生更多关心关怀，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师生创造更优
教育教学条件。

晋江市领导吴尊意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 林小杰

新的一周刚开始，昨日，在副热带高压的“导演”
下，晋江的天气舞台出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戏
码。午后，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 31℃~34℃之间，
空气湿度较大，户外仿佛一个大蒸笼。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明两天，晋江
天气依然维持“多云+阵雨”的格局，由于雨水只是匆
匆走过场，因此对气温的抑制没有太大作用，全市最高
气温维持在32℃~33℃之间，闷热感如影随形。随着副
高控制的不断增强，晋江的气温将再上一个台阶——
后天开始，阵雨将陆续退场，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
温将升至34℃以上，炎热天气将再度来袭。瑞雪提醒
市民朋友们，防暑降温千万不能松懈。

今天阴转阵雨，26℃~32℃，沿海西南风4~5级、阵
风 6~7级；明天阵雨转阴，26℃~33℃，沿海西南风 4~5
级、阵风 6~7级；后天阴，27℃~34℃，沿海西南风 4~5
级、阵风6~7级。

坚定信心 对标一流 推动办学质量再上新台阶
晋江市领导带队走访部分学校

编者按：连日来，晋江持续高温，然而
在烈日下、酷暑中，仍有许多平凡的劳动者
坚守在户外工作岗位，不惧“烤”验，全力保
障晋江的生产生活秩序，用汗水描绘着城
市最美画卷。今起，本报推出“致敬高温下
的劳动者”系列报道，本报记者通过深入劳
动一线，亲身体验高温下的户外作业，以日
记的形式，致敬与高温、烈日鏖战的大美劳
动者！

泥中“淘金”难

为致敬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劳动者，由本报发起的第六届“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大型公益行动
即将启动。

作为本报一大爱心品牌活动，本报与晋江爱心企业多年同行，在炎炎夏日为户外工作者送上一瓶
水，送上社会各界的一份关爱，让烈日下的劳动者感受丝丝清凉。

接下来，本报还将陆续推出一系列策划活动，广大爱心企业、热心市民和商家，如果你们也想加入进
来，欢迎拨打爱心电话0595-82003110，或到晋江经济报微信公众号留下姓名、地址、联系方式，本报
将有专人进行对接。本次公益行动诚邀全市上下一起携手，为晋江城市降温、为晋江人文加分。

征集令

阵雨将歇 炎热来袭
助力晋江中小企业拿订单获增量
——访晋江市商务局局长蔡伟达

本报记者 蔡明宣

日期：7月1日 星期六 天气：晴
地点：晋江池店镇池店村

“这是从哪里回村里？”“刚去菜市场看了看。”这天
上午，一到池店村党群服务中心，我就遇到顶着大太阳
从外往里走的池店村党总支副书记李清龙。

细问才知道，村里的祖荫菜市场已经开始改造。
“带我去看看吧！”我立即让李清龙带上我去走一

圈。
刚到菜市场入口，第一感觉便是“老破旧”——凹

凸不平的地面、褪色的指示牌、略显拥挤且杂物堆积的
摊位、老化的硬件设施……

“这个菜市场已经用了20多年了，目前已经无法
满足村民的需求。这次村里也是下了决心，投入约
350万元进行大改造。改造后摊位会有150个、店面36
间，肉类、蔬菜、水产、粮油全部都有明确的分区。”李清
龙说，此次祖荫菜市场改造项目采用“互联网＋智慧
型”菜市场的建设思路，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易
形式，致力于打造晋江模范市场。

市场的改造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原先的肉类区域
已经开挖，工人们正在将各种管道埋入地下。

池店村是个大村，常住人口2万多人。为了不让
村民的日常买菜受到改造的影响，村里将祖荫菜市场
的停车场设置成了临时摊位，摊贩们也已陆续搬到这
里卖菜。

我从设计图纸上了解到，祖荫菜市场改造既保证
了交通畅通，又让消费者购物更便捷：市场内设置5个
直接对外出入口，方便人车货通行；主入口处设置
LED电子显示屏，及时发布市场信息，方便消费者及
时了解农副产品信息；所有摊位均可方便用水；针对家
禽类商户，设计“三分离”区域等。

“商贩们和村民都非常支持改造，也很期待。”李清
龙表示。

“是啊，现在的市场实在太过老旧了。”正说着话，
卖水叶菜的杨久玲大姐也加入了我们的聊天。她说，
自己在祖荫菜市场卖了两年多的水叶菜，“我们卖水叶
菜，需要不时洒水保持蔬菜新鲜。但菜市场内用水很
不方便，我每天出门前要用大可乐瓶子装满水。”听说
改造后用水将不成问题后，杨大姐笑呵呵地说，“太好
了，赶紧改造吧！”

菜篮子，大民生。祖荫菜市场升级改造，不仅让村
民可以享受舒适的购物体验，也让池店的新农村建设
多了一道靓丽风景。

本报记者 曾舟萍

菜市场“变形记”

烈日下烈日下，，挖藕师傅拖着挖藕师傅拖着重达数百斤的莲藕走向岸边重达数百斤的莲藕走向岸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严军董严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