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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

104

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昨日上
午，晋江召开全市台风灾后重建工作
调度部署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再梳
理、再部署。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张
文贤强调，灾后重建是当前最重要、
最紧迫的任务，事关全市抓经济、拼
发展、提信心。各级各部门要拿出攻
坚克难的态度和决心，始终把保障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不断提

高领导力和执行力，面上部署、点上
督促，下沉企业、网格一线，以顽强意
志动员各方力量，确保在最短时间内
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张文贤要求，要提速提效灾后
重建，加大人手力量投入，加快市容
市貌整治，全面做好各辖区绿化扶
救养护及道路两侧清障工作；要做
好受损房屋的恢复重建，明晰清单，
守牢底线；要加快企业复工复产，提

速惠企政策兑现，为企业争取更多
叠加政策支持，指导企业做好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大民生保
障，做好受灾群众兜底安置和基本
生活保障救助，有序开展灾后卫生
消杀防疫工作。要不折不扣抓落
实，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压实属地责
任，专人专班推进，把灾后重建和工
业、商业、农业恢复生产工作做实、
做细、做到位。

晋江市市长王明元要求，要攻坚
灾后重建，落实责任、协同配合，提
速攻坚园林绿化扶正栽植；要坚守
底线、严格审核，便捷高效推进损毁
建筑修复；要下沉一线、分类施策，
清单化、责任化、具体化落实农业生
产恢复工作。要全力加快经济恢
复，紧盯先行指标、规上企业、重点
项目等，“一企一策一专班”，深入分
析调度，加大政策宣传，采取有效措

施，强化水、电、气等要素保障，推动
企业尽快复产达产、重点项目建设
提速提效。要全面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组织做好卫生清理、垃圾清运和
消杀防疫，严防灾后疫病发生。要
坚守安全底线、维护社会稳定，开展
新一轮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防
范各类事故发生。

晋江市领导吴志朴、庄怀璇、陈
希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昨日是
“八一”建军节，泉州市委常委、晋江
市委书记张文贤带队走访慰问部队，
开展科技拥军现场办公活动。

走访慰问中，晋江市领导与部
队官兵亲切交谈，了解 2022 年科
技拥军现场办公项目落实情况，

听取 2023 年科技拥军项目概况及
需求。

“感谢你们，你们是晋江人民的
底气！”张文贤向广大部队官兵表示
感谢，并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他
说，这些年来，晋江在经济发展、城市
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离不开部队官兵的付出和贡献。尤
其是在防汛防台风等重要时期，广大
部队官兵第一时间应急响应，提供快
速有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晋江人民
牢记于心。

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张文
贤说，希望部队官兵能够一如既往地

支持地方发展，加强军队建设，围绕
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关心
关注、主动参与晋江建设发展。军地
双方要加强沟通，多联系、多走动、多
交流，晋江将继续发扬拥军优属的优
良传统，主动对接、主动服务，全力支
持部队建设。

部队首长向晋江市委、市政府长
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
将进一步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持续巩固双拥共建成果，携手推进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

晋江市领导吴忠刘、付祥、吴尊
意、吴丽婷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 陈巧玲）风雨过后，爱心
接力再续航。昨天上午，由本报发起的第六届“夏日送
清凉 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又新增4个“清凉一站”赠
水点。截至目前，爱心赠水点已达33个。

“这是做公益、献爱心，是大大的好事！”新增点位
冠军宝贝（西园店）负责人林伟忠介绍道，早在台风来
临之前，他就拨打了本报热线申请设置“清凉一站”，

“我们店周边每天都有许多环卫工人，天气很热，他们
的工作又很辛苦。现在设立了这个点位，能为他们送
上一点清凉，真的太好了！”

昨日 10时许，环卫工人黎新英结束了上午的工
作，正坐在一旁休息。“阿姨，拿瓶水喝吧。这是免费
送你们的！”林伟忠招呼道。黎新英兴奋地问道：“真
的可以喝吗？谢谢你们，我真的太口渴了。”说着，黎
新英接过一瓶爱心水大口喝了起来。每天早上 6点
出门工作的黎新英，都会带上一壶热茶，但保温杯容
量有限，经常不够喝，有时候天气太热，偶尔也想喝
点凉的。“现在好了，这个水喝下去，舒服啊！”黎新英
感叹道。

此外，昨日新增的另外 3个赠水点分别位于晋文
坊会客厅、中国工商银行（晋江泉安路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晋江分行营业部）。“我们分行在崇德路，这块区
域户外劳动者比较多。我们参与这次公益行动，并且
由自己提供全部爱心水，希望能为高温劳动者送去一
些清凉。”中国工商银行晋江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郑健
儿表示。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晋江各赠
水点的用水量也在逐日攀升。据统计，截至昨日 18
时，33个“清凉一站”赠水点单日送出爱心水4192瓶。

本报讯（记者 许金植）近日，晋江
市梧林传统村落正式被评定为国家4A级
旅游景区。至此，晋江市 4A级旅游景区
数量增加至三处，另外两处分别为安平桥
景区和五店市传统文化旅游区。

此前，梧林传统村落已被列入第四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更有世界记忆项目福
建学术中心实践基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首届全
国古村古镇保护利用优秀案例等荣誉“加
身”。

梧林传统村落还受到《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光明
日报》等数十家全国主流媒体聚焦报
道。各路明星、品牌、影视栏目剧组也相
继走进梧林拍摄取景，使梧林以闽南侨
文化展示窗口的身份，频频在各大社交
平台引发关注，一跃成为新晋网红打卡

地。据悉，2023年上半年，梧林传统村落
长期占据抖音泉州热门景区前三，媒体
曝光量超 1亿。值得一提的是，由央视
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乡村振兴系列）
栏目摄制组到梧林传统村落拍摄录制的
纪录片《梧林——故林归宿处 一叶下梧
桐》将于 8月 5日 23时在中央电视台国
际频道（CCTV4）播出。

据了解，位于新塘街道的梧林传统村
落形成于明洪武年间，占地约 1000亩，建
筑面积 6万平方米，旅居海外华侨 1万余
人，有“华侨建筑博物馆”之美称。作为典
型而完备的闽南传统村落，梧林现存明朝
百福墙、清朝官式红砖大厝、近现代哥特
式和罗马式洋楼、番仔楼等各式风貌建筑
89幢。

为了更好地进行保护性修复和活
化利用，2018 年 4 月，梧林传统村落正

式启动传统建筑修缮工作。“我们一直
在尽最大努力去保留村庄原貌和肌
理。”梧林项目办副主任金宏勃告诉记
者，在项目施工中，修缮团队始终以“原
汁原味、原貌重现、修旧如旧”为原则，
充分利用原有的建筑材料，保留村落的
历史文化、民俗。

2019年 12月，晋江市梧林青普文旅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开始全面负责梧
林传统村落的招商运营工作。公司副总
经理洪绵绵介绍，围绕“家国情、醉闽南、
意南洋”三条主题动线，青普文旅不断引
进文创、“非遗”、影视、研学等高端平台，
结合戏剧、建筑、“非遗”、伴手礼等文化元
素开发特色文创产品、艺文课程，常态化
组织闽南传统戏剧演出、传统民俗沉浸式
体验活动，让梧林逐步形成区域文化旅游
目的地品牌。

本报记者 林小杰

昨天一早，晋江以阴天开场。临近中午，阳光开始
发力，很快便是一片晴空。截至下午3时，大部分镇街
午后最高气温攀升到了32℃~34℃之间，其中以灵源街
道测得的34.7℃为最高。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两天，晋江上空
将受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外围下沉环流影响，“空调
外机”模式将接力上周的暴雨模式，给晋江带来酷热的
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午后最高温度在36℃左右。瑞
雪提醒小伙伴，炎热天气即将返场，要注意多喝水，以
防中暑。

今天阴转小雨，26℃~34℃，沿海东北风4~5级、阵
风6级；明天阴到多云，27℃~36℃，沿海西南风4~5级、
阵风 6级；后天阴到多云，28℃~36℃，沿海西南风 4~5
级、阵风6~7级。

时间：7月30日 星期日 天气：阴
地点：晋江内坑镇坑尾村

台风过境，一切如常。
今天，我来到坑尾村一栋出租屋，该出租屋的主人

是张进实、肖阿红夫妇。此前，为了防御今年第5号台
风“杜苏芮”，他们免费提供了一整栋出租屋，作为安置
村民的临时住所。受台风影响转移来的菜农及来晋人
员共20户37人在此住了两晚，一幕幕爱心故事也在这
栋爱心小屋里上演。

肖阿红一边带着我参观这栋可以“拎包入住”的出
租屋，一边和我聊起风雨中的点滴温情故事。

7月26日，肖阿红刚从她开在安海的餐饮店回到村
里不久，就得知村里急需一处临时住所。肖阿红当即提
出，可将自己的出租屋免费交给村里调度使用。7月27
日中午，被转移而来的37人全部安全入住。此后，肖阿
红又和同村的杜金金、黄秀腊、郑雅珍，以及加塘村的陈
华等人通了电话。最后，由肖阿红负责采买了面包、泡
面、矿泉水等爱心物资，供出租屋里的群众食用。

“购买爱心物资花了2000多元，我们每个人各摊了
528元。”杜金金告诉我，她们姐妹5人相识已久，都热心
公益活动。她老家是沈阳的，老公是晋江人，曾到沈阳
从事塑胶生意，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晋江17年，
她感觉晋江人都有一颗热心公益的心，她也由此受到感
染。“公益能够传递温暖，公益也能温暖大家。”

肖阿红告诉我，她老家在晋江东石萧下村，父亲早
年间也是讨海的，现在负责一个码头的水闸管理。因
此，她对这种风里雨里的生活特别能感同身受。这次
能够为村里提供台风避灾安置点，让有需要的群众在
台风期间有个安全的住所，肖阿红坦言，这与父亲一直
以来的言传身教有关。

随行的坑尾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文章
告诉我，肖阿红夫妇对村
庄各项公益都很热心，他
们心系村庄教育，也很关
注老年人生活。“肖阿红等
5 位爱心人士的举动令人
动容，她们用行动温暖着
大家，她们的故事必将成
为厝边头尾的美谈。”

本报记者 王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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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近一阶段，受台风“杜苏
芮”影响，晋江普降大雨，部分地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洪
涝灾害。晋江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部分区域积水点
多，加之气温上升，这些都为蚊子生存繁殖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增加了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疟疾等蚊媒传染
病的传播风险。

晋江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消灭蚊子并不
难，关键是要清理环境中的各种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场
所，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数量。

“房前屋后的缸、罐、塑料瓶、器皿、废旧轮胎等容
器的积水应及时清除并倒立放置，不能倒置的容器应
加上盖子。”上述负责人表示，水缸、水塔等储水容器要
严密加盖，定期清理。花瓶和水养植物应每 3~5天彻
底换水一次。同时要及时清理空调、饮水机托盘等积
水，保持排水沟渠畅通。

此外，家中房间可安装纱门、纱窗以阻止蚊虫长驱
直入，还可用滞留喷洒的杀虫剂涂抹纱窗。家庭灭蚊首
选电热蚊香液、电热灭蚊片、电蚊拍等。外出前，可在外
露的皮肤及衣服上涂驱蚊液（每3~4小时重复使用）。

晋江疾控中心提醒：
台风后小心这些传染病

昨晚，“风起海丝 乐动晋江城”2023 年晋江市国际钢琴
艺术节闭幕式音乐会在祖昌音乐厅激情奏响。图为厦门爱
乐乐团演奏管弦乐曲《风雨过后春更暖》。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