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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房整治完成管线管网摸底调查和群众意见建议
征集，农田完成地块初步整治并确定规划设计方案，水
系治理确定进出水规划设计方案，道路交通、绿化景
观、村标路识设计方案正在优化……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西滨镇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真抓实干，担当作
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昨日，记者从晋
江市西滨镇政府了解到，西滨镇成立跃进村人居环境
整治示范工程项目攻坚组，在完成前期一系列准备工
作后，将用 50天时间，推进跃进村环境全面整治跨越
提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新跃进。

历史：响应水库建设 移民西滨扎根
1966年，为响应水库建设，跃进村村民从晋江北

边的罗溪镇移民而来。
在跃进村扎根后，1982年初，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以跃进村原党支部书记黄趁银为代表的跃进人发展起股
份制企业。生产队34名股东集资建了发泡厂，做高跟鞋
鞋底，到1982年底，每天产值15000元；1986年扩大生产
后，一天产值达到十几万元。到了1991年，经营10年的
发泡厂已经孵化成17家企业，资产总和过亿。村里也开
始规划建设工业区，将生产与生活从“地理上”隔离开来。

1994年，针对电线满天飞和电费难收齐的问题，
跃进村率先实行电网改造，电网全部走地下，每家每户
到村委会“电脑购电”。这一改革也通过现场会的形
式，得以在全省推广。跃进村逐渐成为晋江市乃至泉
州市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由于西滨镇的地质是滩涂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跃
进村中不少早期建设的石结构房屋开始出现基础下
沉、倾斜老旧等情况，属危房且无法加固。当时，黄趁
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召开村两委会研究整体翻
建方案，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建议，
几乎天天跑国土、建设等相关部门了解政策，并争取政
策支持。

2015年，在市级政策支持下，跃进村启动全村石
结构房屋翻建三年计划，户主申请后，由村委会统一报
送审批。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政策，跃进村民可以翻建
10（米）×18（米）共180平方米的房子，但大家最终都按
照9（米）×15（米）共135平方米的房子去翻建。

“当时按政策是要翻建成联建房，一户挨着一户，
但我们考虑到，这样建不仅不好看，还会导致房子光线
不足，而且没路没空间。”黄趁银说，经过村民代表大会
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赞成每户减少 45平方米，把“缩
水”的面积变成房前屋后的巷道和公共空间，这也让跃
进村的新农村建设再上新台阶。

现状：居住环境优化 群众幸福感增强
如今，走进跃进村，一栋栋新中式乡墅错落有致，绿

树成荫。据悉，通过自来水改造和路面改造，完善基础配
套设施，跃进村主干道硬化率、巷道硬化率、无害化户厕
普及率、自来水普及率等均达到100%，群众生活环境明
显优化。近年来，跃进村先后获得福建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福建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福建省文明村等荣誉。

居住环境越来越好，生活配套日益完善，村民幸福
感、获得感不断提升，这种幸福也推动了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形成。日前，跃进村乡贤陈思益、
柯碧霞伉俪借长女陈欣欣、女婿丁鸿智返亲喜庆之际，
以其父母陈水元、黄年名义，向跃进村乡村振兴发展促
进会捐赠100万元，作为跃进村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据悉，接下去，跃进村还将成立村级教育促进会，
鼓励和资助优秀学子和困难学子，营造崇文重教、尊师
厚学的氛围。

与此同时，跃进村通过搭建协商议事会，以基层民
主建设为突破，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解决了养猪场
拆迁、金鸡沟清淤等难题，引领文明新风尚。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吃穿不愁，房子越建越好，
巷子也变宽敞了。”村民黄先生说，通过多年来的扶持建
设，村民们已融入晋江的文化生活，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未来：环境整治再提升 乡村风貌再升级
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着眼于筑巢引凤助推乡村

振兴，今年来，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西滨镇着
手对跃进村人居环境进行再提升，开展“一环线、一农
田、一村部”修缮提升。跃进村也成立乡村振兴发展促
进会，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加快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据介绍，跃进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工程项目采用
黄岩工作法，方案已历经 10多轮修改。目前，西滨镇
已组织镇村干部到福州、宁德、三明及磁灶东山村等地
参观学习；邀请天津规划院专家现场指导，华东理工大
学设计团队对全体村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广泛征求
意见；完成辖区农田十余处近千平方米搭盖的拆除，清
除农田垃圾淤泥 63车次；邀请泉州金控集团，以及多
家生态农业公司到村里实地考察，寻求合作；晋江市委
组织部、党校还邀请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老师到跃进村
指导，提出宝贵意见。

“西滨镇已成立项目攻坚组，下设综合协调、裸房
整治、规划建设、农田水利等四个小组，力争用50天时
间，对跃进村道路交通、管线管网、绿植标识、农田、裸
房、村部进行综合改造提升。”西滨镇党委书记黄华君
表示，西滨镇将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察民情、解民
忧、暖民心，持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在晋江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动融入晋东新区，实施
西滨美丽精品小镇系列建设工程，精心谋划乡村振兴
重点项目，努力实现整镇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江上有溺
水人员，情况危急，需要支援！”昨日下午
3时，晋江市陈埭海尾救援服务协会接到
救援请求，千钧一发之际，一场水上应急
救援演练随即展开。

演练模拟的是海尾救援服务协会队
员在江边巡逻时，发现江面有人溺水，其
在水上挣扎片刻后，忽隐忽现。救援队
员发现后，及时发出救援请求，同在值守
的其他队员有的迅速穿戴潜水装备，游
向江中，有的驾驶搜救船前往。数分钟
后，3名救援队员合力将溺水人员拉上搜
救船，成功营救上岸。

当天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还模拟
了滩涂被困人员救援、水上船只失火遇

险救援和江边落水人员救护。演练前，
指挥员向参加演练和观摩的人员详细讲
解应急救援的知识和方法，并强调注意
事项。演练过程中，各救援人员反应迅
速、措施得当，各环节“无缝对接”。对于
无呼吸无意识的“落水人员”被营救上岸
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对其进行心肺复
苏，实现短时间内成功抢救。

据悉，来自金门、晋江、惠安、石狮等
地的 8支民间救援队共 200多人参加此
次水上应急救援演练交流活动。演练结
束后，大家在江上畅游 5公里，在“母亲
河”的怀抱里逐浪、竞技。

“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会来，而且一年
来好几趟。”来自金门潜水协会的韩全智

有着近30年的水上救援经验，近年来，他
经常受邀到晋江和福建其他地方参加各
类水上救援技能培训和交流活动。对于
晋江及陈埭海尾的义务救援公益事业，
他表达了敬意：“我们都很喜欢晋江，也
敬佩晋江人对公益事业的热情。”

当天恰逢陈埭海尾救援服务协会成
立十周年。10年来，该协会在晋江市红
十字会、陈埭镇党委政府、海尾村两委会
及仙石海防所的指导下，积极参与水上
救援、事故救援和公益活动，全体队员在
致力救援服务、弘扬社会正气的同时，通
过培训和演练交流，不断提升个人综合
救援能力和科学施救能力，淬炼本领，以
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昨日上午，晋江陈埭镇
组织各村各网格长及网格员代表到桂林村开展智慧
网格2.0安全巡检系统操作培训。

陈埭镇安办工作人员系统讲解了企业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管理内容及流程，并通过互动交流的方式，
让网格长、网格员了解智慧网格 2.0安全巡检系统录
入的操作流程。

会后，陈埭镇安办工作人员组织参训人员到桂林
村多家企业检查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通过“现场教
学”，为大家讲解检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消防设施是
否配齐，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室内是否违规
住人，电气线路是否私拉乱接等。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隐患，工作人员现场向企业负责人进行反馈，并提出
具体的整改意见，要求企业负责人时刻紧绷消防安全
这根弦，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本报讯（记者 朱艳 通讯员 蔡嘉庆 孙华
堂） 21日，晋江市开展“忆峥嵘 守初心——与老
兵共度重阳佳节”主题活动，120多名老兵参加。

在晋江经验馆，老兵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多
视角、全方位、沉浸式参观馆内“历史记忆、经验提
出、践行发展、未来展望”四个展区，深入了解“晋
江经验”的由来和内涵。

在福厦高铁泉州南站，老兵们跟在工作人员
身后，饶有兴致地听着泉州南站的总体情况介
绍，随后走进候车大厅，详细了解搭乘高铁进出
站的流程和注意事项。身临现场，老兵们真切地
感受到泉州南站给晋江人民带来的便捷，以及晋
江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次参观非常接地气，下
次再来南站，我们就轻车熟路了。”老兵吴程清
感慨道。

在围头八二三战地公园，老兵们走安业民坑
道，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八·二三”炮战的壮烈景
象，感悟当年的烽火岁月。经过公园里陈列的坦
克、潜艇、飞机等曾经的战斗武器时，老兵们纷纷
驻足，或留影，或抚摸，曾经的峥嵘岁月仿佛重现
在眼前。

老兵李树林在坦克前久久不愿离去。原来，
在部队时，他就是一名坦克兵，开了5年坦克。“坦
克里面可以坐4个人，我是炮仗手。”李树林表示，
自己最难忘记的就是曾经同生共死的战友。

实地走访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我与老兵面
对面”宣讲活动。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陈达森向老兵们通报该局 1-9月工作情况；拥军
企业代表李明锋、晋江市“我与老兵面对面”宣讲
团成员吴奕澈和晋江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罗云
分别进行了爱国拥军主题宣讲。

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金
尚向各位老兵及全市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
问候，希望大家发扬退役军人精神，继续为弘扬

“晋江经验”贡献力量；传承红色基因，为续写退
役军人工作新辉煌贡献力量；加强交流联系，共
建和谐“温馨之家”，携手把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做得更好。

本报讯（记者 曾小凤）“上链接，都是高货，
买到就是赚到。”在位于晋江东石的中国伞都产业
馆一楼的企业展位上，电商直播正在火热进行中。

中国伞都产业馆自今年 3月底开馆以来，就
开始尝试直播，为入驻企业提供直播要素支持，比
如直播间的搭建、整合网红及主播资源、为商家提
供一件代发服务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水，目前
直播已常态化开展。

据“伞都东石雨具”抖店合伙人之一陈小龙介
绍，在该抖音账号纯自然流状态下，效果好的时
候，每晚 2至 3小时的直播时间里，场观有 20000
多人，夏季的时候，一晚上可卖 200多把晴雨伞，
目前产品主要为外贸尾单。

“依托伞都产业馆的货源及产业链优势，直播
间可为消费者提供 2000多款伞具产品。在质好
价优的促销下，虽然账号才常态化运营两个月，但
总体成效不错。目前，除了公司人员在直播之外，
我们也在孵化主播，一些有意向从事主播工作的
人员也会来实习，我们很欢迎。这里条件一应俱
全，公司也会同比例付给实习主播佣金。”陈小龙
说。

据陈小龙介绍，目前直播间以去库存为主，未
来将会有新的系列产品与消费者见面。

“直播是当下最受欢迎的电商销售方式，营销
上一定要跟上大趋势。”雅佳伞业负责人萧韦联表
示，中国伞都产业馆的直播业态，不仅为东石制伞
业提供了一个去库存的渠道，而且很好地宣传了

“东石——中国伞都”，进一步发挥了中国伞都产
业馆的“窗口”功能。

据悉，中国伞都产业馆位于晋江市东石镇东
升路，占地 2000多平方米，汇集全国各地主要制
伞集群的100多家优质企业，展品范围包括雨衣、
雨鞋、雨伞、伞具原辅材料及制伞设备、帐篷及户
外用品等，将打造成为全球线上线下选品中心。

陈埭开展安全生产
网格员基础培训会

交流“水上功夫”淬炼救援技能

陈埭海尾举行水上救生演练

忆峥嵘守初心
120多名老兵共度重阳

东石伞都产业馆
常态化开展直播

奋战50天 打造新跃进

西滨镇启动跃进村环境整治工程
本报记者 蔡培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