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山 到网格一线宣传政策、联系群众、破解难题

池店 探索一批“网格+”融合治理新模式

磁灶 凝聚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强大合力

陈埭 党建引领 织密基层稳定“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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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上午，晋江市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中心揭牌暨劳动保障救急慈善基金捐赠仪
式举行。晋江市领导张健龙参加活动。

现场，晋江市慈善总会向晋江市劳动保障救急慈
善基金捐赠5万元启动金；与会领导为企业、律师和总
工会调解员代表、原劳动保障事务所退休人员调解员
代表颁发调解员聘书。

晋江市领导表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和劳动
保障救急慈善基金的设立，是晋江进一步健全劳动人
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的具体实践，是为民办实事、打通
劳动关系服务“最后一米”的创新举措，将有力推动劳
动人事争议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渠道延伸，最大限度
地把劳动人事争议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希望调解
中心有力发挥职能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规范、专
业、高效的调解服务；劳动保障救急慈善基金进一步拓
宽化解劳动争议救助渠道，帮助更多困难的务工群众。

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 朱艳）昨日，晋江闽南语法治栏目
《说法》律师工作室正式揭牌，10名律师受聘为工作室
成员。晋江市领导黄建辉参加揭牌仪式。

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晋江市司法局、晋
江市融媒体中心对闽南语法治栏目《说法》进行升级改
版，设立律师工作室，引入专业律师对法律法规进行权
威解读，开展以案释法普法宣传。

据悉，该工作室成立后，将结合媒体的传播优势与
律师的专业优势，把群众最关心、最需要、最迫切的法
律问题搬上电视荧屏，以律师精辟独到的分析，梳理案
例脉络，探索法理人情，达到弘扬法治、服务大众、启迪
社会的目的。

晋江市领导表示，希望栏目组以受众需求为导向，
精心策划制作每一期节目，把节目做成群众爱看、受众
广泛的精品节目。希望受聘律师恪守工作职责，用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更好地诠释法治精神，传播
法律知识，讲好新时代法治故事。

晋江闽南语法治栏目
《说法》律师工作室揭牌

昨日，2023 年福建省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暨
福建省、泉州市“12·5 国际志愿者
日”主题活动在泉州台商投资区举
行。晋江陈埭镇推报的“‘民间河
长’爱河护河净滩行动”项目亮相
此次活动。

当天，来自全省各地区的志愿服
务团队代表齐聚一堂，交流志愿服务
工作，并带来各自的志愿服务特色项
目。在集中展示区，作为晋江唯一入
选的志愿服务特色项目——陈埭

“‘民间河长’爱河护河净滩行动”项
目备受关注，收获赞誉。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走在河湖
海边，用行动助力水长清、岸常绿；
他们走进校园、走进企业，在人群中
宣讲，让环保深入民心；他们总在台

风过境后走在一线，用心守护，共创
美好家园……”展演现场，该志愿服
务项目汇报人丁妍瑜向参观者娓娓
道来。

陈埭有沟渠 135公里、海岸线 12
公里，湿地及滩涂面积 2800公顷，溪
流多、海岸长、滩涂广，因早期经济粗
放型发展及环保意识待加强，导致河
域、海滩时有垃圾“闪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9
年，陈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积极响
应“河长制”，充分发挥“民间河长”团
队力量，携手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活
出爱服务总队，发起“民间河长”爱河
护河净滩行动项目，共同守护一方碧
水，护卫绿色家园。

该项目从文明有我、护河有功、
治水有“声”“三个有”出发，发挥民间

志愿服务力量作用，打通护河治水
“最后一公里”。项目以“政府+文明
实践+志愿者”的管理模式，搭建“河
长制”+“民间河长”+“小小河长”的护
河模式，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向

“有实”转变。志愿者细致入微，协助
政府疏通护河治水的“神经末梢”，把
文明留在绿水青山间。4年来，累计
开展巡河护河、植树护绿、清淤净滩
等行动超 100 场次，组织志愿者超
2000人次。如今，黄嘴白鹭等诸多国
家重点保护鸟类栖息在陈埭湿地，也
有更多新晋江人从“待不住”到“舒心
住”，更多“候鸟”留了下来。

众人拾柴火焰高。文明实践，不
仅要“我”做，还要“我们”做。陈埭镇
以结对共建的形式，发展“小小河
长”，由志愿服务队带理念、带科技、

带趣味，进村入企到校，讲知识、讲服
务、讲环保，以微宣讲发挥大效应，号
召社会各界人士、“祖国花朵”变身为
河流治理的监督员、信息员、传播员，
组成强大护河合力。4年来，共开展
宣传宣讲活动超50场次，普及听众超
万人次。

为更好地助力文明宜居家园建
设，晋江青年志愿者活出爱服务总队
坚持着一个理念：不仅要做得好，更
得管得好。服务队以党建为引领，联
合陈埭镇各基层党组织，积极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开
展活动时，按照“策划—踩点—招募
—培训—分配—净滩—总结”七步
走，做到活动流程规范、组织周全、行
动有效。此外，服务队还不断加强系
统培训，常态化组织“护河人”志愿者

开展环保法律法规、河长制、垃圾分
类等知识培训。

今年8月，“‘民间河长’爱河护河
净滩行动”入围2023年泉州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并
荣获铜奖；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活出
爱服务总队负责人、陈埭“民间河长”
陈论超获评 2022年全国百名最美生
态环境志愿者。

“‘民间河长’志愿服务项目搭
建的护河模式，形成优势互补，让

‘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活动
的常态化开展，也让更多人关注到
河流治理，增强了居民环保意识，实
现‘乡镇企业一枝花’和‘文明实践
花’并蒂花开，有力推动了陈埭镇人
居环境向美而行。”陈埭镇有关负责
人表示。

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
陈埭“民间河长”助力文明创建 共建宜居家园

本报记者 王诗伟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 4日，由教育部举办的
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
赛获奖名单出炉，晋江陈埭紫峰中学学生黄美津的
硬笔书法作品获中学生组全国二等奖。

昨日傍晚，在紫峰中学“紫墨轩”书法教室里，学
生们正在练习书法。紧张的学习之余，他们用这种
恬静的方式放松身心，舒缓学习压力。黄美津也在
其中，正认真地书写《黄河颂》。她的书法以小楷见
长，字体清爽劲利。

“我从小学一年级便开始学习书法。学书法可
以写出自己喜欢的字体，也让我学会专注，静下心做
事。”黄美津说。

宽敞的书法教室里，专职书法老师赖伟宏一边
讲解笔法技巧，一边耐心指导学生写好每一个字。

赖伟宏介绍，学校在初一年段便开设书法课，每周一
节课，学习期一年。初中学习硬笔，重在规范书写；学习毛
笔则在于拓展艺术技能，重在体验感悟。高中艺术课开
设书法模块课程，旨在强化技能，帮助学生提升素养。

“通过书法课程建设，实现‘基础向全体，重点在
特长’。这是学校践行‘五育并举’的一项重要内
容。”紫峰中学校长林清海介绍，为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学校坚持“立德、立学、立身”，打造了“一动
一静一创新”（篮球、艺术、科技）的特色项目，并以

“美术、书法、南音、诵读”四大课程为重点，构建了
“一心四品”的学校美育品牌，以独具紫峰文化特色
的美育体系，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

自办学以来，该校美育成果颇丰，美术本科录取
人数超200人，录取院校囊括（除清华美院外）国内各
大知名美术院校及多所“211”、“985”、“双一流”院
校。此次黄美津在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笔墨
中国”汉字大赛中取得佳绩，也是紫峰中学获评“全国
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后又一项“国家级”荣誉。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昨日上午，晋江磁灶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延泽社区党支部、晋爱志愿服
务队开展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

活动当天，晋爱志愿者携手厦门眼科医院为磁灶
老年群体和环卫工人免费进行健康检查和理发，并走
进磁灶镇区背街小巷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向沿街商户
分发“拒绝浪费粮食”倡议书。

系列志愿活动的开展，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可。环
卫工人吴声助说：“志愿者很热心，帮我理了发，还安排
了医生免费给我看眼睛，很感谢！”

据了解，类似的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磁灶镇每月常
态化开展，借此推动文明镇区建设，弘扬文明新风。

当天，设立于磁灶镇文化广场的磁灶镇志愿服务驿
站正式常态化开放使用。晋爱志愿服务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即日起，服务队将每天安排志愿者在驿站轮值，为
群众提供共享茶水、临时休息、共享雨具、手机充电、食
物加热、爱心药箱等便民服务。此外，依托服务驿站，服
务队还将联动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磁灶派出所及磁
灶综治办、司法所等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反暴力、防诈
骗等系列主题宣传，为平安磁灶建设贡献力量。

义诊、义剪、环境整治……
磁灶志愿者在行动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紫峰中学黄美津获奖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昨日下午，晋
江陈埭镇召开“百千工程”挂钩联系集体见
面会。晋江市副市长、陈埭镇党委书记吴
靖宇参加会议。

会议介绍陈埭镇网格管理工作情况，
并开展党建引领基层网格管理业务培训。
根据晋江市委试行“百千工程”联系机制，
共有7个市直单位、10个镇直单位99名科
级干部挂钩联系陈埭镇145个二级网格。

会议强调，陈埭各包村（社区）领导
和党组织书记应以主人翁姿态，坚决扛
起责任，主动做好工作对接和后勤保障，
协助挂钩联系干部迅速了解本村（社区）
网格管理工作情况，全力支持各项工作
的开展；要聚焦网格重点工作任务，走好
党建引领基层网格管理之路，把“警网”
融合作为推动网格管理的一项重要抓
手，全面织密基层稳定“防护网”。各挂

钩联系的领导干部要发挥自身业务优
势，积极争取资源对接；镇村干部要主动
了解政策，争取资金和资源支持，让更多
优质项目落地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和基
层治理，共同推动陈埭高质量发展。

会后，各村（社区）第一网格长立即
组织各挂钩联系的领导干部到村（社区）
召开村级集体见面会，并实地走访各二
级网格党群服务站，了解网格运转情况。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蔡焕明）日前，
晋江梅岭街道社区治理办联合梅岭司法所、晋江市
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等部
门开展平安建设“三率”文创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充分挖掘辖区文创特色精品，结合2023年
文体旅消费季活动，将文化产业优势与平安建设“三
率”宣传有机融合，邀请晋江市非遗木版年画项目传
承人蔡建昌现场教授居民通过雕版、刷墨、铺纸拓
印，打造属于梅岭的平安宣传木版画。

活动期间，梅岭平安志愿者通过发放平安建设“三
率”宣传资料，介绍“什么是平安‘三率’”“如何参与生
活中的平安建设活动”等内容，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平
安建设活动；同时，向居民宣传禁毒、防诈骗、防范非
法集资、扫黑除恶、垃圾分类、反邪教、消防安全、道路
交通安全等相关知识。

梅岭开展
平安建设“三率”主题宣传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昨日下午，晋
江池店镇召开“百千工程”挂钩联系集体见
面会。

会上宣读挂钩联系安排，介绍池店镇
网格管理建设情况和业务，并要求认真贯
彻上级关于“四下基层”工作部署，落实“百
千工程”联系机制。

据悉，池店镇共有 25 个村（社区），
实 有 人 口 29.82 万 人 ，其 中 户 籍 人 口
10.16 万人，流动人口 19.66 万人。全镇

共划分为 24 个一级网格、118 个二级网
格、482个三级网格。此次，晋江市委安
排了 8个市直单位挂钩联系到池店镇 25
个村（社区），66名科级干部挂钩联系到
118个二级网格。

“来到池店，大家就是一个团队，一起
努力，一起拼搏。希望大家一道争创全市
网格管理工作的典型、示范，探索一批‘网
格+’融合治理的新模式，激发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

格局，打造晋江市党建引领基层网格管理
池店样板。”池店镇党委书记陈英煌表示，
希望各挂钩联系干部践行“四下基层”，用
心用情解决群众问题；密切配合，拓展网格
管理的全新局面；凝聚合力，争创全市网格
管理工作示范。

当天，各挂钩联系的市管干部与池店
镇各村（社区）第一网格长、第一副网格长
等，一同前往所挂钩联系的村（社区），现场
了解网格运转、网格站建设等情况。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王慧
雯）昨日，晋江磁灶镇召开“百千工程”挂
钩联系集体见面会，组织挂钩联系的晋江
市管干部与磁灶各村（社区）第一网格长、
副网格长及一级网格长见面座谈。

会议详细介绍磁灶党建引领基层网格
管理建设各项情况，并围绕党建引领基层
网格管理工作开展业务培训。

会议提出，开展“百千工程”挂钩联
系工作，旨在进一步强化磁灶镇党建引
领基层网格管理工作，提升基层网格管
理水平，推动磁灶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再
上新台阶。

会议要求，磁灶各部门、村（社区）要充
分把握机遇，发挥挂钩单位在建言献策、治
理支持等方面的优势作用，更好地挖潜、统

筹各类资源，凝聚起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
强大合力。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
性，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全力推动“百千工
程”项目建设。

会后，各挂钩联系的晋江市管干部迅
速到挂钩村（社区）开展调研，以最快速度
熟悉了解挂钩联系村的基本情况，为接下
来的共建工作打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 陈心心）昨日
下午，晋江罗山街道召开“百千工程”挂钩
联系集体见面会。晋江市公安局、晋江市
医院、季延中学、罗山中学等单位挂钩联系
市管干部与16个社区第一网格长、第一副
网格长、一级网格长参加见面会。

会议宣读挂钩联系安排，介绍罗山街
道网格管理建设情况并作相关业务讲解。

据悉，罗山街道共有 16个社区，下设
89个二级网格、169个三级网格。自 2022

年网格管理工作开展以来，罗山街道穿透
落实晋江市委、市政府优化基层治理部署
要求，街道党工委靠前指挥，各级党组靠前
引领，街道上下全体同志勠力同心、勇毅前
行，有效激活了基层社会治理“神经末
梢”。此次“百千工程”挂钩联系将为罗山
网格管理建设注入一股“暖流”。

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曾焕铁表示，要
思想重视、提高站位，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
路线，坚持开展一线走访研究，全力打通联

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要深入网格、下
沉服务，让调查研究直插一线，到网格一线
开展政策宣传、联系群众、破解难题，下沉
职能部门资金资源，提升网格治理成效；要
培育典型、示范引领，在调研群众需求的基
础上，联动多方资源，支持配合建设示范
点，提增网格服务效能。

会后，各挂钩联系市管干部前往社区、
网格，实地调研网格建设情况，助力基层网
格运转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昨日是晋江“人居环境整
治日”，西园街道全域开展卫生死角清理行动，助力人
居环境全面提升。

昨日下午，记者在西园街道后间社区78岁的居民
赖昌华家门口看到，围墙处裸露的地块上，整齐摆放着
24个长方形塑料盆，盆里种植着各种蔬菜。“有包菜、
菜球、牛心菜、菜花等，盆是社区免费提供的。”赖昌华
说。

赖昌华告诉记者，这块裸露的地块上原本摆放着
泡沫箱，箱里的植物已经枯黄，很不美观。社区网格员
找到他，提议其将地块改造成“微菜园”。赖昌华当即
表示同意，“这是好主意，很接地气。”

“社区有不少居民用泡沫箱种植花草。泡沫箱经过
风吹日晒，容易老化，但居民又舍不得清理，长此以往就
形成卫生死角。”后间社区党支部书记赖文琛表示，此
前，社区在旧轮胎里种三角梅的做法获得大家一致认
可。在此基础上，社区又提出将居民家门口打造成“微
菜园”，所需的塑料盆由社区免费提供。居委会工作人
员、居民齐参与，既能消除卫生死角，又能美化环境。

无独有偶。在西园街道霞浯社区第三网格，也有
一块杂草丛生的卫生死角。热心居民吴团体将其改造
成菜园，种上白菜、油菜、萝卜、芥菜等蔬菜，免费送给
有需要的居民。“不仅美化家园，也增强了网格凝聚
力。”吴团体说，菜地旁边还设有一个公益奉茶点，有些
居民在采摘蔬菜后，向公益奉茶点提供茶叶、纸杯等物
品，“大家友好相处，提升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晋江西园街道环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卫生死角变
“微菜园”“爱心菜园”等做法值得肯定，这是干群齐心协
力、集思广益的好举措。下一步，西园街道将在每月5日、
15日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并落实每月两次集中
考评、社区每日巡查、环卫办工作人员每日巡查等举措，
常态化营造人居环境整治氛围，共创洁净美好西园。

卫生死角变身“微菜园”
西园全面提升人居环境

下沉网格办实事解难题
晋江多个镇街召开“百千工程”挂钩联系集体见面会

志愿者向群众介绍志愿服务。志愿者在河边种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