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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昨日是“五一”假期最
后一天，晋江英林镇组织各村开展洁净家园人居环
境大整治行动，聚焦各村主干道、背街小巷区域的零
散垃圾和卫生死角进行拉网式整治，扎实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打造干净整洁、美丽宜居的人居环境。

针对“五一”期间人流量大、垃圾多和天气不好
等情况，英林镇 20个村从自身实际出发，组织网格
员、巡逻队员和志愿者齐上阵，共同清理堆积的杂物
和卫生死角；同时积极入户宣传，引导群众共同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

此外，晋江市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党支部还
组织党员、志愿者到埭边至嘉排一带海岸线开展捡
垃圾活动。大家沿途捡拾烟头、纸屑、塑料瓶等垃
圾，并将垃圾分类后投放到指定的投放点。

下一步，英林镇将继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并通过广播、宣传栏、网格群等方式加大宣传，增强群
众的卫生意识，激发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热情。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黄雅婷）日前，
晋江磁灶镇曝光 4月份影响市容环境卫生案件，借
此引导辖区群众规范行为，共同打造干净、整洁、宜
居的环境。

案例一：李某在磁灶镇陶美路占道经营，根据
《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
（三）项规定，处罚款100元。

案例二：庄某在磁灶镇大功山路将建筑垃圾混
入生活垃圾，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规定，给予警告，并处罚
款50元。

案例三：肖某在磁灶镇陶城东路占道经营，根据
《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
（三）项规定，处罚款100元。

案例四：李某在晋江市双龙路磁灶镇张林村路段
占道经营，根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处罚款200元。

案例五：邱某驾驶车辆途经晋江市 324国道磁
灶镇新垵村路段时，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
物料遗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六条、《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处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2000元。

案例六：李某驾驶车辆途经晋江市 324国道磁
灶镇钱坡村路段时，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
物料遗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六条、《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处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2000元。

案例七：陈某驾驶车辆途经晋江市 324国道磁
灶镇井边村路段时，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
物料遗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六条、《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处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2000元。

案例八：钱某驾驶车辆运载渣土途经磁灶镇陶
城西路时造成泄漏、遗撒，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福建省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处
警告，并处罚款500元。

案例九：张某在磁灶镇钱坡村随意倾倒建筑垃
圾，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
处警告，并处罚款50元。

案例十：王某在磁灶镇湖头村随意倾倒建筑垃
圾，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
处警告，并处罚款50元。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昨日，晋江西园街道
11个社区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各社
区对物品乱堆放、卫生死角、露天废品收购站、建
筑垃圾乱倾倒等开展重点整治，并通过“线上+线
下”宣传模式，营造良好的整治氛围，助力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

后间社区第一网格员赖灿阳介绍，每月 5日为
晋江市人居环境整治日，社区全域开展“洁净家园行
动”。这次社区主要针对龙眼树下的落叶、杂草进行
统一清理，同时将整治行动及时发布至网格群和相
关微信群，增强全民卫生意识，并提醒居民做好“门
前三包”工作，引导居民规范畜禽养殖，常态长效抓
好人居环境整治。

无独有偶，类似的“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同
步在西园其他社区开展，各社区边整治边实时把整
治情况在网格微信群进行宣传，增强居民“主人翁”
意识，推动全域环境进一步改善。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舞台上激情
热舞，舞台下热闹非凡。4日，2024年晋
江市池店镇广场舞大赛火热开赛。当
天，来自池店镇各村（社区）的 11支广场
舞代表队，以扇子舞、彩带舞、健身操等
丰富多彩的舞蹈形式，展开了一场紧张
有序、精彩纷呈的角逐。参赛队员们个
个身着整齐艳丽的服装，踏着旋律尽情
舞动，展示出良好的精神面貌，让在场
的观众连连赞叹，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
录下现场或欢快、或激情、或柔美的精彩
瞬间。

“今天，我们是一起来热闹热闹，名
次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参与。我们特地
从头到脚准备了全新的舞衣和配饰，
还请人化了妆，希望展现舞蹈队最好
的状态。”潘湖村舞蹈队领队景明英说，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大家特地重新排练
了舞蹈。

“我们都是广场舞的业余爱好者，这
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比赛，只想证明我们五
六十岁的阿姨也是朝气蓬勃。”南门外社
区百信御江帝景广场舞队61岁的领队林
碧霞说，南门外社区是新社区，广场舞队

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因为跳舞聚在
一起，“我们很开心因广场舞认识了志同
道合的朋友。”

“广场舞是一项健康、社交性强的
体育运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池店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比赛，
为新老池店人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平
台，同时，将平安的理念传递到池店家
家户户，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今年来，晋江市水
利局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治水思路，围绕‘四水’治理目标，推动晋江市
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晋江市水利局局长
蒋东晓在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说。

据介绍，2024年，晋江市水利局将深度策划、
全力实施43个水利建设项目，年投资15.68亿元，
比2023年增加3.02亿元。

“在污水治理方面，我们将抓好重点排水户
排水许可办理，着力消除管网‘空白区’，加快提
升污水处理、管网收集、泵站转输、污水调蓄、中
水回用‘五大能力’。”蒋东晓说，“关于城市水质
不稳定水体治理工作，我们将深入推进城市建成
区水质不稳定水体‘网格化’排查，按照‘控源截
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和活水保质’四个方面的
技术路线，制定系统治理方案，全力实施综合整
治和长效措施。”

此外，在防汛备汛工作方面，晋江市水利局
将深入开展汛前、汛期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整
治，加强水雨情、防汛视频会商等系统日常维养，
做好日常水雨情预警研判和水系调度，组织开展
相关应急演练和业务培训，提前做好应急处置各
项准备工作。

晋江市水利局：
今年全力实施
43个水利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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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今年，我们将确保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以及确保农（渔）行
业安全生产，夯实农业农村发展根基。”近日，晋江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高攀在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
告诉记者。

据介绍，在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
供给方面，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将推进撂荒耕
地复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带动种粮面积增
加，确保 2024 年粮食播种面积在 5.4 万亩以
上；开展田管技术指导，推广水稻秸秆还田技
术、旱作水稻种植，以技术手段提高粮食产
量；策划实施 2024 年度 0.58 万亩高标准农田
项目，补齐晋江市农田基础设施短板；落实春
秋季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做好高致病性
禽流感、非洲猪瘟、布鲁氏菌病等动物疫病的
防控。加快建设晋江肉类加工产业园，推进
新增屠宰场的选址建设。

在确保农（渔）行业安全生产方面，紧盯关键
节点，组织农机、饲料、沼气、农药、屠宰、渔业船舶
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排查整治。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将
以实施“纵深推进乡村振兴”和“百企帮百村、乡
贤促振兴”行动为抓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
育新增“乡村振兴促进会”等乡贤组织 20个，策
划 20 个乡贤反哺项目，实施乡村建设项目 500
个以上。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两个“确保”
夯实农业农村发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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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个捐献志愿者
多一次生命的希望

“有太多的血液病患者因为找不到高
匹配度的捐献对象，失去了生命。如果多
一个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患者就多
一次生命的希望。”15年过去了，40多岁
的张少艺仍然忘不了那一次捐献，“那时
候，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普及率还不高，但
我在福州读书，能接收到的信息相对更多
一些，也经常参加献血活动，就知道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这事，在登记后不久，就接
到了血库有关匹配成功的通知。”

彼时，张少艺担心家人反对，没敢告
诉他们。在晋江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
陪同下，他完成了晋江首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我妈是得癌症去世的。作为家人，无
论有什么方法，只要有那么一丝希望可以
救治，都会去尝试，所以对于白血病患者
家庭的心情，我感同身受”。

“注射动员剂后，身体会有酸痛感，但
是捐献完就非常轻松，回到家后第二天就
开始工作了。”2021年5月14日上午，晋江
第 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林时勤在经历
了近3小时的造血干细胞分离采集后，顺
利完成捐献，他捐献的208毫升造血干细
胞以最快的速度送往重庆，在一名患儿身
体里“生根发芽”。

“我在董存瑞生前的部队当过一年多
的炮兵，董存瑞精神一直会激励和指引着
我。”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员之星，林时勤工
作之余也会向身边的朋友宣传造血干细
胞捐献事宜，“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接到了
中华骨髓库的匹配成功通知，但他个人还

是有些思想负担，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打
消了他的顾虑，最后他也成功捐献了造血
干细胞。”

“回来后就直接上班了，没有什么不
适，状态也都很好。”3月18日，经过4小时
左右的外周血循环采集，祖籍四川泸州的
胡歪也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并于次
日返回晋江的工作岗位。

“能救人，我愿意”
每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背后，都有

不一样的故事，但将“能救人，我愿意”的承
诺进行到底，却是每位捐献者不变的初心。

近年来，晋江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发
展趋势越来越好，目前已有 1000多名志
愿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他们来自各行
各业，有老师、企业家、公务员、务工人员，
等等，更重要的是，实现捐献的时间间隔
越来越短：从第一例到第二例，历时 13
年，但今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有 3
例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配对成功，并完成捐
献。

之所以一场场生命“接力”能够跑出
“加速度”，离不开晋江的大力宣传和市民
大爱精神的弘扬。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晋江市红十
字会无偿献血服务队都会在晋江万达广
场开展街头无偿献血活动，这也是泉州市
区以外唯一一个街头献血点。“我们会借着
这个机会，向献血者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晋江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小陈说。

“2019年的一次献血中，看到造血干
细胞捐献的相关宣传，就登记成为一名志
愿者了，并采集血样入库。”庄洲鸿如是
说。正是这一小小的举动，埋下了一粒种

子，等来了为素不相识的患者“续航”生命
的奇迹。如今，他已无偿献血4700毫升。

“我儿子从一名志愿者到捐赠者，做
了父亲希望做的事。”这次庄洲鸿捐献造
血干细胞，也算是子承父“愿”。2005年，
庄洲鸿的父亲庄烜炜了解到血液病患者
需要救助，而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自身身体
无损伤，本着“救人一命，挽救一个家庭”
的朴素想法，他在当年就登记为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希望有一天为他人送去生命的
亮光。而他自己从 2001年以来已经献血
3800毫升。

来自晋江市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
2021年，晋江全年献血量 3279300毫升；
2023 年，晋江全年献血量达 3495500 毫
升，献血量呈逐步上升趋势。

不仅如此，晋江还在 2022年成立了
“晋江市稀有血型协会”，成为福建省第一
个、全国第十个稀有血型协会，200多名

“熊猫人”组建流动恒温血库，随时在线、
随时待命、随时献血挽救生命。

期待更多的“生命奇迹”
虽然近年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

者人数在不断增加，但和患者的需求相
比，依然存在巨大差距。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网站的有关资料
介绍，人类非血缘关系的白细胞抗原相
合率是千分之一或以上，尤其在较为罕
见的白细胞抗原型别中，相合的概率只
有几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因
此，对于血液病患者来说，能够在骨髓库
中找到高匹配度的捐献对象，是一件极
其幸运的事情。

“捐献造血干细胞，体现的是一种自
愿无偿、高尚利他的捐献精神和奉献爱
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
晋江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郑科伟表示，
目前，晋江市已有 1000多名志愿捐献者
加入中华骨髓库。只要入库，就会参与每
一天、每一位患者的检索配型，传递生命
的希望就多一分。希望社会各界对这项
工作继续给予关注和支持，让更多的人懂
得“捐髓救人生命、无损健康”的道理，让
爱的火种薪火相传。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
志愿捐献者呢？记者了解到，凡年龄在
18周岁至 45周岁，身体健康，经下列血
液检查合格者，都可以成为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乙型肝炎病
毒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艾滋病
病毒抗体、梅毒实验。大家在献血的同
时填写《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多
留取 8毫升血液，即可登记成为一名造
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很多志愿者等待了很多年才配型成
功，请大家在填写相关信息时一定要多
留下几个有效电话和联系方式，为“生命
奇迹”创造更多可能。

与爱相“髓”为生命“续航”
——聆听晋江“热血”青年的动人故事

市长专线

英林镇：
环境整治“不停歇”

西园街道“线上+线下”
助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舞动平安”池店镇广场舞大赛开赛

磁灶镇曝光
影响市容环境卫生案件

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近日，晋江内坑镇
组织开展包装印刷企业安全生产检查暨“扫黄打
非”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印刷业经营秩序及安
全管理，推进“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开展。

据了解，本次行动重点对辖区的包装印
刷企业进行全面检查，查看了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台账、消防器材配备及日常检查、
安全出口及应急灯设备运行等情况，并对前
期检查中出现的消防栓下堆放杂物、电表箱
未做防火封堵等问题进行复查。同时，要求
企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印刷生产，
坚决杜绝印制、传播淫秽色情、非法出版物等
违法违规行为。

内坑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内坑镇将
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生产暨“扫黄打非”检查，压
实压紧企业安全责任意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

“生命线”。

内坑开展包装印刷企业安
全生产检查
暨“扫黄打非”检查行动

本报记者 阙杨娜

日前，经过 5 个小时左右的在外周血中采集造血干细胞，晋
江第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庄洲鸿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上图），
其捐献的265毫升造血干细胞立即被送往上海一家医院，救助一
名中年男子。

“我们虽未曾谋面，但缘分已注定，从此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
的某个城市又多了一个亲人。同时，也期盼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
家会相见，从此血脉相连……”在造血干细胞采集结束后，庄洲鸿
收到了经由中国红十字会转交的受捐者家人写的一封感谢信。

从未见过面，没有任何伦理关系，却有血缘联系。来自中华
骨髓库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3月31日，中华骨髓库库容345万
余份，捐献造血干细胞1.7万余例。而在晋江，造血干细胞捐献工
作也在不断地发展：2006 年，晋江迎来第一位造血干细胞捐献登
记者；2009年，晋江深沪张少艺成为晋江第一例、福建省第九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此后，晋江又连续迎来了蔡武汉、赵万红、林时
勤、王俊峰、罗彬、胡歪、林剑鹏等多名捐献者，用大爱之心播撒

“生命种子”。
在第77个“5·8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让我们聆听这群“热

血”青年的动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