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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陈思颖）日
前，晋江磁灶镇与龙湖镇联合组织各领域青年代
表开展“青年说 说青年”年轻干部跨镇交流共建
活动。

活动中，磁灶龙湖两镇年轻干部前往磁灶镇
岭畔村参观学习旅游特色村建设情况，实地走访
岭畔村文旅街区、乡村记忆馆、蜘蛛山窑址等；实
地参观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及金交椅山窑
址，了解各时期磁灶的陶瓷器、传统制陶工艺，沉
浸式体验磁灶陶乡的发展历程，感受磁灶的“非
遗”之美。

“自信心的树立更有助于工作的完成。”“要保
持清醒，培养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得失自然的心
境。”“始终坚守初心，通过内心驱动力督促自己遵
纪守法，坚决守住红线、底线。”……座谈交流期
间，两镇年轻干部结合入职以来自我教育、自我约
束、自我成长的心路历程踊跃发言。

此次跨镇交流共建，搭建起两镇年轻干部交
流学习平台，也为两镇年轻干部提供了一次自我
剖析、自我提高的党纪学习教育机会。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为提高劳动
者技能水平，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
长，促进高质量就业，近日，2024年泉州市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目录发布，晋江
有10家培训机构上榜。

据悉，此次目录公布了 85家职业培
训机构，涵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纺织鞋
服、工艺制品、家政服务等产业，涉及人工
智能训练师、3D打印设计与应用、无人机

驾驶员、装配电工、服装制版师、家政服务
员、保育师、育婴员、电子商务师等200多
个职业（工种）。

晋江有 10家培训机构被纳入补贴性
培训机构名单，分别为泉州市职业技术大
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晋江华侨职业中
专学校、晋江市海匠职业培训中心、晋江
市海西职业培训中心、晋江市海峡职业培
训中心、晋江子闻职业培训中心、晋江市

旋木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晋江市芯华集成
电路人才培训中心、晋江市海江职业技能
培训中心。

劳动者可根据自身职业发展需要和
就业意愿，选择培训机构参加免费技能
培训，也可自行参加机构组织的技能培
训，培训合格并取得证书的，晋江将根据
证书类型等级给予 500~3900元的个人培
训补贴。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陈巧玲）“出发！加油！”走在班
级最前方，高举着班旗，晋江市季延中学高三学生陈汉泽带
领着同学大踏步前进。途中，他们一边欣赏家乡美景，一边
话家常，不时还哼唱起歌曲，心情愉悦，意气风发。

18日下午，晋江市季延中学举行“行稳致远·决胜 2024
高考”主题励志远足活动，700多名高三学子及高三年段全体
科任老师走出课堂，在远足中释放压力、调整心态，为高考冲
刺积蓄能量。

此次远足活动全程步行往返约6公里。师生穿过沿途社
区、商业街区、交通要道，队伍浩浩荡荡，颇为壮观。沿途还
有不少行人为他们送上祝福和鼓励，考生备受鼓舞，能量满
满。

记者了解到，季延中学在抓教学的同时，十分关注学生
身心健康，通过开展心理团训、励志远足等活动，让学生亲近
大自然，缓解备考压力，培养团队协作和顽强拼搏精神。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董严军） 19日上午，晋
江市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晋江市特殊
教育学校举行。晋江市领导洪元程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晋江市慈善总会分别向晋江市残
联捐赠残疾助听工程 150万元、残疾人居家托养
工程 20万元；晋江市特殊教育学生获赠 1200份关
爱礼包；举行晋江市残疾困难党员志愿服务队授
旗仪式；正式发布晋江市孤独症医教康咨询服务
热线——0595-85694009；为“全国残疾人按比例
就业基地”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授牌；启动
晋江市“晋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现场为首批 24
家助残联盟企业授牌。

当天上午，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还进行了教学
成果汇报演出，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展现学生积极
向上的精神面貌。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日前，晋江梅岭街道
组织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活动。

慰问组一行先后走访桂山、梅青、沟头、赤
西、双沟等社区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及其家属
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及经
济收入等情况，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与意见，并
送上慰问金。

近年来，梅岭街道扎实开展残疾人救助帮扶工
作，全力推进各项惠残政策落地落细。下一步，梅
岭街道将继续关注困难残疾人群体，以残疾人实际
需求为出发点，开展更多有针对性的帮扶服务，不
断完善残疾人服务体系，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倡导社会各界关注支持助残事业，共同营造理解、
尊重、关心残疾人的社会环境。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 通讯员 张振）近日，晋
江龙湖市场监管所多措并举，推进药品、医疗器械安
全监管工作。

龙湖市场监管所聚焦重点领域，以处方药、非
处方药、特殊药品、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为重
点，加大对药品零售企业和个体诊所的检查力度；
对辖区药品、医疗器械经营单位全覆盖排查，建立
台账，摸清底数，实现全链条监管闭环。同时，开
展法规宣贯，要求经营单位履行主体责任。

下一步，该所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确保群众用
药安全。

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近日，晋江紫帽镇民政
服务站（社工站）联合紫帽镇残联在镇“党建+”邻里
中心开展助残日健康关爱活动，弘扬“自尊、自信、自
强、自立”精神，营造关心关爱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现场，启航社工为参加活动的残疾人发放了相
关福利政策宣传手册，镇残联联络员现场为残疾人
详细讲解了惠残助残政策，让他们充分了解残疾人
相关福利政策，维护自身权益。

紫帽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为残疾人搭
建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平台，促进了邻里间的和谐。
接下来，紫帽将继续做好惠残助残工作，不断提升残
疾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今年来，围
绕产业转型、城市业态、道路交通、生态保
护修复、公共服务等 5大体系，晋东新区
策划了19个高质量项目，总投资约321.52

亿元。”近日，晋江市陈埭镇镇长许著赟在
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告诉记者。

据介绍，晋东新区位于泉州湾南岸，地
处环泉州湾核心区域，以陈埭镇东侧沿海
地区（晋新路以东）及西滨镇环湾区域为
主体，与东海片区一江之隔，规划总用地面
积约20平方公里，已开发面积1.1万亩，规
划可建设用地7110亩，是晋江全面对接融
入泉州环湾规划的“桥头堡”和“主阵地”。

记者了解到，在空间规划方面，晋东
新区主动融入湾区整体功能布局，布局大
型公共服务配套，落地高端商业服务项
目，提升湾区能级和承载力，形成滨江两
岸功能互补、湾区一体、区域协同的发展
格局；在商业中轴规划建设方面，晋东新
区以设计研发、展贸展销、时尚发布、运动

休闲、原创潮流消费为主要功能定位，以
整合产业创新发展要素、搭建公共服务平
台为主要渠道，打造产业服务综合体，规
划建设产业赋能服务区、时尚潮流运动商
业区两大功能区。

目前，晋东新区已启动上海六院福建
医院（福建和敏医院）、导航台迁建、晋江
一中晋东校区、晋江第五实验小学鞋纺城
校区、国际鞋纺城二期市场、8条市政道路
改造等项目建设。

另外，陈埭镇启动晋江市鞋服产业园
（陈埭园）项目建设，为分散型园区，分别
为三斯达鞋纺园、西霞美园区、江头园区，
规划面积约 936.35亩，计划总投资 50亿
元，整体建设完毕后，预计可新增产业及
配套面积150万平方米。

陈埭镇：晋东新区今年策划19个高质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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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时，屋里一个装满了各种中医学科工具的
木柜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蔡东雄）7岁的时
候，因为意外摔伤，颅内出血导致神经萎缩、双目失
明，但是中医给他带来很多的帮助。他从小就励
志，长大后要当一名医生。”蔡东雄的父亲蔡尚远
说，相比普通孩子，蔡东雄在生活和学习上要克服
更多的困难，他自8岁进入泉州特殊学校开始学习
盲文，一路完成小学至高中的所有课程，2005年9
月，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长春大学针灸推拿专
业，大学期间，更是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学习。

“应该说，他的家务自理能力是足够的。所
以，我们在他家中厨房配备了智能电饭煲、闪光语
音电磁炉、智能语音热水壶等智能家居，在相应的
位置设置盲文标识，让他的家务自理能力得到充
分的发挥。”晋江市残联有关负责人说。

作为晋江市第一位盲人大学生，毕业后的蔡
东雄回到家乡参加工作。在各级政府和晋江市残
联的帮助下，安平社区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
设置公益岗位，为蔡东雄成立中医推拿工作室，让
他可以在距离家仅200米的地方就近就业。这对
蔡东雄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这样，我就可以发挥自身特长，自力更生，实
现自我价值了。”蔡东雄说。

“你是我的声音，我是你的手”
“你是我的声音，我是你的手。”走进安海镇残

疾人家庭——陈惠丽和张年毕家中，映入眼帘的便
是墙壁上的一面KT板。板的左边是“生活动线区
域”，用磁吸做成的几个代表地点的图片被贴在“常
去地点”的方框内，张年毕外出时，会把去的地方贴
在“常去地点”方框里，这样，陈惠丽就能知晓，陈惠
丽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告诉张年毕她去哪儿了。板
的右边则是“饮食区域”，磁吸做成的水果、蔬菜、肉
类、鱼类等放置在方框内，张年毕想吃些什么，只要
将东西放入“盘内”，陈惠丽就可以去菜市场购买。

别看这只是一面再普通不过的KT板，它却解
决了夫妻二人最大的生活难题——沟通障碍。原
来，陈惠丽是听力言语一级残疾人，无法进行口语
表达，而丈夫张年毕是双上肢缺失的肢体二级残
疾人，在手语上也存在缺失，夫妻二人在日常生活
中的交流非常受限。

晋江市残联在前期摸底调查中得知此事后，
通过智能化家居解决信息交流的障碍，让夫妻二
人的生活便利许多。“针对陈惠丽的听力言语障
碍，我们在入户的位置安装了音乐闪光门铃；针对
张年毕的情况，我们安装了带有面部识别功能的
智能门锁，方便他们夫妻俩的日常出入。我们还
在门口安装了视频探头，通过软件连接到他们的
手机上，让他们及时了解来访人员的身份。”晋江
市残联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他们家的情况，在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中，还为他们改造了马桶，并
安装了相应的报警装置。

“有了这面KT板，我们夫妻俩的交流顺畅了
很多。以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表达，有时候
急得真上头。现在，不管做什么，把内容往KT板
上一贴就一目了然了。”张年毕笑着说。

（上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