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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023年福建省报刊十大名栏目

本报记者 张茂霖

昨天，晋江的气温依旧居高不下，大部分镇街最高
气温突破了34℃，以西滨镇测得的35.9℃为最高。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局获悉，预计未来3天，晋江以
多云天气为主，高温势头不减，午后最高气温在34℃~
35℃。进入小暑节气后，高温天气将成为常态，大家要
注意防晒和补充水分，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并采取
必要防护措施。

今天多云，气温27℃~34℃，沿海西南风4~5级、阵
风 6~7级；明天多云，气温 27℃~34℃，沿海西南风 3~4
级、阵风 5级；后天多云，气温 27℃~35℃，沿海西南风
3~4级、阵风5级。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
日，晋江市市长王明元带队调研
市交通指挥中心并慰问户外高
温一线执勤交警。

来到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
叉灯控路口交通执勤点，王明
元与值勤交警一一握手，详细
了解值班备勤等情况。他对交
警们不畏辛苦，战高温、斗酷
暑，用辛勤汗水守卫城市道路
交通安全的付出表示感谢，勉
励大家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精神，
在城市安全运行、道路交通保
障、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持续
为晋江做贡献。同时，叮嘱执
勤交警注意劳逸结合，做好各
项防暑措施。

当天，晋江市领导一行还
前往晋江市交警大队执法监
督管理中心、交通指挥中心走
访调研，详细了解中心基本情
况和运行机制，充分肯定交警
大队在道路交通规范化执法

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随后，王明元主持召开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调度会，听取相关
工作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存在
问题。

王明元表示，今年来，晋
江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仍然严
峻。要明目标，聚焦“压事故、
治拥堵”中心任务，全力减少
交通事故起数，加快打通交通
堵点，切实做到保安全、保畅
通。要严执法，严格依法执
法、秉公执法，维护交通安全
秩序，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切
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要提
能力，加快提升监督管理、干
警业务、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
能力，有序推进数字交通建
设，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
施，全面提升交通安全保障能
力。要强保障，按照轻重缓急
原则，做好项目资金保障，严
格预算支出，确保将钱花在刀
刃上。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昨日，晋江市梅岭街道基
层治理中心揭牌启用。晋江市领导许宏程、李志强参
加揭牌仪式。

梅岭街道基层治理中心设于梅岭街道办事处一
楼，配套一个综合受理窗口，可对市民群众提出的纠纷
化解、信访诉求、投诉举报等各类事项进行登记分类，
进而分流到各相关责任部门快速处理。中心实行轮值
指挥制度，每日安排一名街道党政干部轮值接访。

下阶段，梅岭街道将以基层治理中心启用为新起
点，围绕“大党建引领、大联动治理、大数据应用、大融
合推进”的工作目标，聚焦信访与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社会风险分析研判、重大应急管理、监管执法等事项，
在统筹协调、资源整合、共建共治上下功夫、出实招、谋
突破，全面提升梅岭街道基层治理能力，让群众更有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明确目标 狠抓落实 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晋江市领导调研市交通指挥中心并慰问户外高温一线执勤交警

今天多云
最高气温超34℃

梅岭街道基层治理中心
揭牌启用

7月 2日，永佳智能装备产业园、
博璋智能科技登上央视新闻频道特
别节目《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式现代
化万千气象》。

前者，是晋江经济开发区从低效
用地里“腾”出的新天地——在盘活
低效用地后，建起了标杆性的综合产
业园。

后者，是新天地里招来的“好伙
伴”——科技企业赋能鞋服产业发展。

深化改革，气象万千。这般景
象，在深入推进“1+6”专项行动的晋
江经济开发区，越发波澜壮阔，成为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生动注脚。

土地“腾”出新天地
入驻企业37家、培育4家专精特

新企业、亩均税收 30万元、土地容积
率从 0.63提升到 2.97……1年时间，

永佳智能装备产业园（一期）就从一
片低效工业土地上“生长”出来。

现代化的标准厂房、科技化的生
产场景、多元化的园区生态，永佳打
造出10万平方米的优质产业空间，成
为备受企业青睐的成长高地。

博璋智能、石箱科技、聚赢数控、
鹏太机械、新建兴机械……一拨拨高
成长性企业纷纷入驻，不断赋能晋江
鞋服、纺织、伞业、陶瓷等优势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很难想见，原本只有一
栋老旧闲置厂房的低效工业土地，转
眼间摇身变成了时下这片 56亩的产
业发展热土。

“工业用地开发强度高，企业无
新土地、新厂房可用，一度成为制约
晋江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瓶
颈。”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
介绍。

如何在不增用地的前提下增空
间，打造“搬不走”的产业集群？在晋
江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近年来，晋
江经济开发区盘活利用低效用地2630
亩，通过向上要空间，重点策划实施了
7个连片标准化产业园、61个试点项
目，预计新增产业空间736万平方米。

一个个特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
一批批潜力企业退城进园，一个个大
项目、好项目相继落地，汇聚起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动能。

招商引来“好伙伴”
“腾”出了新天地，更要招引“金

凤凰”。
炎炎夏日，走进英林园现代服饰

标准厂房一体化微工业园（一期），眼
前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服装厂、纺织厂、拉链厂……在
一栋栋高标准厂房、办公楼里，16家
入驻企业正不断刷新着投产以来的
新记录。

“投产半年来，我们订单充足，产
品主要销往东南亚、欧美等地。”入驻
企业、文进科技公司经理黄伟本说，
后期，随着订单生产量增多，企业希
望能进一步扩大厂房面积，全部达产
后，年产值预计可达3亿元。

全球每 100件泳装，有 30件来自
晋江。背靠“根深叶茂”的泳装产业，
英林园现代服饰标准厂房一体化微
工业园正全力招引一批泳装、健身装
等现代服饰产业上下游企业，助力晋
江做大做强纺织服装产业。

“目前，微工业园（一期）标准厂
房已完成招商。”晋园发展集团项目
负责人许伟伟介绍，微工业园（二期）
正加快进行装饰装修工程，预计今年
9月交付使用。届时，将新增 9万平
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可招引10
家纺织服装上下游企业。

（下转4版）

“腾”出新天地 招来“好伙伴”
晋江经济开发区澎湃高质量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许春

本报讯（记者 沈茜）昨日上午，晋江市政协主席
许宏程带队到梅岭街道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检查组先后前往晋江市梅岭牛霸道鞋服厂和晋江
市德弘包装用品有限公司，重点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仔
细察看厂区消防设施配备和有限空间生产作业等情
况，详细了解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与措施落实情况，并针
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检查组要求，梅岭街道和晋江市有关部门要密切
协同联动，扎实推进拉网式、起底式排查整治，加大废
品收购站、小加工厂、群租房等重点场所监管执法力
度，严抓隐患问题闭环整改落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要严格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
范有限空间作业行为，加强员工消防知识培训和应急
演练，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
实处。

晋江市领导到梅岭
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柯国笠）
10日，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第一中学（以下简称

“红河州一中”），安踏集团为该
校首届安踏希望班的50名高三
学子举行毕业典礼。加上四川
省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首届安
踏希望班的50名毕业生，首届
安踏希望班100名学生全部顺
利毕业。

毕业典礼现场，安踏希望
班学生代表为老师、嘉宾献上
鲜花，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学生彭月娇表示，高中三年的
学习生活让人成长，也让人蜕
变。她感谢安踏集团等社会
各界的关心帮助，将把这份感
恩之情转化为学习动力和报
国之志。

现场，安踏集团与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宣布，向
首届安踏希望班学生捐出 10
万元，用作上大学的路费。据
介绍，这笔“路费”是安踏员工
通过为期 10天的“奔跑助学”
积累下来的——员工每跑 1
公里，安踏茁壮成长公益便携
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
出 1元钱。

据悉，安踏茁壮成长公益
计划—安踏希望班由安踏集
团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于 2021 年共同创立，是积

极响应党和政府“不让一个学
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号
召的公益实践。首届安踏希
望班设立于红河州一中、成都
武侯高级中学，资助 100名家
庭困难且品学兼优的高中
生。三年间，安踏集团捐赠超
300万元，用于颁发助学金、购
买运动装备，开展航天、阅读、
心理等线上主题课程，组织研
学实践，向优秀毕业生颁发奖
学金等。

“首届安踏希望班是全
社会关心和支持希望工程的
又一生动实践，是‘努力为青
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
望’的又一创新举措。希望
同学们胸怀大志、心存感恩，
脚踏实地、刻苦学习，不辜负
社会各界的期许。”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党委书记梅峰
表示。

安踏集团执行董事、联席
CEO 赖世贤为孩子们送去祝
福和嘱托。他说：“履行社会
责任，是安踏集团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同学们
能够带着在安踏希望班所学
所得，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机遇
与挑战，用实际行动回馈社
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
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超越自
我，成为最好的自己。”

3年资助超300万元
首届安踏希望班
百名高三学子毕业

酷热的七月，当城市各处都沉浸
在空调的凉爽中时，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身披绝缘“铠甲”，顶着烈日，穿梭在
电塔与电线之间，用汗水和坚持守护
着万家清凉。

9日上午10点多，太阳高挂空中，
没有云层的遮挡，阳光不留情面地炙
烤着大地。在晋江金井镇金深路段一
处 13米高的线路作业现场，4名穿戴
绝缘披肩的电力工作人员头顶烈日，
搭乘斗臂车进行空中作业。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密切配合，4
名电力工人顺利完成了带电作业阶段
任务，回到地面。此时的他们，早已满
头大汗，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往下流。
脱下密不透风的绝缘披肩，他们身上
的工服已被汗水浸透，仿佛刚从水里
捞出来一样。

“天气越来越热，用电需求也越来
越大，只有及时做好消缺，才能确保线
路和设备的安全运行。此次，我们采
取不停电作业的方式进行操作，‘无感
知’地为客户提供用电保障。”国网晋
江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三班班长卢
剑豪说。

在卢剑豪完成第一阶段作业的休
息间隙，记者亲身体验了他们的高空
作业环境。“登上作业斗前，需要穿戴
好绝缘帽、绝缘手套、绝缘披肩……”
卢剑豪一边介绍，一边帮记者穿戴好
作业装备，“这些看似是厚重的负担，

但对我们而言，却是守护生命安全的
盾牌。”

穿上绝缘披肩的那一刻，记者立
刻感觉肩膀到胸口有一股强烈的束缚
感，随着阳光的照射，上半身的热气全
部集中在肩上，无法散去。紧接着，呼
吸变得急促，需要更大力气呼吸才能
适应。戴上由棉纱、橡胶和羊皮制成
的三层绝缘手套后，双手瞬间有种灼
热感，感觉就像放在 60℃的水中一
般。更难适应的，是手指的灵活性瞬
间降低，连拍摄杆都拿不稳，差点掉在
地上。

穿戴好全身装备，刚登上那高高
的作业斗，记者的整个身体瞬间被强
烈的阳光和密闭的绝缘装备包围，闷
热与窒息感随之而来。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电力工人
不仅要克服心理上的恐惧，还要精准
地完成手中的操作——剪线、接线、
调试……每一个动作都需要相当的
耐心和专注。记者尝试用绝缘钳进
行简单的操作，却发现由于手套太厚
重，即便是最基础的动作，此时也变
得异常艰难。

“平时，我们经常戴着手套用筷
子夹花生，通过这种训练，让我们的
手更加灵活。”卢剑豪说，作为电力工
人，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工作环
境。在作业时，他们熟练地操作着各
种工具，仿佛是在为电缆进行一场精
细的手术。

当作业斗缓缓下降，记者重新
踏上地面时，一种久违的轻松感油
然而生。

采访中，被问及“最幸福的时刻”，
卢剑豪的脸上露出了质朴而真挚的笑
容。“每当看到送电成功，或者是抢修
完成后合闸送电的那一刻，我们心里
就特别满足。这就是我最幸福的时
刻。”在他看来，幸福不仅仅是个人的
感受，更是一种对职责的坚守与对社
会的贡献。

通过这次体验，记者深刻感受到
了电力工人的艰辛与无畏。他们用自
己的汗水和坚持，换来了城市的灯火
通明和夏日清凉；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和勇气，守护着电力设施的安全与稳
定。他们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守护者，
更是最美的城市风景线。

“合闸送电那一刻，最幸福！”

他们，用汗水守护万家清凉
本报记者 林小杰 秦越

烈日下，市民大口喝水补充水分。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本报记者（左）登上作业斗，体验
电力工人工作环境。

工作时，作业斗内温度接近50℃。 电力工人在烈日下操作电力作业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