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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登记名

晋江市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

晋江市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安海镇蔡志强、李丽玲伉俪

华侨中学初二14班王睿靓

心养小学三年级3班王睿泰

希信中心小学203班林锐坪

龙湖镇许超猛、吴宝芬伉俪

安海欽秀阁酒楼

泉州南洋珠宝有限公司

厦门媒管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晋江市美捷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安海杨女士

孙跃进、孙庆霖

蔡雨桐

安海老同学烧烤

跑酷熊体能运动中心

捐赠数量（瓶）

20000

20000

1800

360

360

480

288

2400

10080

4800

4800

480

240

1200

2880

3600

捐赠登记名

季延初00高03届/初21高24届

双全皮革

众豪皮革

晋江市拔萃双语学校高中林俊彬同学
晋江第五实验小学林毓枫同学

泉州伟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晋江市季延中学校友总会荣誉会长张耿伟

晋江市季延初级中学2022届张铭瀚

晋江市金井镇毓英中心小学2024届张锦柔

养正中学新高一黄煜

毓英中学新高一黄雅雯

永和镇蔡女士

吕连川

泉州汪志毅国际高尔夫学院

蔡女士

苏安慧、苏源鑫

捐赠数量（瓶）

6000

240

240

240

2400

1200

1200

480

480

240

240

30000

216

12000

捐赠登记名

晋江农商银行

安海肖静淳、肖靖航姐弟

林铂千、林铂靖

匿名爱心人士

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

晋江二小2023级14班“阅见美好”阅读小组

沙塘社区王先生
匿名爱心人士

蔡佳圻
沙塘中心小学2023级3班

晋江中和中心小学何逸轩、何钰滢
晋江第二实验小学王铃溪、王铃溶、王泓泽姐弟

安海养正中心小学三年级林耀杰、林惠雯

养正准高一赖姗灵、华侨中学初二37班赖瀚霆

泉州瑾穆投资有限公司吴湘瑜

晋江市永和镇山前村Annie女装贸易

落日后备箱集市

捐赠数量（瓶）

10000

240

120

48

12000

1200

240
72
144
2400
1200
3000
120

504

1200

720

132

爱心捐赠榜单数据截至7月26日18:00

今 日 ，晋 江 大 部 分 镇 街 气 温 突 破
36℃。尽管气温居高不下，却未能阻挡我们
探索乡村振兴的步伐。我有幸随同由西园
街道党政领导、社区党组织书记等组成的考
察团，共赴一场特别的晋江乡村“一日游”，
见证一场激荡思维、启迪未来的乡村振兴

“头脑风暴”。
上午 8 时 30 分，考察团准时出发。在

接下来近 8 小时的行程中，除了午餐与短
暂的休憩，考察团探访了磁灶苏垵村、安海
溪边村、东石潘山村、深沪坑边村，以及九
十九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这五个站点各
有千秋，不仅在农村环境品质提升、乡贤助
力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培育、村史馆建设等
方面亮点纷呈，更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展示
了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其中，九十九溪
流域田园风光项目还涉及西园街道的赖
厝、屿头、霞浯、小桥等社区，更是引发了大
家对如何依托自然与人文资源，发展特色
产业的思考。

下午4时30分，屿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内，一场关于乡村振兴的“头脑风暴”展开。
11 名社区“当家人”轮番上阵，分享此行的
感悟与见解；15名党政领导凝神倾听，认真
记录。会议的核心聚焦于如何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谋划出既能促进集体经济增收，又

能惠及广大居民的好项目。
“依托社区大学、职校、小学、幼儿园等

丰富的教育资源，打造一条学生街，激活社
区经济新活力。”“要摆脱‘西装配拖鞋’的束
缚，培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成立乡贤促进会，激活乡贤力量，共促乡村
振兴。”“挖掘道碑文化，发展休闲垂钓产业，
打造乡村旅游新名片。”……一个个创意火
花四溅，汇聚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

屿头社区党委书记洪耿谋告诉我，此
次考察让他深刻认识到社区在特色打造上
的不足。他透露，社区将进一步推进文体
活动中心、敬老院等民生项目建设，壮大集
体经济发展；同时，也将整合工业区、游乐
园、“党建+”邻里中心、仕头灌渠等现有资
源，精心规划一条特色文旅路线，让大家更
好地了解屿头、走进屿头、记住屿头。

“目标明确，行动有力。”西园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街道已成立公益慈善协会，募
集资金超亿元，并策划了254个认捐项目，
旨在通过“公益+项目”的模式，激发社会各
界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他呼吁大家要敢
于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创新，善于协调资源，
将社区的“家底”与街道的优势资源深度融
合，为乡村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探索出一条切实可
行的道路。

下午6时，这场充满激情与智慧的“头
脑风暴”结束了。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奏曲”正在奏响，美
好图景将一步步变为现实。

本报记者 王昆火

头脑风暴“兴”未来
时间：7月23日 星期二 天气：晴 地点：西园屿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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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元代，成型、调整于明清时
期，发展、保护于近现代……自肇建迄
今，纵贯北京老城南北的北京中轴线，是
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
杰出范例，展现出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
力和延续性。

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
城秩序的杰作”申遗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 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决议，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
产增至59项。

纵贯南北 穿越古今
北京正阳门箭楼外，前门五牌楼附

近，一个临时保护方舱内，正阳桥遗址揭
开神秘面纱。

经过考古发掘，历经岁月沧桑的正阳
桥桥洞清晰可见，一座石质镇水兽匍匐在
东南角雁翅泊岸上，它的嘴角、脊背、头部
犄角等部位上的纹饰格外精美。

“正阳桥是北京中轴线上一座单体最
大的桥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
员张利芳说，“这座镇水兽体量大，与正阳
桥的规制相呼应。数百年来，它的位置一
直没有被扰动，为我们复原正阳桥的空间
位置提供了精准的坐标。”

揭示历史细节、恢复历史风貌、丰富
历史内涵……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文
物腾退保护利用、文物修缮等工作，北京
中轴线的历史画卷变得更加真实、立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
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介绍，北京中轴线是
一个长达7.8公里的巨大建筑群和城市空
间的组合体，它将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有
机联系起来，其多元化的空间组织为传统
的城市管理方式提供了有力的物质见证。

北京中轴线北端为钟鼓楼，向南经过
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
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

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永定门；太庙和社
稷坛、天坛和先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两
侧。

“近年来，作为15处遗产构成要素之
一的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考古成果颇
丰。除了正阳桥遗址，永定门内中轴历史
道路遗存、珠市口段排水沟渠遗存等，实
证了北京中轴线历代沿用的史实，增强了
北京中轴线的历史信度。”张利芳说。

从正阳桥出发、一路向北，700多岁
的万宁桥保持着从元代至今的交通功能，
证明了元、明、清三代中轴线的重叠关

系。岸边垂柳、池中荷花，与这座古桥相
得益彰，吸引着游人拍照打卡。

吕舟说，北京中轴线表达出中华文明
所秉持的“中”“和”哲学理念，其建筑与景
观集中呈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于礼
仪和秩序的强调。

古韵新生 活态传承
走进北京中山公园，古木高耸、绿草

青青，曾经的皇家祭坛环境清幽。
“这里是北京第一处转变为城市公园

的皇家坛庙——社稷坛，是北京中轴线公

众化的开端。”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遗
产办公室主任盖建中说。

据史料记载，理想国都的核心布局可
以概括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太庙与
社稷坛东西对称布局，体现了“左祖右社”
的理想都城规划范式。

从明朝保留至今的社稷祭坛由青白
石砌筑，祭坛上按东青、南红、西白、北黑、
中黄铺设五色坛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古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今
是文化遗产人民共享。”盖建中说，近年
来，中山公园加强对社稷坛历史文化价值

的研究，举办中山公园社稷文化展、中山
公园园史展、中轴线主题影像展等，以实
物、历史资料、老照片等为载体讲述鲜活
的历史文化故事；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弘扬古都文化、红
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

历经多年的公众化转变过程，北京
中轴线上的景山、故宫、太庙、天坛、先
农坛等昔日的皇家宫苑建筑和礼仪祭
祀建筑均转变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园
或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延续居中、
对称的原则，体现出对北京中轴线建筑景
观秩序的尊重，反映着中国传统规划原
则、建筑审美倾向在当代的延续。

当夜幕低垂，站在鼓楼二层向南眺
望，沿北京中轴线延伸的地安门外大街
上，经过外立面改造、风貌恢复的各类建
筑在灯光的映照下流光溢彩。

北京钟鼓楼是“后市”区域的标志性
建筑，与天安门、端门、故宫构成的朝堂空
间，共同展现了中国古代“面朝后市”的理
想都城规划范式。元代时，地安门外大街
曾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时至今
日，这条大街沿线依然分布着大量的商业
店铺。近年来，北京从功能业态、建筑风
貌等方面提出保护管理措施，鼓励发展与
街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相关的业态。

在地安门外大街经营中式服饰店的
路建中说，具有历史风韵的街区吸引了
大量游客，也为自己的店铺带来红火的
生意。

时代命题 北京经验
晴朗的夏日，天坛公园祈年殿前，游

人熙熙攘攘。近年来，经过腾退保护，天
坛的历史风貌得到极大的恢复，这座中国
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皇家
祭天建筑群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近年来，北京坚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和城市发展同步推进。自《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2016 年—2035 年）》出台以来，“老
城不能再拆了”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北京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契机，推进
重点文物腾退和周边环境整治，推动老城
整体保护与复兴。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
不仅让中轴线上的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
护，也让居民的生活品质有了很大的改善
与提升。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社区居民张
炜感叹：“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得到了更
好的保护，让我小时候的记忆没有因为城
市的快速发展而遗失。”

北京加快运用数字化手段，为中轴线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赋能：搭建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平台，为中轴线的保
护、管理、展示和利用提供数据支撑；建立

“多模态”的数字资源库，探索中轴线数字
资源在音乐、游戏、文创衍生等多元文化
艺术场景中的应用……

“北京中轴线的申遗保护不仅有对文
化遗产本体的保护，而且包含保护协调机
制的搭建、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阐释展
示体系的构建。”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
（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说，在北京中
轴线 10多年的申遗过程中，北京的城市
肌理也得到了有力保护。

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10余年的意大
利汉学家麦克雷说：“古今交融的北京中
轴线令人心驰神往。我喜欢沿着中轴线
骑行，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北京中轴线承载的是一个古今交融
的大国首都绵延不绝的历史文脉。”邓超
说，“未来，北京中轴线上将会有更多具备
开放条件的文物古迹，让公众能走得近、
看得到、读得懂。”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一城聚一线 一脉长相承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新华社记者

本 地

北京故宫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近几年，晋江高考成绩可谓“芝麻开花——节
节高”，各项指标均有突破。以今年为例，本一上线
人数突破 3000 人大关，本科上线人数更是达到
7700多人。

高考成绩虽然不是衡量一个地区教育教学质
量的唯一标准，但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对教育的满
意度。需要注意的是，晋江并非把高考作为“临门
一脚”，而是扎实提升学前教育、小学、初中教育的
质量，实施贯通培养。

今年5月，晋江发布中小学“未来人才”培养计
划，探索建立中小学校与高等院校贯通培养创新人
才的机制，带动全市中小学校在“双减”中做好科学
教育加法，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培养
更多未来科学家、工程师。

作为基地之一的晋江一中，是我省县域高中的
“领头羊”，曾获得 2023年度泉州市基础教育卓越
贡献奖。今年高考，除尖优考生外，晋江一中还有
高分考生通过“走强基进清北”，从事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专业的学习，实现晋江在该项目零的突破。

晋江一中崛起的密码是什么？“贯通式人才培
养。”晋江一中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徐谋树一语道
破。2023年9月，徐谋树随同泉州市部分G20学校
校长前往长沙考察研训，深刻体会到创新人才培养
的抓手是课程建设。

在徐谋树看来，创新人才培养离不开五个要
素：选苗、教练、时间、资金和机制。早在 2021年，
晋江一中设立科创中心，徐谋树主动请缨，担任竞
赛办主任。如何高效地管理竞赛工作，徐谋树想
到了区块链思维，即去中心化。他建了一个覆盖
各年级教练的群，规定每个教练的基本动作：课前
必须传讲义、练习，课后必须传上课书写版的PDF
文档，既做到了相互监督，更推动了校本竞赛课程
的编写。

“不断探索建立具有选苗、培养功能的贯通课程
体系，实现优秀学生的稳定输出，进入高校优秀学生
的培养池，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徐谋树说。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晋江全市

现有 17所公办高中，一级达标校就有 9所，同时还
有磁灶、紫峰等3所学校正在一级创建中。在教育
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引下，各高中校注重内涵发展、
多样发展，为学生走向成功提供更多的通道。

洪雅意是陈埭民族中学2024届毕业生。自幼
喜欢画画的她，在美术方面具有一定的功底。初入
高中，考虑到文化基础相对薄弱，洪雅意与老师交
流，决定另辟蹊径，参加艺体类考试。功夫不负有
心人，今年高考，洪雅意分数超过本科线 10分，且
顺利通过天津美术学院的校考。“通过努力，用自己
的特长考上心仪的大学，很有成就感。”洪雅意说。

据了解，近几年，陈埭民族中学艺体特色彰显，
每年有数十名考生通过艺体考试升入理想院校，圆
梦渠道进一步拓宽。

扩容提质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近段时间，晋江天气炎热，位于灵源街道林口

社区的紫华中学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同样一派火
热，工人们正进行室外工程收尾施工。据了解，紫
华中学扩建后将加挂“养正中学科创校区”牌子，并
升格为完中校。

“学校将积极进行分层教学，为学有余力的学
生提供进一步提升自我的平台。此外，学校毗邻
智能制造学院，将携手学院做好拔尖创新大学先
修等课程。”紫华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颜国镇告
诉记者。

据悉，紫华中学改扩建项目占地面积约 130
亩，相关设施按一级达标高中高标准建设，总投入4
亿，建成后可容纳初中 24个班、高中 48个班，学生
数 3600人。其中，今秋高中首招高一新生 8个班、
440人。

与此同时，紫华中学紧抓教师队伍组建。截至
目前，学校已招聘6所部属师范院校优秀毕业生28
人，部属师范生占比80%以上。

记者了解到，今年秋季，晋江将新增四所高中
校——紫华中学、松熹中学、晋江五中、致远高级
中学，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容，普高录取率全力迈向
60%，进一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
的需求。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多年来，晋江市委、
市政府始终坚持把教育作为全局发展的重中之重，
作为每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的重点，持续加大财政投
入，加大规划、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等保障力度。

据了解，仅2021年以来，晋江在教育领域的建
设项目有 140个，总投资约 107.82亿元，建成晋江
一中池店校区、晋江学校（清华附中合作校）、紫华
中学、第九实验小学、磁灶实验小学、第九实验小学
幼儿园等项目。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晋江还将
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区、重点片区教育规划布局，计
划竣工投用20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14亿元，预计
新增学位1.78万个。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晋江爱拼敢创，通过“走
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为教育人才“充电”，为优
质教育发展护航。

其中，在借力外部智慧上，晋江更加主动，除了
原有大量的师资培训项目外，还先后组织高中校长
到上海、福州、厦门名校进行交流考察，搜集、共享
名校高考备考经验，打开眼界、拓展思维；建立与省
普教室、教科所、厦门和其他先进地区教科院，以及
优质辅考机构的联系，借力专业力量，组织对高校
招生制度改革“强基计划”的研究和培训，强化尖优
生参加清华、北大等名校校考的辅导。

福建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被认为
是福建省新重点普高的“种子选手”，晋江一中、养
正中学榜上有名。

过去一年，养正中学迎来一拨又一拨来自全国
各地的“客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见面礼”——华
东师范大学数学团队通过学科备考教研、听课点
评、示范授课等方式，聚焦数学学科备考研究；来自
湖南的物理科专家针对拔尖学生培养对象学科备
考疑点进行“点对点”点拨；省内教学管理专家对学
校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进行诊断……外部智慧为
养正中学发展注入了更多能量。

“下一步，晋江将加快探索建立以学科为导向、
以诊断为抓手的师生成长机制，优化配置资源，全
力为教师成为‘大先生’打造平台、为学生融入‘大
社会’打牢基础、为尖优进军‘大科创’打开通道，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晋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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