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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昨日，晋江市城管执
法局机关党委联合福建鸿官通信公司党总支举办

“政企联动共促进 结对共建同发展”主题党日活
动及结对共建活动。

活动现场，晋江市城管执法局与福建鸿官通
信公司正式签署党建联合共建协议书。晋江市城
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结对共建旨在构
建沟通的桥梁，促进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更
直接、更高效地倾听企业心声，精准对接企业需
求，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支持。

“此次合作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党
建工作的创新实践，更是双方深化合作、共谋发展
的重要契机。我们将以此为契机，通过丰富多彩
的共建活动，加强学习交流，深化理解互信，共同
推动双方在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队伍力量等方面
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福建鸿官通信公司党总支
负责人表示。

活动当天，还进行了重温入党誓词、赠书仪式
及参观党建展馆等环节。

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开展
主题党日暨结对共建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通
讯员 范碧珠）昨日上午，晋江
市西园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辖
区的老人、小孩等50人齐聚一
堂，开展“爱在七夕·糖粿飘香”
民俗文化体验活动。

活动开始前，社工为大家
介绍了七夕的起源和民俗文
化，并详细讲解了揉面、搓条、
按压等糖粿制作步骤。随后，
大家一齐动手，有的烧水，有的
揉面，还有的围坐一起搓糖粿，
俨然像一个大家庭，现场洋溢
着温馨愉悦的氛围。

95岁的林美珍戴着手套，
开心地与大家搓起糖粿。她告
诉记者，糖粿以糯米粉为原材
料，调入适量凉水搅拌，制成团
状，紧接着将其掐成若干小块
然后搓圆，最后拇指往中间一
按，糖粿便制作而成，“糖粿中
间内凹，看起来像个酒窝，是父

母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祝福。”
“大家一起搓糖粿，很热

闹、很开心。”69岁的洪秀治开
心地说，七夕这天，闽南地区有
搓糖粿的习俗，用来敬祀和食
用。糖粿还有红、黄、绿、紫等
多种颜色，寓意生活多姿多彩、
甜美吉祥。

屿头社区党委副书记洪清
池告诉记者，“爱在七夕·糖粿
飘香”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不仅
增进了邻里感情，也营造了浓
厚的节日氛围。“社区将不断完
善‘党建+’邻里中心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服务功能，在清明
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

常态化开展相关活动，欢迎广
大居民积极参与，共建美丽社
区。”洪清池说。

西园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糖粿是闽南地区七夕特色
美食，它承载着许多人的儿时
记忆，受到咱厝人的喜爱。此
次活动既增强了居民对传统
节日的认知，又营造了积极向
上、幸福和谐的节日氛围。下
一步，西园街道将继续以“我
们的节日”为契机，弘扬文明
新风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与幸福感。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晋江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西
园街道党工委、西园街道办
事处、西园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联合主办，屿头社区
党委、屿头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等单位承办。

大人小孩一起搓糖粿
西园举办七夕民俗文化体验活动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昨晚，夜幕下的晋
江市安海镇安平桥景区广场灯光璀璨、热闹非
凡，“福建百姓大舞台”——安海镇“宋元来风·
乐享古镇”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正在举行。精彩的
演出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观看，现场气氛热烈、
掌声不断。

据了解，当晚演出以“宋元来风·乐享古镇”为
主题，由“梦古镇·享繁华”“忆古桥·乐舞情”“追梦
人·创未来”3个篇章组成，参演节目形式多样，涵
盖古典舞、诗舞、闽南民间舞蹈、独唱、大提琴独
奏、快闪舞蹈等多种文艺形式，为现场观众送上一
场视听盛宴。

“演出很精彩！”在围观的人群中，来自惠安的
游客康女士一边观看节目，一边拿着手机拍照，并
表达着喜爱之情，“今晚参演的都是小朋友，他们
都表现得很棒。这里风景好、人热情、文化活动很
丰富，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玩。”

当晚的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既丰富了游客的游
玩体验，也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市民黄晓达将女儿扛
在肩头，让她能更清晰地看见舞台上的表演。“在
微信朋友圈看到今晚有演出，就带孩子过来看看，
节目很精彩，氛围也很好，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
活动。”黄晓达说，近年来，安海镇结合节庆、节假
日等开展各类文旅活动，极大丰富了大家的文化
生活。

“百姓大舞台是一个开放的展示舞台，我们鼓
励基层群众上台展示自我，将本地乡土文化的魅
力展现出来、传播出去。”安海镇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安海镇将常态化举办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
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助推安海文旅宣传。

安海举办
文化艺术展演活动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昨日，晋江市
深沪镇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召开。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深沪镇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深沪镇2023年度财政决
算和 2024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书面）、深沪镇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情况报告（书面），以及各项决议、决定。

上半年，深沪镇积极传承弘扬、创新
发展“晋江经验”，以镇党委“1234”工程为
抓手，深化拓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
干争效”行动，全力推进“1+6”专项行动，
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今年初以来，深沪镇经济发展保持韧
性，54个省市重点项目进度按时序推进，
完成全年计划投资的65%，纳入晋江园区
标准化建设的重点项目完成计划投资的
96.67%，深沪中心渔港扩建项目按时序进

度进行，国家渔港经济区深沪渔港智慧中
心项目已开工建设。开展“向深看、向沪
学、向外引”招商行动，达成3个合作框架
协议，招商签约项目9个。策划富联5G智
能工厂、长泰智能化生产、浔兴智能工业
园等10个数智转型项目，新增、复评高新
技术企业6家。福田印染、通亿轻工入选
工信部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浔兴公
司“精品拉链”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龙兴隆、维盛等企业获评“中国印
染行业优秀面料”一等奖。

上半年，深沪镇城乡品质提档升级，
民生福祉有效增进，社会大局安定稳定，
政府建设持续加强。华海村（鲤鱼穴）人
居环境整治项目开工建设，完成美丽乡村
庭院56个、美丽乡村微景观10个、美丽乡
村小公园（小广场）2个；深沪第二中心幼
儿园正式开园，狮峰、东山、东华三所集体

办幼儿园升格为公办幼儿园分园，华峰小
学升格市级实验小学；举办各类文化、体
育活动45场，发布《嗨！深沪！》文体旅宣
传片，在“学习强国”App等多个平台播放
量达10万+；继续推进“‘深’情守‘沪’”行
动，整治各类隐患问题 2000 多条；争取
114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支持深沪湾海洋
生态修复；新建华山村、科任村等2个“党
建+”邻里中心。

下半年，深沪镇将围绕抓创新、强服
务，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拓功能、强品
质，打造高质量城镇环境；办实事、强保
障，创造高质量幸福生活；美村庄、强增
收，建设高质量美丽乡村；保稳定、化隐
患，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强担当、善作
为，提升高质量服务效能等工作，全面提
速 54个省市重点项目，全力推进海丝风
情小镇高质量发展。

推进海丝风情小镇高质量发展
深沪镇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为庆祝
第 7次中国医师节，传承中医药学术
思想，昨日，“青春论道 医韵传承”晋
江市青年医师中医病案演讲竞赛活
动在晋江市中医院举行。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卫生健康
局、晋江市中医院、晋江市中医药
学会主办，晋江市中医药学会青年

委员会、晋江市仲景经方研习文化
社承办。活动邀请泉州市中医院
中医内科副主任吴志阳、心内科副
主任郑燕慧、针灸科副主任刘兰
英、肺病科副主任诸晶、脾胃肝胆
科副主任李超群及泉州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针灸推拿学教研室主任
林煜芬作为评委。

活动分为初赛、复赛两阶段，全
市共有 19支青年医师队伍参与。初
赛演讲活动统一采用现场脱稿解说
和PPT演示相结合的形式，参赛选手
进行10分钟陈述，结束后由现场一名
评委对选手进行点评提问。

比赛现场，选手们或激情澎
湃，或娓娓道来，逻辑紧密、图文并

茂，展现了青年中医医师较为深厚
的中医理论底蕴和较高的临床诊
疗能力。演讲过后，各位专家评委
根据选手的诊疗思维、病案完整
度、演讲水平、PPT 演示、人文关怀
及现场回答情况等六个维度进行
综合考量打分。

晋江市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青年医师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生力军和接班人，是推动中医药事
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举办此次青年
医师中医病案演讲竞赛，旨在通过
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传承
和弘扬中医药学术思想，不断提升
青年医师的中医理论水平和临床诊
疗能力。

“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晋江在行动”

青春论道 医韵传承

晋江举行青年医师中医病案演讲竞赛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为进一步营造干净
整洁、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连日来，晋江市池店
综合执法队持续开展破损广告牌专项整治行动，
拆除破损广告牌20多块。

“此次拆除的20多块广告牌，大多在次干道、
辅道及背街小巷等地方，且已经严重老化、破损变
形，不仅影响市容美观，而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池店综合执法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
执法人员再次对辖区的建筑物、沿街商铺、灯杆等
设施上的破损广告牌进行全面摸排，确保不留死
角，“对摸排出的破损广告牌，我们统一登记在
册，并组织集中拆除行动，消除安全隐患。”

今年初以来，池店综合执法队在户外广告设
施安全管理工作上持续发力，不断加大对镇域范
围内户外广告设施的巡查整治力度，确保辖区环
境整洁美观，助力池店人居环境整治再上新台
阶。下一步，池店镇将继续对破损、违规及存在安
全隐患的广告牌进行排查、整治，为辖区居民营造
更加安全、整洁的城市环境。

池店综合执法队
拆除破损广告牌

近日，2024年非洲官员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学
员一行12人来晋江交流学习。他们先后走访参
观了五店市传统街区、晋江经验馆、安踏体育用品
公司，深入感受晋江强劲的发展脉搏和独特的文
化魅力。 本报记者 张茂霖

简明新闻

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近年来，晋江市市
场服务中心全力抓好所辖农贸市场基础建设，积
极优化商业业态布局，持续推动农贸市场标准化
建设。”近日，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苏育俊在
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表示。

苏育俊介绍，今年初以来，晋江市市场服务
中心累计投入 40万元对下辖各农贸市场进行环
境提升，督促下辖各农贸市场不断提升完善配
套设施；更新各类公益广告，利用市场宣传栏、
电子 LED屏宣传正能量标语、循环播放各类公
益广告，组建督导员队伍，定期到各市场实地督
导，推动各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实到末端并
常态落实。

在安全生产方面，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加
强宣传引导，增强人员安全意识；通过组织开
展安全生产教育、消防常识培训、消防演练等
多种方式，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不断增强
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落实“常态+动态”安全
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定期到下辖各农贸
市场进行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对市场内的电
气设备、线路等进行全面检查，并将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告知经营者，督促其按期整
改，做到闭环销号。

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
推动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

市长专线

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今年初以来，我们
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以深化拓展‘三争’行动
为抓手，以‘1+6’专项行动为主线，有序推进民生
实事。”近日，晋江市残联理事长王颖芳在轮值接
听市长专线时表示。

王颖芳介绍，今年5月，晋江市残联会同晋江
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做好2024年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工作的通知》，并初步完成 1500户改造对
象摸底调查工作，扎实推进无障碍改造工作落实
落细；同时，积极争取上级残联资金379.2万元，配
套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内资金230.8万元，项目总投
入资金 610万元已到位。目前，承接机构已完成
人员业务培训，入户评估、改造施工等工作有序推
进中。

今年上半年，晋江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
已审核通过 622人，发放补助金 204万元。今年，
拟投入 100万元扶助 700名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
庭子女就学。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市摸底、
申报和初审工作，预计于第四季度完成全市助学
补助金发放工作。

王颖芳表示，接下来，晋江市残联将推动残
疾人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稳步
提高、残疾人教育资源持续优化、残疾人就业创
业支持更加有力、残疾人康复服务更加精准、残
疾人权益保障渠道更加畅通、残健融合的社会
环境更加包容友好，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高质
量发展，不断增强残疾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

晋江市残联：
抓牢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

本报讯（记者 沈茜）近日，2024年
福林传统村落研学工作坊在晋江市龙湖
镇福林村开课。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厦
门大学嘉庚学院师生组成的“艺心筑梦”
团队走进福林开展传统村落乡野调查和
在地艺术创作，并组织开展公益美育课
堂，为“艺·福之林”增色添彩，让建筑遗产

“活”起来。
画福林、夯土技艺、蓝染体验与红砖

拓印、陶泥雕塑、陶泥房屋……本次公益
课共开设10个艺术课程，近200名青少年
儿童参加学习。此次培训由厦门大学嘉
庚学院老师叶茂乐、苏永超带领“艺心筑
梦”团队美育支教小组成员进行授课，让
孩子们在艺术的海洋里免费“充电”，学习
艺术知识，丰富暑期生活。

夯土课程是该团队的特色教学内

容。在老师的详细指导及家长的积极参
与下，孩子们亲手制作小型夯土墙作品，
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建筑工艺的独特
魅力。

“制作过程难不难？”“难，但是如果说
是要用夯土建房子的话，那些人肯定很
累。”在总结回顾环节，当老师问来自新塘
沙塘中心小学的林静瑶时，这句质朴的话
让在场每个人都深有感触。同学们纷纷
表示，通过这种有趣的教学方式，感受到
了传统建筑技艺的独特魅力，对家乡传统
文化有了更深的认同感。

来自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的“艺心筑
梦”团队，依托龙湖福林村，经过多年的调
研和探索，开发出了一系列建筑遗产美育
课程。在福林村公益美育课堂上，该团队
带领小朋友们体验多项建筑遗产美育课

程，深入了解建筑遗产的价值和魅力。
“通过这种互动体验式学习的教学

方式，孩子们不仅能收获知识和技能，
更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对建筑遗产的
浓厚兴趣和保护意识。”团队指导老师
叶茂乐表示，未来，团队将继续致力于
闽南地区建筑遗产美育课程的研发和
推广，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
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认识并传承建筑
遗产。

福林村党总支书记许景景表示，本次
公益美育学堂作为福林“党建+”邻里中心
的暑期活动，部分课程开放全市报名，报
名人数之多超出预期。接下来，福林村将
不断完善教学环境，期待以后能充分发挥
福林村古民居优势，将建筑遗产美育和村
庄旅游发展结合起来。

建筑遗产美育照亮文化传承之路
2024年福林传统村落研学工作坊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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