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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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以阴天为主，太阳偶尔露脸，大部分镇
街出现阵雨。午后，各镇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左右，
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

昨天，我们正式进入“三伏”中的“末伏”。“末伏”的
天气特点是白天依旧炎热，但早晚相对凉爽。瑞雪从
晋江市气象局获悉，预计未来三天，晋江依旧维持阴雨
天气格局，部分镇街雨量可达中雨甚至大雨。在雨水
的打压下，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31℃~32℃之间。

今天中雨转大雨，气温25℃~32℃，沿海东南风3~
4级；明天小雨转中雨，气温25℃~31℃，沿海东南风3~
4级；后天阴转中雨，气温 25℃~31℃，沿海西南风 3~4
级、阵风5级。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昨日上午，晋江市人大常
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及《福建
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例”）贯彻实
施情况执法检查。晋江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仁达、黄
文福、潘子良、洪元程参加检查，晋江市副市长陈进福
陪同检查。

检查组一行实地走访晋江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未成年人关爱中心、第二实验幼儿园、华泰实验小学
等，现场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一法一例”实施情况。

检查组要求，相关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一法一
例”，明确职责要求，制定具体可行的专项工作计划，特
别要加大对特殊群体的关爱力度，推动政策落地落实，
惠及更多家庭；要持续提升家校社协作水平，立足城市
外来人口众多的特点，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兼顾
个体差异，统筹谋划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全社会
参与家庭教育，满足不同需求家庭的教育期待；要加大
法律宣传力度，利用各类渠道全方位、常态化开展宣传
活动，积极营造关心关爱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浓厚
氛围。各级人大代表要持续关注、加强监督，共同推动
打造新时代家庭教育“晋江样板”。

本报讯（记者 沈茜） 12日—14日，中央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副校长、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副秘书长王桂
林一行来晋江，调研大地流彩·全国“和美乡村健康跑”
（村跑）晋江站及全国乡村篮球（村BA）文化展演活动
筹划工作情况。晋江市领导吴志朴、王也夫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永和镇西坑坚公文化广场篮
球场，英林镇东埔村篮球场和沿海大通道、湖尾村、嘉
排村村跑路线，金井镇丙洲至岩峰段村跑路线和围头
村、福全村，祖昌体育馆和晋江第二体育中心进行实地
考察，并在晋江第二体育中心召开座谈会，就活动赛事
的筹备和组织实施等承办细节进行统筹协调。

据了解，2024年大地流彩·全国“和美乡村健康
跑”（村跑）晋江站和全国乡村篮球（村BA）文化展演活
动将于10月—11月在晋江举办，是这两项重要全国性
赛事首次落地同一座城市。赛事将以“大地流彩”为品
牌，结合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和晋江乡村振兴日组
织策划特色活动共四大类10多个子项目。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昨日上
午，福建佳尔物流有限公司陈先生通
过“闽证通”App 申请“开办运输企业
一件事”，顺利领取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这是晋江首次通过线上成功
办结“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办理人
提交材料由原来的 22份减少为 9份，
办理时限压缩到 1 天，跑动次数由原
来的 3次减少到 0次，实现“一趟不用
跑”、全程网办、一网通办，高效办成
一件事。

记者了解到，晋江现有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企业（含个体经营者）300多
家，从业人员 2万多人。以往开办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企业，需要先向市场监
管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然后携带
营业执照复印件，到交通部门分别申
请办理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货
车道路运输证，环节多、时间长。

今年以来，晋江市大力推进“高效
办成一件事”，线下设立“高效办成一
件事综窗”，线上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和泉州道路运政系统，开发了开
办道路货运企业“一件事”网上受理功
能模块，打通各相关部门数据资源，将

“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许可（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
营、使用总质量 4500 千克及以下普通

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除外）”
和“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车辆道路运输
证办理”等三个事项汇聚一处，进一步
简化、优化服务流程。

据悉，目前，开办运输企业“一件
事”网上业务受理已上线运行，“全程
网办、一网通办”已经实现。申请人可
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或手机登录

“闽政通”App，点击“办事”进入“高效
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实现一次填
报、一次提交、一次获证。同时，大家
也可以到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高效办成一件事综窗”现场一次性完
成办理。

本报讯（记者 蔡明宣）近日，记
者从泉州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泉
州市外贸进出口额达1569.5亿元（人民
币，下同），同比增长 17.5%，增速排名
全省第二。其中，出口 1117.8亿元，增
长16.4%；进口451.7亿元，增长20.4%。

前七个月，泉州市一般贸易进出口
1176.7亿元，增长16.4%，占外贸总值的
75%；保税物流进出口 89.2亿元，增长
14.9倍；市场采购等其他贸易方式进出
口269.2亿元，占外贸总值的17.2%。

前七个月，泉州市对东盟、欧盟、美
国分别进出口 378.2亿元、155.3亿元、
155.7 亿元，分别增长 17.2%、10.1%、

14.1%；对伊拉克、新加坡、巴西、马来西
亚等新兴市场进出口68亿元、49亿元、
41.8亿元、38.3亿元，分别增长 5.8倍、
3.7倍、52.8%、78.7%。

1月至 7月，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 574.8亿元，增长 15.8%，其中，
纺织服装、家具、箱包、塑料制品、玩具
分别出口 303.8亿元、17.7亿元、42.6亿
元、62.6 亿元、13.6 亿元，分别增长
20.6%、28%、18.4%、33.9%、1.2倍。

“今年以来，中东市场的订单量稳
中有升。”晋江莱登克鞋业董事长陈晓
康表示，该公司长期以欧美市场为主，
近几年持续拓展中东等新兴市场，5年

间，订单量显著增长。
陈晓康坦言，国际贸易竞争激烈，

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同时，他们会选择持
续拓展新兴市场，“前期会以OEM形式
做订单的配合，后续等积累了市场经验
后，我们会考虑寻找当地经销商，进行
自主品牌的布局。”

泉州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前七个
月，泉州外贸呈现稳中有进、质升量稳
的态势，一般贸易主导地位突出，民营
企业保持外贸“主力军”本色，深耕新兴
市场成效明显，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整
体回暖，资源性商品进口增幅较大，进
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

开渔在即，晋江各处渔港又变得
热闹起来。昨日，记者来到深沪国家
中心渔港，经过三个半月的休整，渔民
们正紧锣密鼓地做好耕海牧渔前的各
项准备。

记者在渔港看到，海面上渔船停
靠在一起（如图），红色的旗帜迎风飘
扬。伴随着船只的轰鸣声，渔民们有

的在检查船只设备，有的带着大包小
包的生活物资登船，有的正将修补好
的渔网通过吊具运送至渔船，有的在
给渔船加冰……渔民们满怀期待与喜
悦，为即将开启的“第一网”做足准备。

“又是一年开渔季，期待会有好的
收成。我们的船已经准备得差不多
了，万事俱备，只待开渔！”渔业从业人

员陈清江笑着说，经过休渔期的休整，
大家都干劲十足。

据悉，2024年福建伏季休渔期于
8月16日12点结束。届时，渔民们将
开启新一轮出海作业。8 月 17 日开
始，将陆续有渔船回港，“第一网”渔获
也将如期而至。

本报记者 施蓉蓉 秦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近年来，晋江抢抓全国首批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契
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围绕“全市一
城、一主两辅、双湾双带”总体布局，纵深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行
动，全力打造更高品质的Ⅱ型大城市，城市综合承载力、核心竞
争力得到大幅跃升。

片区更新提速增效
今年秋季，晋江市高铁新城实验小学将正式投用。

“学校就在‘家门口’，校园环境也很好，以后小孩上学更
近、更方便了。”高铁新区居民蔡贵鸿第一时间就为家里的两个
小孩报了名。

高铁新城实验小学总用地面积约43亩。今年9月，学校预
计招收12个班级，一至六年级预计招收约540人。永和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高铁新城实验小学的投用，将更好地服务高铁新
区居民，满足新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带动永和镇优质教育资
源提升。

优质教育为幸福“加码”。晋江科创新区里，中国科学院大
学福建学院智能制造学院项目塔吊林立，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
景象，一期工程整体预计于2025年6月建成投用。

智能制造学院项目建设的加速推进，是晋江科创新区全力
拉满建设“进度条”的有力注脚。放眼科创新区，一栋栋拔地而
起的楼宇展示出了新区蓬勃的朝气，一大批民生配套项目形象
已显，片区群众即将迎来幸福回迁。

坐落于紫帽山脚的安踏学园项目也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随着项目建设“进度条”的不断刷新，该项目正以肉眼可见的速
度“拔节生长”。未来的紫帽，不仅将奋力建设海丝旅游目的
地，还将成为城市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推动新区发展，为晋江城市建设带来发展良机。这些年
来，晋江进一步推动“强主城、优辅城”，以重点片区为载体，促
进区域连片发展，带动整体成势。晋东、高铁、科创、紫帽四大
片区建设如火如荼，加快集聚人气商气烟火气。梅岭中片区、
池峰路南延片区、世纪大道南延伸暨北环片区等项目全面展
开。行政中心区、城西片区、空铁枢纽片区一期等新片区正在
快速推进前期工作。

城市功能更加完善
驱车行驶在世纪大道上，位于晋江市中心的福璟花园小

区，格外亮眼。
通过实施住宅外立面翻新工程，福璟花园小区原本斑驳的

墙体焕然一新。小区里，二次供水系统、公共视频系统、排水系
统、路灯系统及路面“白改黑”等项目相继完成。精细化的改造
提升，让小区“靓”起来，居民生活“美”起来。

“以前没地方充电，都是从楼上拉线下来。现在有了充电桩，
更加安全、方便！”近日，晋江青阳青华社区居民张女士的电动车有
了充电新去处。随着该社区主次干道超200个公共充电桩的投
用，9个老旧小区居民的电动车充电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提升老旧小区的居住品质，是晋江进一步加快城市更新的
有效举措。今年来，晋江扎实推进28个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
进完整社区创建，更多老旧小区展现“新颜”，实现“路平、地净、
灯亮、管通”。

放眼晋江，宜居宜业。
今年10月1日，九十九溪田园风光项目将开启试运营。在

这里，“闽南红”与“稻田绿”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城市中央的万
亩良田将成为市民、游客寻求绿色生态、亲水自然和乡愁野趣
的好去处。未来，这里将打造成集现代化农业发展、观光旅游、
休闲养生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区。

保护传统文化、青山绿水、田园风光的足迹随处可见，这是
晋江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典型做法。数据显示，晋江市
区绿化覆盖率达44.04%。八仙山公园、晋江南岸生态公园、崎
山公园等公园绿地，是市民生活中的天然氧吧。

这些年来，晋江坚持把八成以上财力用于保障民生，构建
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民生保障体
系，强化配套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全力打造“幼有善育、学有优
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的幸福之城。

乡村振兴持续推进
随着城乡品质不断提升，晋江人气更足。
梧林传统村落，这座南洋游子魂牵梦萦的故里，如今已“变

身”网红打卡地，成为不少年轻人新的“诗与远方”。2023年以
来，梧林已累计吸引游客 90多万人次，不仅盘活了侨乡资源，
也让传统村落有了“新村民”。

晋江拥有中国传统村落 9个，梧林传统村落是其中一个。
为了让传统村落“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近年来，晋
江秉承“以人为本、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态提升”思路，突出

“文、神、形、魂”四大要素，持续探索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示范工作，走出一条“建城”与“守乡”有机统一的新路子，让
传统与现代相生相融。

在晋江，乡村和城市有一样的生活品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从晋江市区出发，沿晋南快通路直行，拐进沿海大通道，一条

颇具闽南风情的滨海示范带徐徐展开——打卡沪厝垵灯塔、体验
湖尾“赶小海”、了解嘉排百年排球文化、沉浸式感受三欧及锦江微
景观等。一条海岸线，多种浪漫风情，一站式体验尽在其中。

打破行政村地域界限，英林镇汇聚相邻村落优势资源，以
项目为纽带，联村共建、共促发展。

英林只是一个缩影。这些年来，晋江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内
生动力，培育了72个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超 2.8亿元，获评全国农村双创典型示范县。金井镇入选省乡
村文化振兴典型案例，英林湖尾村、安海镇分别入选省“金牌旅
游村”“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名单。

推动乡村振兴，晋江还有独特的做法。在晋江，“百企帮百
村，乡贤促振兴”活动持续开展，晋江乡贤认领、捐赠乡村振兴
项目133个，投资超33亿元，撬动更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

晋江全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新”生 为幸福“加码”
本报记者 蔡斯洵

稳中有进 质升量稳

前七个月泉州外贸进出口1569.5亿元

开渔在即 整装待发

晋江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
开办运输企业实现一网通办

进入“末伏”
晋江迎来持续降雨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
开展“一法一例”执法检查

中国农民体育协会
来晋江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