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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早上，趁着些许微风，
威威（化名）的母亲和姐姐在家门
口阴凉处做着手工活。姐姐将红
绳穿过针眼，然后递给母亲；母亲
则是一针一针地缝着棒球。一天
下来，母亲能缝二三十个棒球，挣
来二三十元的生活费用。

威威是今年晋江为民办实事
项目之一——扶助残疾学生和残
疾人家庭子女就学工程项目的其
中一名扶助对象。

家住晋江西园街道官前社区
的威威是残疾人家庭子女，母亲肢

体残疾、姐姐智力残疾。9月，威
威即将升入高二。记者抵达他家
时，威威正在整理新学期的学习用
品、生活用品，准备开启新学年的
寄宿生活。

“街道和居委会都帮我们申请
了低保补助，市残联也给我们孩子
读书的补贴。这样，我们的负担就
减轻了不少。”因为长年累月的针
线活，威威母亲的左手手指红肿，
她一边揉着手指缓解肿胀一边说，

“只能接些手工活，多少补贴一点
家用。”

近年来，晋江不断完善残疾人
关爱服务体系，致力于让更多残疾
人享受幸福美好生活。记者从晋
江市残联了解到，作为今年为民办
实事项目之一，目前，残疾儿童助
学工程已完成全市助学申报审核
工作，共有1140名残疾学生和残疾
人家庭子女符合扶助条件，预计投
入资金118.7万元（人民币，下同）。

“扶助对象包括今年就读小
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残疾
学生及因重度残疾、一户多残、低
保户、精神或智力残疾家庭、单亲

家庭造成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家庭
子女。”晋江市残联助学项目经办
人员吴燕茹介绍。

据介绍，就读小学、初中、高中
（包括中等职业教育）、自考的每人
每年补助1000元；就读电大、远程
等非全日制教育的每人每年补助
2000元；就读大学（包括专科）高等
院校的每人每年补助2500元；就读
研究生的每人每年补助3000元。

当前，晋江市残联正对申报材
料进行复审和核对，预计9月下旬
完成资金发放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清清 李剑
锋） 9月 2日，福建省首个学前台
胞子女班在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
园中南园区迎来开学。

上午8时许，首批入学的台胞
家庭陆续来到园区，参加名为“秋
风有信 又见归期”的开学典礼。
小三班里，4岁的台胞子女吴可昕
正和其他小朋友围成一圈，笑呵
呵地玩着游戏。随后，她回到座
位上吃起了点心。“我很开心，在
幼儿园里认识了很多小朋友。”吴
可昕对记者说。

在游园活动中，台胞子女王
勇权在爸爸的陪伴下畅玩“簪花
围”“说咱闽南话”等非遗游园项
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今年暑
假，一听说晋江三幼面向台胞子
女开放，我就赶紧来报名了。希
望孩子在这所优质的幼儿园里成
长、蜕变。”王勇权的爸爸王科举

告诉记者，他来晋江创业 4年了，
目前一家人都在晋江生活。

“得知晋江设立学前台胞子
女班的消息后，我立即分享到台
胞群和台青群，得到大家的热烈
响应，不少适龄台胞子女的家长
很快就到学校报名了。”泉州台资
企业协会晋江联络处会长范春美
说，“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台胞子
女报名就读。”

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园长
陈白鹭告诉记者，作为福建省首
个学前台胞子女班，晋江三幼学
前台胞子女班实行“小班制”，适
龄儿童不超过 15人，以“学做人，
学做闽南人，学做具有国际视野
的中国人”为培养目标。

为了让台胞子女对中华传统
文化更有认同感和归属感，该园
在开学典礼的环创布置、游园打
卡等环节，融入了很多传统文化

元素。在课程设置方面，台胞子
女班增设了本土文化特色课程及
英语启蒙课程，内容涉及闽南童
谣、音乐、体育、游戏、民俗等。

“台胞子女班的开办，对我们
来说是一大利好。”在晋台资企业
中探探针董事长特别助理张广熙
盛赞台胞子女班的开设，认为此
举可为公司里很多来自台湾的年
轻父母带来便利，让他们更安心
地在晋江工作、生活。

据统计，目前在晋江定居的
台胞近 2000人。近年来，晋江市
出台多项政策，为台胞在晋江学
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良好环
境。今年5月，晋江市教育局发布
的《2024年小学幼儿园入学指南》
明确，落实台胞子女入读小学幼
儿园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可统筹
安排台胞适龄子女到居住地或工
作地所属片区学校就近入读。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9月
2日是开学第一天，晋江首条融合
办学专线——晋江一中、晋江学校
融合办学公交专线正式开通。

上午8时，首趟融合办学专线
公交准时停靠在晋江学校大门
口。晋江学校校长助理石陵华带
领政治组、体育组的 18名老师整
装待发。他们统一身着紫色制服，
手上拿着教辅材料。此番，他们将
乘坐首趟融合办学专线公交前往
晋江一中参加融合教研。

半小时工夫，专线公交抵达晋
江一中清华门。晋江一中校务团
队热情迎接首批融合教研的老师
们（右图），两校教师有说有笑步入
校园。随后，大家围绕教学方法、
课程设计等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

讨提升教学质量的有效策略。
今秋，晋江一中与晋江学校启

动深度融合办学。作为传统名校，
晋江一中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与
教学资源。融合办学后，两校之间
的交流互动将更加活跃。

“融合办学公交专线的开通，
为我们老师日常通勤与教研交流
提供了便利，行车途中也能进行轻
松的教研讨论。”柯雯芳是晋江学
校的一名年轻教师，从事政治学科
的教学。2日，她和教研组其他成

员共同体验了融合办学公交专线，
大家都对这一举措赞不绝口。同
时，老师们也期待今后融合办学公
交专线能为更多师生提供便利，实
现从“家门”到“校门”的便捷连接。

据石陵华介绍，首条融合办学
公交专线精心策划了线路走向与
站点设置，充分考虑了学校地理位
置与师生出行需求。该专线的开
通，把两所学校从空间上贯通起
来，有效打破了校际壁垒，将进一
步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有
助于更好地激发教师的创新思维
与实践能力。

下一步，两校将实施教师一体、
学生一体、课程一体、教研一体、评
价一体的融合办学，加速推动深度
融合，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吴晓艳）从 7月 1日到 8
月 31日，为期 62天的暑运落幕，泉州晋江国
际机场的暑运保障工作也画上圆满句号。记
者 9月 1日了解到，今年暑期，泉州晋江国际
机场航班数量和旅客人数均实现显著增长。
其中，航班起降 1.13 万架次，同比增长
18.1%；旅客吞吐量 159.95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货邮吞吐量 1.18 万吨，同比增长
13.2%。

面对暑期旅客数量激增的挑战，泉州晋
江国际机场一方面持续完善航线网络布局，
推动航空公司新开张家界、芜湖、怀化等热门
旅游目的地的航班，同时恢复新加坡、曼谷等
国际航线，有效满足了广大旅客多样化的出
行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常态化开展中转服务、

“一张机票免费游世遗泉州”等特色活动，以
及为部分地区高校师生提供航空出行优惠，
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还特
别关注特殊旅客的需求，特设“一站式”服务，
为无陪儿童等特殊旅客提供优先陪护、首问
责任制、爱心柜台等贴心服务，确保他们能够
享受到优质的乘机引导和陪伴服务。此外，
机场还通过增设自助服务设备、优化餐饮购
物服务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

本报讯（记者 蔡明宣）近日，福建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公示了第八批省级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拟入选名单，泉州共 10家企业入
选，其中4家晋江企业榜上有名，入选数量位
居泉州各县（市、区）首位。

晋江拟入选的企业包括泉州恒毅机械有
限公司（针织大圆机）；福建金石能源有限公
司（新一代HDT高效异质结太阳能电池技术
与装备）；福建省向兴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防
针孔漏绒面料）等。

根据《福建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管理
实施细则》，福建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
专注于制造业细分领域，科技含量高，生产技
术或工艺水平处于中国国内先进、福建省内
领先，单项产品或生产性服务市场占有率位
居全国前列的企业。

细则明确，福建省工信厅对新获得单项
冠军称号的企业授予证书，同时，对单项冠军
申报省级技术改造、科技创新、市场开拓、节
能降碳等项目予以优先支持，优先推荐申报
国家单项冠军。此外，晋江对获得省级单项
冠军称号的企业（产品）一次性给予 15万元
人民币奖励。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此前，我做了
一个主动脉方面的手术，花费近 50万元（人
民币，下同），医保报销后自付28.5万元；没想
到，‘福村宝’又报销了33950元，真是雪中送
炭。”日前，晋江英林镇东埔村村民老吴对“福
村宝”赞不绝口。

老吴口中的“福村宝”是英林镇今年在全
市率先实施的乡村公益医疗互助项目。2024
年度，英林镇共筹集近 230万元“福村宝”互
助金，全镇 45746人在基本医保报销后还能
享受“二次报销补助”。截至目前，全镇共有
85人次享受这一福利，报销总额达 159249
元，单笔最高报销金额为33950元。

据介绍，英林镇乡村公益医疗互助项目
保障期限为每年3月1日至次年2月28日，报
销申请受理日期截至次年4月30日。该项目
是基本医保外的互助式补充保障，参保人员
到医院就医并进行医保报销后，个人支付金
额超3000元的可再申请医疗互助金，单次住
院最低报销 300元、最高报销 5万元，个人年
度累计最高报销10万元。

据了解，“福村宝”报销的病种达 1539
种，且报销流程简单，参保人员只需把出院记
录、住院费用清单、医保报销单拍照上传到

“福村宝”系统即可。
英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首年每人

缴费标准为50元，其中，镇财政支持30元、各
村因地制宜支持15元，加上中国乡村发展协
会项目引导资金及泉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
兴专项资金支持 5元，村民零缴费就可享受
医疗费用“再报销”福利，进一步减轻家庭经
济负担。因此，该项目也被村民誉为“第二医
保”。

用心助残 托起“求学梦”
晋江将发放118.7万元助学金

本报记者 阙杨娜

让台胞在晋江安心工作生活

福建省首个学前台胞子女班开学

助力教育资源共享

晋江首条融合办学公交专线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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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第八批省级单项冠军

2024年暑运收官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
旅客吞吐量近160万人次

晋江首个乡村公益医疗
互助项目帮扶显成效

台胞子女王勇权和爸爸王科举。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台胞子女吴可昕（左三）在教室里与老师、同学们做游戏。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