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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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大部分镇街
最高气温在26℃~27℃，以东石镇测得的28.1℃为最高。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局获悉，预计未来三天，晋江依
旧以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 27℃~29℃，
非常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不过，今明两天，沿海将有
7~8级东北大风，大家要注意防范。

瑞雪提醒大家，进入寒露节气，闽南地区虽不似北
方那样降温剧烈，但早晚的凉意已经非常明显，大家早
出晚归时记得添衣，晚上适时换上厚一点的被子，谨防
着凉感冒。

今天晴，气温21℃~27℃，沿海东北风5~6级、阵风
7~8级；明天晴转多云，气温20℃~27℃，沿海东北风5~
6级、阵风7~8级；后天多云，气温22℃~29℃，沿海东北
风5~6级。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昨日下午，晋江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林仁达主持召开晋江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晋江市人大
常委会领导黄文福、潘子良、洪元程、王清龙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国防动员和国防教育的
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
双拥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化全民国防教育”
开展专题交流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持续深化《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深
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

会议要求，要强化国防意识，助力晋江争创全国双
拥模范城“八连冠”；要营造拥军氛围，综合运用各种监
督方式，推动宣传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要提升国防能
力，主动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助推全民国防教育高质量
发展；要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要持续更新经济工作知识储备，更
好地推动晋江各项改革发展工作；要持续加强人大机
关自身建设，创造性推进人大工作。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昨日下午，晋江市委副书
记吴志朴带队到安海镇可慕老区村现场办公。

晋江市领导一行实地走访了可慕幼儿园建设项
目、可慕溪（可慕段）河道防护栏改造工程项目、可慕村

“党建+”邻里中心项目，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度
等情况，并在可慕村党群服务中心召开现场办公会，听
取可慕村工作汇报，协调解决有关困难和问题，提出指
导意见和建议。

晋江市领导表示，可慕村作为革命老区村，要发扬
老区精神，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着力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和水平，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团结各方力量推动
老区建设。市直相关职能部门及安海镇党委、政府要
全力支持革命老区建设，上下协同，形成重视老区、关
心老区、支持老区的氛围，立足职责做好服务、强化保
障、合力推进，切实帮助老区村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际
困难和问题，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本报讯（记者 黄海莲 陈巧玲）
重阳敬老，桑榆情暖。记者昨日从晋
江市民政局了解到，今年晋江共有百
岁老人 111 名，比去年新增 19 名，其
中女性 96 名，男性 15 名。最高龄的
老人 108周岁，是来自深沪镇东垵社
区的王美娥（女）。百岁老人最多的
镇街是磁灶镇，共有 14名，其次为金

井镇（12 名），龙湖镇和东石镇各有
10名。

今年重阳节，晋江市为全市100周
岁及以上老人发放慰问金 27.75 万
元。重阳前夕，晋江市扎实开展“敬老
月”活动，各镇（街道）、村（社区）、老年
协会及养老服务机构开展文艺演出、
走访慰问、志愿服务和健康讲座等活

动217场，在全社会营造了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浓厚氛围。与此同时，晋江
精准落实服务保障，今年来共办理老
年人优待证138张；发放高龄老年人生
活补贴 1043.36万元，惠及 17.4395万
人次；发放特困失能护理补贴23.64万
元，惠及 788人次；开展居家养老上门
服务34101次。

晋江现有111名百岁老人 今年新增19人

今明沿海风大
早晚记得添衣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昨日下午，晋江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晋江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
仁达、黄文福、潘子良、洪元程、王清龙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
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传达贯彻中央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周年大会，省、泉州市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周年暨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5周年座谈会精神。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上级会议精神，学深悟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要常态长效推进党纪学习教育，依托理论学
习、组织生活会、“三会一课”等载体，建立经常性和集中
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常态化推进学纪知纪明纪守
纪；要聚力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增强前沿意
识、开放意识，不断提升人大监督实效；要更加自觉强化
政治引领、助力改革发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自
身建设，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彰显人大新担当新作为。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晋江市领导到安海镇
可慕老区村现场办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晋江市 60岁及以上户籍老
年人口达21.83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7.2%。为了给全
市老年人送去温暖、关爱与快乐，今年“敬老月”期间，晋江
以“坚持以老年人为中心，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为主题，策
划举办敬老活动超200场，惠及6万余人次，活动涵盖健康
义诊、文化娱乐、走访慰问、志愿服务等多个方面。

近年来，晋江市全方位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幸福养老服务体系，着力为老年人编织一张
温馨、安全的养老保障网，实实在在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
让“老有所养”更加具象化。

智慧管理 编织完善“两张网”
晋江注重从政策层面对全市养老服务事业发展进行规划

引导，加快完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一方面拉好硬件规划网，
高质量编制完成《晋江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明确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模、规划布局等，为构建普惠型养老服务
设施格局提供政策指引；另一方面建立智慧管理网，前瞻性建
设晋江智慧综合服务养老平台，整合全市养老服务基础信息，
打造“一网覆盖、一体服务”的养老生活数字化场景。

在晋江智慧综合服务养老平台前，屏幕实时更新着画
面和数据。

“奶奶，系统里您下了助浴的订单。我准备一下您的衣
物，今天帮您洗澡。”收到蔡阿婆的需求，护理员蒙艳明为老
人开展上门助浴服务。

今年 65岁的蔡阿婆肢体残疾三级，生活无法自理，长
期依赖轮椅出行。平台根据老人需求，定期为老人派发服
务订单，并由助老员定期上门，为老人提供理发、洗发和助
浴、精神慰藉、居室整理等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智慧综合服务养老平台实现了对养老
服务“事前”“事中”“事后”各节点工作的监管，并可将订单
指派、服务人员、服务时间、服务过程等流程信息细节化、规
范化，同时在服务过程中加入现场定位、人脸识别、身份证
打卡、拍照录像等环节，实现上门服务全过程可视化的监督
管理，有效保障了服务质量。

目前，晋江智慧综合服务养老平台已录入老年人信息
数据超3万条，收录1433名入住长者数据，并集成458家养
老服务设施，整合359名养老从业人员，以数据全覆盖做好
养老全方位守护，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及养老
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

多元服务 建好用好“三张床”
秋日早上，阳光透过走廊，洒在永和镇玉溪村王阿伯满是

笑意的脸上。这位因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的八旬老人，多
年来一直依靠侄儿照顾。然而，随着晋江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项目的深入实施，王阿伯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打扫卫生、聊天解闷、专业按摩……助老员许金汝每一
次上门，都会为王阿伯提供全方位的居家养老服务，每一个
项目均按照老人需求来开展。

不仅如此，王阿伯还是晋江市大力推广家庭养老床位项
目的受益者之一。经过适老化改造，王阿伯的家中安装了马
桶围栏、电子血压计等智能设备，配备了Wi-Fi路由器和紧
急呼叫器，确保他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迅速得到帮助。这
些贴心的改造，让王阿伯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和安全。

近年来，晋江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个层面加快布局多
层次全覆盖的养老服务设施。在机构层面，以晋江市社会福
利中心为中心枢纽，建设庭院式CCRC持续照料社区，并成
功入选第三批省级养老服务人才实训基地；在社区层面，统
筹各方养老服务功能，大力发展村（社区）养老服务；在居家
层面，全面落实新建住宅区养老服务设施“四同步”机制，建
设家庭养老床位，助力居家养老品质进一步提升。

据统计，晋江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已累计服务 3万余
人次，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达到425张，完成1737户适老化改
造。同时，晋江还出台政策，为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提供
集中照护、对完全失能老年人提供护理补贴。

有力保障“N”项措施提升服务品质
上午9点多，东石镇坑园村长者食堂的厨房内，厨师做

好饭菜后，工作人员便着手打包、装车，为村里老人提供送
餐上门服务。

坑园村地处内陆，村里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
450人，不少独居、留守老年人存在“做饭难、吃饭难”问题。为
了满足老年人的就餐需求，在晋江市民政局、东石镇政府等多
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坑园村长者食堂于2023年底开业。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近年来，晋江从服务需求层面出
发，落实多项保障措施，大力提升养老服务品质。通过完善
老年人福利资金管理办法，落实高龄补贴、护理补贴等普惠
福利；投入资金为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降低居
家风险；建设长者食堂，推动助餐项目提标扩面，让老年人
吃出幸福感。此外，晋江还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敬老爱
老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在养老服务的监管方面，晋江也下足功夫。通过强化
扶持多种运营模式、整治安全隐患、监管服务质量等措施，
晋江市全面加强对养老服务行业的监管扶持。在一次安全
隐患排查行动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家养老机构存在消防设
施不完善的问题，立即督促其进行整改，并跟踪落实情况，
确保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

晋江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晋江将持续加
大对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长者食堂、居家养老服务站、家
庭养老床位的建设支持力度，着力补齐养老服务设施短板，
深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晋”享晚晴，
安享幸福晚年。

幸福养老“晋”享晚晴
晋江着力编织老年人生活保障网

本报记者 朱艳

三位百岁老人 这一家好福气
本报记者 曾舟萍 张汉阳

山 中 常 见 千 年 树 ，世 上 难 逢 百 岁
人。重阳前夕，本报记者探访了三位晋
江 的 百 岁 老 人——100 岁 的 曾 算 娘 、103
岁的黄兜娘，以及 100 岁的黄示娘，近距
离感受老人的幸福晚年。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三位百岁老人还是一家人。

近段时间，黄示娘成了池店镇旧
铺村的“名人”，不仅因为10月4日刚
做了百岁大寿，更因为她简办寿宴，
向村里老人会捐出13.6万元，为村中
老人每人发放了1000元红包。不少
厝边亲朋自发为黄示娘送来祝寿花
篮。直到记者采访时，还能在黄示娘
家门口看到十来个大花篮。

为什么在百岁大寿发红包？黄
示娘的二儿子曾春色说：“因为老人
家开心。她开心我们就开心，我们就
支持！”在曾春色心中，母亲年轻时天
天干农活，很是辛苦，而且历来十分
节俭。这次简办大寿，与村里老人同
乐，是母亲一直以来的心愿。

“她已经100岁了，她想做什么，
我们都支持；她想吃什么，我们就做
什么。”大儿子曾春生说，这些年，母

亲对吃食颇为挑剔，喜欢的就吃，不
喜欢的一点儿也不愿意碰，“以前最
喜欢的是炒米粉和海蛎煎。现在牙
不好，炒米粉吃不动了，我们就不时
给她弄海蛎煎，而且每天都炖瘦肉汤
给她补营养。”

去年，闲不住的黄示娘出门遛弯
时不小心摔伤了腿，子孙都非常心
疼。从那以后，老人出门，儿子儿媳都
远远跟着；老人睡觉，子女怕她起夜时
摔倒，就在旁边支个床陪着。为此，两
个儿子还排了值班表，一户值10天。

“去年摔了以后，今年她就不太
愿意出门了。夏天嫌太热，冬天嫌太
冷，现在最喜欢的就是看电视，每天
睡醒了就看电视。但是看我们进房
间陪她休息，她就会主动关掉电视，
怕影响我们休息。”曾春色说。

昨日，记者来到位于池店镇茂厝村的曾
算娘家中。老人的二儿子黄先生一边说着

“妈妈在二楼”，一边上楼请母亲。
不一会儿，曾算娘拄着拐杖跟在儿子后

面下了楼，步履稳健。一件红色大花短袖上
衣，衬得老人家红光满面，精神更显矍铄。

“她不需要别人搀扶，也不喜欢别人扶，
平时都是自己上下楼。每天她都要出门散
步，去几个孙子家里转一圈再回来。”看到母
亲坐下，黄先生告诉记者，母亲除了有些耳背
以外，其他身体机能都很健康。

记者在老人家耳边大声聊了几句后，曾
算娘的话匣子打开了。“平时我主要是跟着
二儿子和小儿子住。他们有时候把我接回
茂厝，有时候接我去青阳。现在，我内外子
孙加起来有百来人，他们都对我很好。”老人
笑着说。

黄先生告诉记者，母亲在菲律宾出生，十
几岁时才回国上学，此后便留在国内结婚生
子，育有 5个女儿、3个儿子，“虽然在国外出
生并生活了很久，但是母亲一直有个‘中国
胃’，从不挑食，平时吃最多的就是地瓜稀饭
和咸稀饭。”

聊到老人的长寿秘诀时，母子俩的观点
略有不同。

曾算娘觉得自己长寿是因为心态好，“我
从来没有和别人产生过纠纷，年轻的时候别
人吵架我劝架，后来人老了，子孙要是有什么
事情和我说、想听我的意见，我就和他们说
说；如果不和我说，我也不去乱给主意。”

黄先生则认为，母亲长寿是因为生活特
别规律，“每天早上起床，自己要先泡一杯洋
参三七粉喝，早饭要有一颗鸡蛋，午后喝一瓶
人参液饮品，晚上喝一瓶牛奶，每顿饭都是8
分饱，而且每天还要读书看报。”

100岁曾算娘：
生活规律常喝稀饭

说三位老人是一家人，是因为另
外两位百岁老人黄兜娘和黄示娘，分
别是曾算娘丈夫的姐姐和妹妹。

相比于曾算娘规律的生活，她的
大姑子黄兜娘的生活有些小“叛逆”。

记者来到紫帽镇后厝街，黄兜娘
儿子曾书生的店铺就位于这里。刚
到店门口，就看到一位慈眉善目的老
人坐在店内，一边拿着水杯喝水，一
边乐呵呵地和儿子的朋友聊天。看
到记者走进来，老人一边招呼大家
坐，一边喊儿子来泡茶。

看着笑容满面、咬字清晰的黄兜
娘，记者怎么也无法想象，她已经
103岁高龄了。

“都好都好，哈哈哈！现在就是
耳朵不好了，你得大声点，要不我是
听不到的。”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已
经是个百岁老人，黄兜娘先把自己耳
背的情况介绍了一番。

“阿母今年耳朵才不太能听见，前
两年听力还挺好的。”曾书生告诉记

者，家里每年都会带老人去体检，“除
了耳朵，她一切都很好。医生说她的
心脏很好，丝毫不比年轻人差。她还
能自己洗衣服，生活完全可以自理。”

不过，身体硬朗的黄兜娘有一个
小爱好让儿子有些担心，那就是看电
视。“正常我是晚上八九点就睡，有时
候十点多睡。”听到黄兜娘介绍自己
的休息时间，曾书生忍不住插话：“阿
母，不要这么晚睡，要早点睡。”“那怎
么行，有时候看到正好看的地方呢！”

“这两年，她已经很听话了，前两
年比较不听话。”曾书生笑着说，现在
他和老人家说饮食不能太油腻，要多
喝水，“阿母都有听了。”

说到老人的养生之道，曾书生感
觉并无特别。他说，老人家有 10个
子女，内外子孙有上百人，平时大家
都很宠老人，经常买来参茸等滋补品
给老人吃。因为子女抢着照顾，如
今，老人晚上住在大儿子家，白天在
二儿子家吃饭。

103岁黄兜娘：身体硬朗最爱追剧

100岁黄示娘：简办寿宴为村中老人发红包

黄兜娘（左）、黄示娘（中）和曾算娘（右）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