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羿彤：这次采访，我收获颇多，不仅对晋江市“未来人才”培养计划有了更深入了解，还发现每一位委员都在为晋江发展积极献计献策，为他们点赞。
肖楚怡：采访过程中，委员们和蔼可亲，耐心解答我们的提问，让我收获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更坚定了我关注社会、追求真理的决心。这次两会采访经历，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
黄颖锘：这次两会之行，让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激发了我对家乡的热爱。我意识到，晋江的发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即使作为一名学生，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小记者感言

小记者“跑”两会

晋江市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25年预算草案报告

全力开源节流
夯实财力保障基础

2024年，晋江财政多措并举抓好财
源税源建设，突出保障重点，源头把控资
金支出。

完善财税收入调度机制，努力挖掘增
收潜力点，引导重点龙头企业税源回流，
安踏集团全年纳税首超 30亿元，22家超
亿元企业纳税总额超 80亿元，约占全年
税收收入的 37%。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
收入、本级收入双增长，税性比分别提高
至 86.27%和 77.42%，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同时，建立实施向上争取资金绩效考
评机制，全市各部门精准对接争取资金，
全年累计争取中央一揽子增量政策资金
82.49亿元；进一步处置资产盘活增收，系
统梳理存量国有资产资源，回笼资金
26.37亿元；坚持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
子”，严控一般性支出，继续压减经常性业
务费和公用经费 4297万元，强化预算约
束，严格审核标准。

晋江财政聚焦项目建设，强化经营
运作，支撑扩大有效投资。进一步发挥
国企支撑带动作用，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切实激发企业经营活力。全市国有
企业营业收入、经营利润、信用评级等
主要经营指标持续提升。国有资本在
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产城融合、高
新产业投资等领域的支撑带动作用进
一步增强。

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改善基本民生质量

2024年，晋江财政加强财政资金与
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各类资源要素整
合，拓宽市场主体资金通道，优化营商环

境，支持和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
续夯实共同富裕基石。

其中，加强关键领域、重点行业、
重要市场主体监测分析，继续加大科
技创新投入，兑现各项产业扶持政策
资金 26 亿元，投入产学研平台建设和
人才生态引育资金 2.24 亿元，安排企
业研发投入分段补助 7881 万元；晋江
获批省金融支持共同富裕试验区，市
场主体融资便利度和获得感进一步提
升；实施资本市场三年行动，加强企业
上市梯队建设，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全
市 86家企业纳入上市和挂牌后备企业
资源库。

晋江财政加强资金统筹，有保有
压 ，重 点 倾 斜 民 生 领 域 ，全 年 支 出

124.12 亿元，占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 81.98%。如期完成 20件为民办实事
项目；其中，晋江教育支出 46.58 亿元，
比增 2.34%。实施强师资计划，足额保
障教师工资福利，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生
均公用经费标准；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提高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保障标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21.42亿元，比增 6.33%。社会保障投
入 26.87亿元完成 182件民生微实事；助
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动融入泉州

“海丝名城”建设，安排 3.59亿元投入公
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扶持、旅游产业
发展、闽南文化生态及传统村落保护，
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

聚力统筹资源
提供财政支撑

2025年，晋江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高效
统筹资金资源，扎实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提升财政服务大局能力，助力深化拓展

“1+6”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一三一三七”
发展格局，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
示范提供坚强的财政支撑。

根据2025年预算草案，2025年晋江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59.7亿元，增长3%；一般
公共预算总收入262.6亿元，增长3%。

其中，全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民
生支出合计12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82.26%；支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结合学
龄人口结构变化扩大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加快产教融合发展，促进教育资源扩量提
质；巩固长护险制度试点工作，深化晋江市
医院与上海六院、树兰医疗集团，安海医院
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合作，推动和敏医
院创建高标准国家创伤区域中心；举办文
旅经济大会，助力晋邑古筵项目开展，加快
推进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企业科
技研发体系建设、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2025年，晋江财政将扎实做好各项
改革发展工作，确保全年财政预算目标顺
利完成。

进一步落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加强
金融产品、服务及机制创新，加快推进“五
篇大文章”晋江实践；深化“放管服”改革，
梳理优化惠企政策，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密切跟踪国家增量政策，争取中央预
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扩大有
效投资；用足用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推动各类资
金资源落地晋江、投资晋江，拓宽财政支
持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绩效目标源头管
控，促进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提质增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全年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晋江全年财政总收入达255亿元
本报记者 柯雅雅

今年以来，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热
潮下，晋江热门景区和街区处处涌动

“烟火气”，活力十足。晋江市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在加快文体旅深度融合建设
文化强市上再出发。“文体旅深度融合”
也成为今年晋江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

晋江经济报“直通两会”全媒体演
播室邀请晋江市政协委员、泉州“十
佳”优秀文化产业人才、福建省泉州市
金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丽
真，青阳街道阳光社区党委书记庄丘
霖，一起聊聊文体旅融合如何走深走
实、提升发展。

主持人：要说晋江“烟火气”最盛的
地方，那一定是阳光夜市了。阳光夜市
被很多网友称为“省内夜市天花板”。
我们请庄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阳光夜
市的现状。

庄丘霖：目前，阳光夜市共有摊位
365个。据不完全统计，日均人流超 1
万人次，“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期间，
单日人流可超 6万人次，全年预计超
400万人次；全年销售额超2亿元。

今年5月份，室内的“阳光夜市·麻
袋吉市”投入运营，弥补了夜市没有洗
手间、休息区、冷气等短板。

阳光夜市已成为阳光社区的一大
名片。夜市激发了社区活力，带动了购
物、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发展，成为社区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主持人：阳光夜市确实是晋江市
民、游客的美食天堂。陈总，从一名普
通消费者的角度，您对阳光夜市的发展
有什么建议？

陈丽真：阳光夜市的知名度越来
越高了。站在消费者特别是外地消费
者角度，我希望可以吃到晋江的特色
小吃。

我认为，阳光夜市可以进一步挖掘
晋江古早味美食、老字号美食、伴手礼，
让晋江的小吃文化从阳光夜市传播出
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主持人：确实是很好的建议。如
今，越来越多外地游客光顾阳光夜市。
那么，在文化方面，社区打算怎么做？

庄丘霖：文化方面是夜市的一个薄
弱点，社区一直在努力补齐这一短板。

近期，社区在夜市十字路口显眼处

设置了一块大型裸眼 3D广告牌，预计
元旦投入使用。我们将利用好这一宣
传阵地，播放晋江城市风貌、非遗技艺、
小吃文化、海洋文化等宣传片，让游客
拥有美好的“第一印象”。

另外，阳光夜市正在申报省级美食
街。如申报成功，这将是晋江第一条省
级美食街。今后，社区将持续提升夜市
文化内涵，努力将其打造成集餐饮美
食、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特色商业街。

主持人：陈总，我们了解到，您递交
了《关于激发“文博+”活力，推动文旅
融合向深度发展的建议》的提案，希望
推动晋江文旅融合向深度发展。您觉
得晋江文旅工作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
发展空间呢？

陈丽真：我认为，晋江应该深化“文
博+旅游”发展，将晋江丰富的文化元
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明的角色
形象等巧妙地与旅游产品及服务相结
合，为不同年龄层的游客提供个性化的
旅游体验。

无论是儿童参与的非遗互动体验、
年轻人热衷的密室逃脱游戏，还是中年
人偏好的深度文化讲座，每个人都能在
文博场所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乐趣，从而
打造既具独特性又富有吸引力的旅游
体验与消费产品，精准回应当代消费者
对个性化、差异化旅游体验的迫切需
求，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

让文化力量成为城市发展的强大
动力，为晋江文旅经济实现从规范化到
常态化再到精品化的递进式发展，提供
宝贵的实践经验。

让文化和旅游实现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曾舟萍 陈巧玲

本报讯（刘泽宇 蔡红亮 董严军）不久
前，央视《东方时空》报道了晋江市金井镇毓英
中心小学6年来坚持将课间活动时间延长5分
钟的改革举措。一时间，课间 15分钟改革在
晋江引发热议。

29日，由本报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小记
者林羿彤、肖楚怡、黄颖锘组成的采访小分队
走进两会会场，与张为瑟、蔡长谋、施熙等三位
晋江市政协委员“面对面”，探讨更多课间 15
分钟改革的“打开方式”。

采访前的准备工作不可少。三名小记者
了解到，目前，晋江已有部分学校对课间进行

“扩容”，由原来的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晋江
市华泰实验小学就是其中之一。跳绳、打篮
球、跳房子……华泰实验小学在每天上午和下
午分别设置了一个 15分钟的课间，并安排老
师在一旁协助引导、保障安全。实行一个多月
以来，校园里的欢声笑语更多了。

“现在，教育部门鼓励将课间10分钟延长
至15分钟。委员们读书时，课间会做什么呢？”
采访伊始，小记者黄颖锘抛出的问题勾起了委
员们的儿时记忆。政协委员施熙笑着回答：“我
以前读书时，课间喜欢和小伙伴一起跳绳，一边
跳一边唱《马兰开花二十一》的童谣，很开心。”

“不仅时间延长了 5分钟，很多学校还精
心策划，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有效缓解了学
生学习压力。”政协委员、云峰中学校长张为瑟
深耕教育多年，一直很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
当看到有学校推行课间 15分钟改革，学生收
获了更多快乐，张为瑟心生欢喜。

在政协委员、罗山中学副校长蔡长谋看
来，这项改革要在全市所有学校推行尚有难
度。“每个学校的空间和学生数不同，实行课间
15分钟还需考虑学生的安全、活动开展的创
设、教学计划等问题。”蔡长谋提议，课间时间
的延长可以多样化，根据各校实际灵活安排。

对此，家有两娃的政协委员、晋江市科学
技术局生产力促进中心副主任施熙深表赞同，

“每个学校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实行课间 15分
钟。如果空间不够，学校可以尝试组织学生轮
流享受15分钟课间时间。”施熙说。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晋江市各中小学
校坚持“健康第一”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
念，深入实施晋江市中小学“1061”学生体质
健康提升行动方案，引导孩子们走出教室、
走向户外，让孩子们动起来、跑起来、互动起
来，使他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不断提升体
质健康水平。

解锁更多课间“打开方式”
政协委员与小记者热议“课间15分钟”

小记者林羿彤：今年5月，晋江举办首届
中小学科学教育节，发布了“未来人才”培养计
划，以期培养更多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对
于这个计划，委员们怎么看？我们小学生该如
何打好基础？

政协委员施熙：晋江科技教育土壤肥沃，
各类科技教育活动的开展对孩子们起到引导

和引领作用。未来是科技的时代，孩子们应该
广泛学习，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政协委员张为瑟：晋江有从小学、中学到高
校一以贯之的人才培养机制。作为小学生，学好
基础知识是第一要义。学习过程中，可以把文科
的素养和理科的思维结合起来，保持旺盛的好奇
心，锻炼动手能力，提升自己的综合水平。

政协委员蔡长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
子们可以从自身兴趣入手，以积极的态度面对
学习。

同期声

近日，央视《东方时空》点赞晋江
金井毓英中心小学课间15分钟改革，
认为“课间延长5分钟，释放孩子健康
成长新空间”。

课间由 10 分钟调整为 15 分钟，
“延长版”课间正在全国各地推广落
地。多5分钟好在哪？早在6年前，晋
江金井毓英中心小学就开始课间 15
分钟的探索，并一路坚持至今。虽然
只是 5 分钟的小变化，却带来了大惊
喜。学生说，课间可以放开玩，心情自
然更愉悦，学习起来也更有动力；校长
说，课间时间充裕，学生们更愿意走出
教室、走向户外，动起来，体质测试时，
学校里的“小眼镜”“小胖墩”比率下降
了。

学生每日在校时间里，课间占比
虽小，其重要性却不容忽视。要知道，
尊重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帮助他们
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本
就是教育的重要一环。

本着“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晋江市教育局积极行动，本学期在
全市启动实施“1061”学生体质健康
提升行动，即“确保课间休息 10 分钟
（力争小学课间休息 15 分钟）、课间
休息播放一首歌、教室照明改造一
盏灯、班级配置可调节一张桌、学生
养成教育一声劝、每天校内体锻一
小时、每日上下午各做一段操”，多
措并举、多管齐下，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成长。

可喜的是，毓英中心小学所在的
金井镇，全镇8所小学课间15分钟的
做法已经全面铺开。我们也期待，课
间 15 分钟的“风”，吹向越来越多的
学校，家校社携手，共创更多的教育
小美好。

河西有鱼

多5分钟的小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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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晋江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书面听取了《晋江市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25年预算草案报告》。
2024年，晋江提质增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科学统筹财政资源，服务中心、聚焦民生，综合运用“财政+”理念，不断提升

资金配置效益，增强服务保障能力，全年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255亿元（预计数，下同），
完成预算的100%，同比增长1.7%，剔除缓税因素，可比增长8.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55亿元，完成预算的100%，同比增
长1.3%，剔除缓税因素，可比增长6.8%。

小记者肖楚怡：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想解
决家长“卷”孩子，得先解决家长“卷”思想。校
家社协同育人，能不能多开设一些“家长学堂”，
让家长们也充充电，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

政协委员蔡长谋：社会变化很快，教育理
念也在不断更新，家长需要跟孩子一起学习
和成长，才不会一味地进入“卷”的状态。

政协委员张为瑟：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
的重要一环，家长应该更加关注孩子的身心
健康、品德、性格、情绪等，培养孩子良好的学
习习惯，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快乐
成长。

政协委员施熙：与其“卷”孩子，不如“卷”自
己，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深有体会。作为家
长，我们应该多关注孩子快乐的能力、幸福的能
力、生活的能力、沟通的能力等，与孩子共同进
步，提升家庭幸福感。

关键词：“未来人才”培养计划

关键词：家长学堂

从左至右依次为主持人曾舟萍，访谈嘉宾庄丘霖、陈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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