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 司法为民显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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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晋江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晋江市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洪志强代表晋江法院向大
会报告工作。2024年，晋江法院共受理
各类案件 47350件，办结 40829件，执行
到位逾18亿元。

服务中心大局
保障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一年来，晋江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
2537件，其中包括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5
件，执行到位财产刑近 2000万元；审结
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 350件；
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12件。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晋江法院审结
39件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等犯罪案件。同时，通过开授
预防民营企业职务犯罪“一堂好课”为
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审结破产
案件 32件，简案快审适用率高达 97%，
助力10家民营企业摆脱困境实现新生，
发放企业破产处置专项资金逾30万元。

2024年，晋江法院审结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案件77件和知识产权民事案件1665
件，涉及金额2234万元。此外，出台推进
晋江品牌之都升级十项举措，联合建立知
识产权主体重点名录，开展“品牌对话‘1+
N’”活动，设立“知识产权发展保护工作
站”。1个案例获评省生态环境审判典型
案例，并在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播出。

做实司法为民
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2024年，晋江法院积极推进在线立

案、线上集约集成审判辅助事务等便民
措施，网上立案率达42%，在线鉴定率达
91%，电子送达率达68%，网上缴费率达
65%。

审结婚姻家事纠纷案件 1062 件，
并成功调解多起涉港澳继承人继承在
晋江遗产的法定继承纠纷。审结房产
物业纠纷 826件，涉及体育健身、美容
美发领域预付款消费纠纷 27件，并判
令退还预付款 17.6万元。审结教育机
构责任纠纷等案件 18件，劳动争议、劳
动合同纠纷案件 1392件，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 73件。

晋江法院还积极开展“送法进校园”
活动，受众达 2.5万人次。此外，晋江法
院推出“六承诺”“三公开”机制，并成立
诉求管理中心和终本案件管理团队，有
效提升了执行效率。

夯实法治保障
助推高效能社会治理

2024 年，晋江法院审查行政非诉
案件 45 件，裁定准予执行 41 件，准予
执行率高达 91%，执行到位金额 250余
万元。

磁灶法庭案例入选全国新时代“枫
桥经验”优秀案例，并推出“辐射型司法”
新机制。晋江法院还联合晋江市总工会
设立劳动模范协会诉调对接工作室，诉
前化解各类纠纷逾万件。

普法宣传方面，晋江法院在线上发
布200多篇普法案例，其中126篇被省级
以上媒体转载。此外，晋江法院参与拍
摄的司法保障金门供水视频，获省涉台
司法视频一等奖。

坚持夯基固本
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2024年，晋江法院落实“双报到”制
度，党员干警入村进户开展诉前化解、现
场普法等活动，为乡村发展注入法治动
力；同时，精心打造“一支部一特色”品牌
活动。

晋江法院压实院庭长审判管理责
任，院庭长办案 16909件。在人才队伍
建设方面，晋江法院 1名干警获评全省
法院调研人才，1名干警获评全省法院
生态环境审判工作先进个人，8名干警
入选各级专家库。在廉政建设方面，晋
江法院一体推进“三不腐”构建全链条廉
政风险防控体系。

主动接受监督
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

2024 年来，晋江法院办理代表建
议、政协提案 10件。走访代表委员 200
余人次，邀请代表委员参与法院工作
200余人次，联合晋江人大常委会在安
海法庭设立“五级人大代表监督联络
室”，举办“法护商途”企业法治讲座；推
行陪审员驻庭轮值，增补陪审员 80名，
参审案件1126件。

洪志强表示，2025年，晋江法院将
领会好、实践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创新发展“晋江经
验”，聚焦做实服务大局、践行为民司法、
助推社会治理、锻造法院铁军四项重点
工作，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
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

法院工作报告解读

晋江市人民法院：

服务中心大局 推进司法现代化
本报记者 林小杰 通讯员 廖文斌

昨日，在晋江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王文龙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一年来，晋江检察院从政治上着眼、
从法治上着力，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各项工作稳步开展。队伍建设成效显
著，5个集体和9名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表
彰；3个案件获评国家级典型案例，9个
案件获评省级典型案例。

以法治力量保障高质量发展
过去一年，针对民营企业反映的内

部贪腐问题，晋江检察院加大依法惩治
力度，办理民营企业职务犯罪案件49件
52人，涉案金额 3065万元，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起诉合同诈骗、串通投标等
侵犯企业权益犯罪26人，办理涉企行政
检察监督案件 15件。依法起诉骗取贷
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7人，涉案
金额3725万元。

2024 年，该院共受理审查逮捕、
审查起诉案件 4321件 5846人；办理各
类诉讼监督案件 1899 件。对故意杀
人、抢劫、强奸等八类严重犯罪及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批捕 253 人，起诉
244人。对未成年人犯罪，轻伤害、帮
信等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犯罪，落实
宽大政策，依法不批捕 471人、不起诉
330人。

此外，该院积极助推社会综合治理，
结合办案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25
件。全面推行醉驾治理“十举措”，受理
醉驾案件同比下降58.4%。参与住宅小
区管理品质提升专项行动，针对消防安
全隐患立案公益诉讼案件 4件，并发出
检察建议。

以检察初心回应群众关切

2024年，晋江检察院开展“检护民
生”专项行动，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
假药劣药等犯罪 20人，办理食药安全
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7件，诉请惩罚性赔
偿 54万元。起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 54人。办理迪拜窝点陈某某等人诈
骗案，追捕追诉犯罪嫌疑人 6人，起诉
21 人，在检察环节追赃挽损 1400 万
元。全年办理群众信访件 508件，公开
听证做到“四大检察”全覆盖，召开听证
会 33场。

依法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
归侨侨眷合法权益，联合 5家单位建立
打击涉侨犯罪、文物保护、涉侨法律服
务等 6 项机制，依法办理涉侨案件 4
件。其中，“奕佰楼”涉侨风貌建筑保护
案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起诉侵害老
年人、残疾人、农民工犯罪 59件 76人，
支持弱势群体提起民事诉讼 23件，帮
助追回抚养费、赔偿金等 69万元。发
放司法救助金 40.9万元，35名困难当事
人获得救助。

以规范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一年来，晋江检察院刑事检察监督

稳步提升，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活动、
审判活动，以及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
监督。

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 86 件、行
政检察案件 328件。依法办理公益诉
讼案件 68件，提出检察建议 44件，整改
回复率 100%。2个案件获评国家级典
型案例、3个案件获评省级典型案例。
与晋江市人大办联合制定人大代表建

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
工作机制。

以创新履职激发工作效能
2024年以来，晋江检察院持续落实

安商、护商、亲商工作举措，推动“亲清护
企”品牌迭代升级。全年起诉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73件97人，涉案金额1.8亿元，
其中3个案例获评省级典型案例。联合
多部门开展直播售假专项治理行动，建
立快速维权机制，引导侦查机关打击制
假工厂 5家，起诉制假人员 7人，查获假
冒产品货值2300万元；起诉直播售假案
件23件30人，涉案金额4450万元。

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进行“零容
忍”打击，起诉97人；办理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公益诉讼案件14件。1个案件获评
省级典型案例。联合多部门共同推动

“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馆”建设。依法不
起诉罪轻未成年人36人，协助开展罪错
未成年人送矫评估，向专门学校送矫41
人。相关调研成果被最高检评为未成年
人检察十大优秀调研成果，被写入最高
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此外，晋江检察院持续做强“唐生学
法”“五里桥茶馆”等检察普法品牌，获评
全国检察机关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成绩
突出单位。15名检察官担任中小学、幼
儿园法治副校长，为437名教师、志愿者
授课，校园普法队伍不断壮大。

王文龙表示，晋江检察院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为晋江打造中
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提供更加有力的
检察保障。

检察院工作报告解读

本报记者 林小杰 通讯员 李燕萍

不久前，位于永和镇的石窟生态小
镇项目启动建设。该项目总规划面积约
983亩，规划了秘境文旅区、新质产业
区、乡村宜居区、优质教育区，并建设草
马路及小镇配套道路，以“文旅+产业”

“文旅+生态”的模式赋能乡村振兴和区
域发展。

“通过盘活低效工业用地，培育新质
产业生态，助推产业向高端智造转型。
同时，在矿坑生态修复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航天科普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打造集生态体验、研学科普、
游憩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区，推动

‘产城人’深度融合。”永和镇有关负责人
介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一直以来，晋江坚持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坚决守护好碧水蓝天。

作为晋江市区污水处理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仙石污水处理厂已建成三期
工程，可处理规模达 15万吨/日。然而，

随着晋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污水
处理需求日益增长。为了有效补齐污水
处理设施短板，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持续
改善水环境，晋江启动仙石污水处理厂
四期扩建工程，并列入泉州“污水提质增
效”项目清单。

“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扩建完
成后，仙石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规模将提
升至 20万吨/日，极大缓解市区污水处
理的压力。”晋江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
说。

此外，晋江持续发力保蓝天，实施建
陶行业深度治理、开展制鞋专项帮扶、加
快燃煤锅炉淘汰、加强移动源监管；持之
以恒护绿水，开展排口整治、跟踪检测水
质、建设美丽海湾；久久为功守净土，严
格土壤污染管控，强化重金属整治，开展
新污染治理，全力守好生态“高颜值”，促
进发展“高质量”，服务民生“高品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晋
江的城市发展“含绿量”越来越高。以紫
帽山为代表，加上灵源山、华表山、罗裳
山、崎山、八仙山等晋江市域内的自然山
林，构成了城市生态绿色空间的“骨
架”。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在“全民动员，绿化晋江”行动

的推动下，晋江完成森林抚育、封山育
林、非规划林地植树造林等 5200亩，持
续为森林“碳库”充“植”。

位于晋江经济开发区安东园的凤
竹纺织绿色厂房，两级回用设计的中水
反渗透膜系统，可使污水回用率达 50%
以上；4台烟气回收处理设备对废气进
行高效回收净化处理，并进行余热回
收，一年可减排 5000吨标煤。凤竹纺
织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一系列综合
技术改革，我们的综合能耗降低了 20%
以上。”

来自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的数据
显示，近三年，晋江经济开发区纺织印染
行业万元工业产值废水、COD和 VOCs
排放量分别累计减少 47.0%、46.9%和
79.3%，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
强度累计降低 36.6%，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取得积极成效。

“我们将继续围绕推动‘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这条主线，全面展开多领域、多
层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全方位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创
新发展‘晋江经验’注入更加强劲的绿色
动能。”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之“在厚植生态底色建设绿美晋江上再出发”

厚植生态底色 建设绿美晋江
本报记者 阙杨娜

报告摘要：深入践行“两
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加快构建从山顶到
海洋的生态保护治理大格局。

“太喜欢了，我想每周末都来！”
日前，游客小谢特地从石狮自驾来
到晋江五店市，参加众乐乐咖啡艺
术节。这场集结了海内外100多个
咖啡品牌的艺术节，融合了咖啡专
业赛事、闽南群像摄影展、现场音乐
秀等内容，将咖啡、美食、艺术、音乐
与五店市深度链接，吸引了八方游
客。据了解，该活动自2024年12月
27日起连续举办 5天，29日单日游
客量突破3万人次。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壮大城市
文旅产业，推动国潮文化和传统产
业相融合，提升晋文坊国潮品牌街
区品质，打造一批特色休闲街区、工
业旅游路线。

本次咖啡艺术节正是晋江首次
开展五店市南北区融合活动，以一
场咖啡盛会打通连接五店市传统街
区、晋文坊国潮街区，创新打造消费
新场景的尝试。在即将到来的春
节、元宵，晋江还为市民、游客准备
了五店市晋文坊国潮步行街开街、
山海经艺术展国潮灯展等精彩纷呈
的主题活动，进一步点燃景区别样

“烟火气”，持续掀起消费热潮，助力
晋江文体旅商经济繁荣发展。

就在咖啡艺术节举行期间，晋江
在文体旅深度融合上又有“大动作”。
九十九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当代
闽南都市田园聚落正式启幕。这个致
力发展集农业观光、农耕体验、乡村民
宿、休闲度假等农业新产业新业态于
一体的项目，让市民在城市中央体验
田园之美。

晋江文旅集团总经理柯惠玲表
示，文旅集团将持续深入挖掘闽南
乡村文化底蕴，不断丰富项目内涵，
持续优化游客体验，全力以赴把九
十九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打造成晋
江“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名片。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和
“魂”，也是其发展的底气所在。一
直以来，晋江致力于深挖世遗、海
丝、闽南、侨乡等文化特色优势，通
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展
现晋江文化的气韵和风采。

在梧林传统村落，建于 1953
年春的胸怀祖国楼是旅菲华侨蔡
怀紫、蔡怀番在家乡合建的。2024
年 9 月，这栋侨厝迎来了又一次

“新生”。晋江南音艺术团和梧林
传统村落联合打造的《番仔楼 南
音起》沉浸式演出入驻其中，让古
老的侨厝焕发新的生机。此外，省
级文保建筑群（朝东楼、德鑨楼、顺

意楼）也被活化利用为侨史馆、侨
批馆，使华侨历史和文化在梧林更
加生动可感。

文化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
容。晋江积极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为市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供
给。过去一年，晋江荣获“全国书香
城市”称号，晋江市图书馆被评为国
家“一级图书馆”，李焕之音乐节、蔡
其矫诗歌节、吴鲁文化季等相继举
行，高甲戏《驯悍记》、木偶剧《一鹤
飞》获福建优秀剧目奖。

2025年，晋江将开展“跟着赛事
去旅行”系列活动，办好国际马拉松
等30场重大赛事，积极申办击剑、青
少年跆拳道等国家级赛事，擦亮国
家体育城市名片；进一步完善市镇
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全
力打造城市15分钟文化圈、农村十
里文化圈，建成2个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30个百姓健身驿站，让广大市民
充分体验晋江多元文化魅力。

“我们将围绕深化拓展文体旅
融合专项行动，聚焦建设文化强市

‘一个目标’，培育推广‘晋邑古筵’
‘晋邑古韵’等精品 IP，创新‘文
旅+’融合场景，打好‘世遗牌’‘山
海牌’‘工业牌’‘体育牌’，以新质文
体旅生产力引领文体旅深度融合。”
晋江市文体旅局党组书记、局长蔡
惠琼表示。

跑出文体旅“加速度”
奏响文化强市“进行曲”

本报记者 杨静雯 董严军

报告摘要：坚持以文塑
魂、以文强产、以文兴城、以
文惠民，全力打造新时代文
化高质量发展县域典范。

2024年秋季，晋江市磁灶实验小学
正式投用，首届1452名新生在欢乐的氛
围中开启新学期，成为推进磁灶镇教育
均衡发展的重要一步。据悉，该校规划
总用地面积约3.05万平方米，按照48个
教学班、可容纳 2400人的规模建设，配
套教学楼、实验楼、综合楼、食堂、体育
馆、教师宿舍等。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过去一
年，晋江超八成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实施
民生项目153个，办成20件为民实事、182
件民生微实事，群众幸福生活可感可及。

作为衡量民生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志，
2024年，晋江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新增中
小学优质学位2.39万个，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率突破90%。此外，创设“大先生”公益
基金，开办全省首个学前教育“台胞班”，
高分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省级评估，高
考特殊控制线上线率突破30%。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新的一年，晋江
将实施教育扩容项目 116个，新增优质
学位 2.6万个以上。编制实施教育强市

建设规划，整合优化基层教育资源布局，
循序渐进推进小规模学校“撤并改留”。
开展学生体质健康“1061”提升行动，实
施中小学学科高质量发展计划，推进普
通高中多样化高质量发展。

“我们提出问题后，你们很快就解决
了，太有效率了。点赞！”近日，家住陈埭
镇涵埭村华林春天小区的李女士感受到
了阵阵暖意。

李女士居住的楼栋处于风口，而楼下
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长期堆放大量建筑
垃圾、废弃物，不仅影响环境卫生，也给住
户生活造成困扰。李女士将这个问题在

“晋江网格服务”小程序上进行反映。涵
埭村第四网格立马“接单”，并联合物业管
理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对小区外围的建筑
垃圾、废弃物、杂草等进行清理。

近年来，晋江将党建引领基层网格治
理列为市委党建“一号工程”，全面推进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专项行动，构建“一
个中心、若干网格，一支队伍、多方应用，
一个体系、灵活机制”的基层治理模式。

作为基层治理的“指挥中枢”，晋江
实体建设、实战运行市级社会治理中心、
镇（街道）基层治理中心、村（社区）基层
治理分中心等三个层级的指挥调度中
心，构建市级、镇街、村社、网格等四级指
挥调度体系。

为持续推动基层治理触角向微观单
元延伸，晋江将全市精准划分一级网格
435个、二级网格1699个、三级网格2490
个，有效确保全域覆盖、人事匹配、敏捷
高效。同时，晋江推行“一网统管”智慧
城市管理运行模式，优化拓展“网格+”
功能应用场景，以科技赋能网格治理，逐
步向“城市智治”转型迭代。2024年来，
摸排处置网格事件103.7万条、解决群众
诉求9.83万件、回应企业诉求343件，化
解矛盾纠纷近9117件。

为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接下来，晋
江将持续完善“网格+”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提升市镇村三级社会治理中心
运营效能，全力把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报告还明确，2025年，新建家门口
就业服务站点 20个，新增城镇就业 2.5
万人；巩固提升 9个未成年人保护服务
阵地，持续推进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
建设、新增托位 800个；完成 200户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四帮四扶”200户
困难家庭；新增养老床位100张，建设和
提升养老服务设施30个；实施19个医疗
卫生项目，落地82家名医工作室……一
系列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将让晋江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之“在增进民生福祉打造共同富裕县域范例上再出发”

办好民生实事 幸福生活可感可及
本报记者 李诗怡

报告摘要：实施“七大共富
行动”，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
线，办实办细办好20件民生实
事，以政府有为让群众有感，打
造最具幸福感城市。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之“在加快文体旅深度融合建设文化强市上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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