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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023年福建省报刊十大名栏目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记者从晋江市卫健
局获悉，今年以来，晋江市加快补齐医疗领域短板，扎
实推进 19个医疗卫生项目建设。眼下，一批项目正开
足马力，不断刷新建设“进度条”。

昨日，记者在永和镇大深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处看
到，泉州市级卫生重点项目——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
目现场施工火热，土方车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目
前，该项目砌体幕墙骨架施工已全面完成，正同步推进
消防、水电、铝合金门窗及医疗气体管道等安装施工。

据介绍，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按照二级甲等综合
性医院标准设计，规划建设门诊综合楼、医技住院综合
楼、发热门诊等，设置床位约 300张，其中养老床位约
80张。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发展老年医学科、康复理疗
科、老年医药联合门诊、临床营养科等特色科室，致力
打造晋江市级老年医学中心，为区域老年群体提供集
医疗、康复、养老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在罗山街道社店社区的晋江市医院二期用地，晋
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建设也按下“快
进键”，预计 12月实现主体完工。项目负责人介绍，该
项目以创新技术和先进装备为导向，力求打造地区肿
瘤诊疗一体化中心。项目建成后，将配备多套先进医
疗设备，如质子治疗、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等系统，全
力构建肿瘤综合诊疗生态圈及诊疗高地。

此外，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的上
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项目，近期每天均有千人奋战
在施工一线，采用“白+黑”轮班制，力争冲刺年底主体竣
工。据悉，该项目用地面积约205亩，由高端综合医疗大
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4.1万平
方米，计划设置总床位约1000张。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国
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
创伤医疗国际培训中心、涉外健康管理中心等“四个中
心”，涵盖临床诊疗、疑难重症诊断与治疗、教育培训、科
技研发、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等专业领域。

与此同时，其他卫生重点项目也在紧锣密鼓推进
中。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英林中心卫生院）项目于 3
月15日正式开工，预计今年年底实现主体建筑封顶，并
于2027年投入使用。该项目为英林镇区更新改造项目

“四中心一片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洪天祝家族
牵头捐资兴建。

医疗项目“加速度”，民生福祉“节节高”。晋江市
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坚持以重点项
目建设为抓手，统筹调度，强化保障，严把质量，全力协
调推进卫生健康领域重点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时交
付、早日投用，为百姓健康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加快补齐医疗领域短板

晋江一批医院建设“进度条”刷新

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昨日，记者从晋江市市长
专线办获悉，今天下午3时至4时，磁灶镇镇长李友加
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22日（星期四）下午3时至4时，
永和镇镇长施建成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

届时，欢迎广大民众和企业就以上单位职责范围
内的事务，拨打市长专线电话85612345，进行咨询、提
出意见和建议。

磁灶镇、永和镇
本周轮值接听市长专线

百年老校，以爱擎灯，照亮特殊孩子
的成长之路。近日，以“全国助残日”为契
机，记者走进晋江市东石镇金山中心小
学，探访一群特殊的孩子关于努力成长的
故事。

特殊孩子也有特长
音乐一响，“唐宝宝”小智就会随着

音乐舞动，不仅节拍准确，动作也很优
美。爱唱歌、会跳舞，是五年级学生小智
的特长。

而在初入校园时，患有唐氏综合征、
智力障碍三级的小智沉默寡言。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小智对
音乐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为他设计了一系
列音乐融合课程。”特教班老师洪千千介
绍，除了让小智到普通班上音乐课，老师
还鼓励小智回到特教班后，把新学的歌曲
演唱给其他孩子听。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小智的音乐天
赋逐渐显现，自信心也更强。他不仅学会
了用音乐表达自我，还成为特教班的“小
明星”，人也变得活泼开朗。

“特殊孩子的兴趣爱好、艺术天赋，我
们都会加以重视、好好培养。”洪千千说，
以艺术特长为纽带，特殊的孩子也可以展
示自我风采，更加勇敢自信地融入集体生
活，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微小进步带来强烈幸福感
浇水、除草、认识植物……初夏时节，

在学校的“希望田园”，3名特教老师正带
着一群孩子上劳动体验课。

“这些看似简单的劳动和对植物的知
识，对于这群特殊的孩子而言，需要一次
次反复地学习。”金山中心小学负责人蔡

维金告诉记者，相比普通孩子，特殊孩子
的成长道路漫长许多，但他们每一个微小
的进步，都会令老师和家长欣喜动容。

这群孩子中，9岁的小淞是一名孤独
症儿童。从幼儿时期的交流障碍，到小淞
现在可以与人顺畅沟通、良好互动，家长
和老师都付出了许多。

“孩子 3岁时，我们发现他和普通孩
子不太一样，到医院检查，确诊患有孤独
症。”小淞妈妈李欢回忆，为了对孩子进行
及时干预，她关掉了经营多年的饰品店，
带孩子到特教机构上课，进行康复训练。

孩子 7岁时，在东石镇教育中心的指
导下，李欢带着小淞来到金山中心小学
就读。

生活语文、益智课程、劳动技能……
小淞和特教班的同学一起学习文化知识
和生活技能，他的沟通能力、理解能力得
到显著提升。

“经过这几年的特殊教育，孩子的进
步很大。现在，我们可以进行简单的沟通
交流。”李欢开心地说，孩子的生活自理能
力不断提升，也能表达自己的需求，这令
李欢十分欣慰。

在李欢看来，养育特殊的孩子需要花
费比普通孩子多十倍、甚至百倍的精力，
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都让
家长的幸福感更加强烈。

特殊孩子“一路生花”
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深度融合，为

特需学生提供了个性化、多元化和包容性
的学习环境，帮助他们成长。

二年级学生小郭在刚入学时，因为感
统失调，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
绪，上课时容易哭闹，甚至冲出教室，对正

常的教学秩序产生了一定影响。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们请特教班

的老师介入，利用学校的资源教室，对小
郭进行干预指导，让她半天在普通班上
课，半天到资源教室进行康复学习。”蔡维
金介绍，同时，学校建议学生家长带孩子
到医院接受相应的干预治疗。

经过一年多的普特融合教育，小郭
的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如今，小郭已具
备良好的自控能力，回到普通班接受正
常教育。

目前，金山中心小学共有 13名持证
（残疾人证）的在校特需生，其中2名学生
已实现大部分时间在普通班随班就读，少
部分时间到资源教室接受个性化训练。

据悉，金山中心小学成立于 1921
年。2003年，金山中心小学创晋江市先
河，开办了晋江市首个特殊学生辅读
班。2016年，该校又建设了晋江市首批
融合教育资源教室。至今，金山中心小
学特教班共招收近 140名特殊孩子，毕业
了 13届学生。这些孩子积极融入社会、
融入生活。

“我们学校所在的萧下村，工业发达，
人口密度高，特殊孩子的数量也相对多一
些，特别是患有孤独症的孩子。”蔡维金
说，这些特殊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爱心和
耐心呵护他们成长，“虽然学校的条件有
限，但我们将
尽力让每个孩
子都被看见、
被尊重、被成
全，帮助每一
个特殊孩子，
找到属于自己
的星辰大海。”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晋江东石镇金山中心小学累计招收近140名特殊儿童

本报记者 许春 许金植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记者从晋江市人社局获
悉，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下发《关于做好省级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支持产业链头部企
业建设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开展培训评价等工作，进一步推动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

根据通知，2025—2026年，支持各地新增建设 70
个产业链头部企业实训基地，其中家政、养老、护理服
务类实训基地 10家以上，引领带动各地、各行业按照

“产训结合、示范引领”原则，打造集技能培训、技能评
价、技能比武、技能交流等于一体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
载体。

通知明确，申报主体为企业，优先支持工信部门公
布的现有龙头企业、龙头培育企业和福建省制造业、服
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100强企业；已建成国家级、省
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不重复申报。

补助方面，新建的产业链头部企业实训基地，建设
当年按照 100万元建设补助进行拨补；2025—2026年
两年完成取证（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人次原则上不少于480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
上不少于 168人次（家政、养老、护理服务实训基地除
外），且校企合作用人单位和学员培训满意率均达到
85%以上的，经市级人社、财政部门验收合格后，于
2027年6月底前再拨付100万元建设补助资金。2024
年全省已建的产业链头部企业实训基地，经市级人社、
财政部门验收合格后，于 2026年 6月底前再拨付 100
万元建设补助资金。

此外，两年建设期满未达到上述产出指标的基地，
给予一年改进期，改进期满完成两年产出指标的，市级
人社、财政部门再拨付100万元建设补助资金；改进期
满仍未完成的，不再拨付建设补助资金。建设期满后
各基地应至少完成1个或1个以上专业（职业、工种）的
人才培训评价体系构建工作，评价取证人数不少于
240人次/年。

“真金白银”补助
支持企业建设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本报记者 张茂霖

昨天白天，晋江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偶有阳光
洒落大地，大部分镇街最高气温在 31℃左右，体感闷
热。傍晚，受低槽和西南气流影响，全市普降小雨。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局获悉，预计未来三天，晋江依
旧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镇街有阵雨或雷阵雨，
大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另外，气温呈持续升高态势，
后天最高气温可达33℃。

今天多云到阴，部分镇街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
25℃~30℃，沿海西南风 3~4级、阵风 5~6级；明天多云
到阴，部分镇街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31℃，沿海
西南风 3~4 级、阵风 5~6 级；后天小雨，气温 25℃~
33℃，沿海西南风3~4级、阵风5~6级。

阵雨不时来扰
气温持续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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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秦越 林小
杰）两只身披“彩虹战袍”的鸟儿
昂首挺胸站在灌木顶部，喉部栗
红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背部蓝绿色的羽衣则像上等的绸
缎……昨日，一条栗喉蜂虎现身
晋江金井围头湾的视频发到了泉
州观鸟学会微信群，立即引发群
友追捧，“太漂亮了，像小精灵！”

“在哪儿，我也要去拍。”……
记者联系上视频拍摄者董帝

伟，确认具体位置，也顾不上窗外
雨帘密织，拿上装备，出发前往晋
江围头湾滨海湿地。“栗喉蜂虎生
性机警，喜欢在开阔地边缘活动，
以蜻蜓等飞虫为食，因此拍摄点一
定要隐蔽。”一路上，记者在心里默

默盘算拍摄方案，也做好了打“长
久战”的准备。

抵达目的地已是下午 4点，记
者架好摄像机静静等候。雨水顺
着雨衣边缘滴落，打湿了裤脚，记
者却不敢做多余的动作，生怕惊扰
了“小精灵”。

突然，一阵急促的鸟鸣从红树
林方向传来。只见一抹蓝绿色的
身影划破雨幕，稳稳落在前方池塘
的枯木上——正是栗喉蜂虎！栗
喉蜂虎娇小玲珑，身长不过 20 厘
米，但那一身华丽的羽衣在灰暗的
雨天里格外夺目。

休息够了的栗喉蜂虎振翅飞
起，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精准地叼住一只路过的蜻蜓，这一

连串动作如行云流水。在枝头享
用完美食后，它又表演了几次空中
捕食，最后才意犹未尽地飞向红树
林深处。

栗喉蜂虎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主要分布于华南、东南沿海地
区，以昆虫为食，羽色艳丽，是众多
鸟类摄影爱好者追逐的目标。晋
江金井围头湾滨海湿地、沙质崖壁
和灌木丛为栗喉蜂虎提供了理想
的栖息地，栗喉蜂虎已连续多年在
晋江围头湾等地稳定繁殖。“目前，
正是栗喉蜂虎筑巢与交配的季
节。”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志愿
者委员会主任委员、泉州市观鸟学
会会长吴轲朝介绍，栗喉蜂虎是典
型的夏候鸟，每年夏季迁徙至晋江

等地繁殖，冬季则飞往南洋越冬。
观测数据显示，晋江围头湾崖壁区
域常年稳定栖息着 10至 15只栗喉
蜂虎。

“夏候鸟来此繁殖，相当于在晋
江‘安家生子’，其生态意义远高于
越冬候鸟。”吴轲朝表示，栗喉蜂虎
的保护不仅关乎物种存续，更是区
域生态健康的标志。他呼吁，摄影
爱好者和市民群众文明观鸟莫惊
扰，共同为栗喉蜂虎栖息繁殖营造
安定的环境。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栗喉
蜂虎对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和筑巢
条件要求极高。它们的现身，标志
着晋江的湿地修复和生态保护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晋江市林业

和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晋江积极探索“野动文化+”
模式，将候鸟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
融合，通过“制度创新+科技赋能+
全民共建+产业融合”四维驱动，实
现生态保护从“政府主导”向“多元
共治”、从“单一救护”向“系统修
复”、从“资源消耗”向“价值转化”
的跨越，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新路径。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
‘野动文化+’模式，建设国家级候
鸟保护示范基地。”上述负责人
说，“我们希望为全国县域野生动
物保护提供‘晋江样板’，让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更加绚
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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