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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第三届
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将
于 10月在晋江举办。为充分发挥大
赛引才聚才效应，吸引优秀博士后人
才和优质项目落地，近日，泉州市出
台《泉州市促进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
新创业大赛人才项目落地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以“真金白银+
暖心服务”的双重加持，助力人才成
长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

《措施》明确，鼓励在泉人才项目
参赛。经泉州市推荐选送获奖的参赛
对象，在省级配套奖励基础上，按照大
赛奖励标准，泉州市级再给予1∶1配套

奖励。对积极参加大赛的博士后站点
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在博士后日常资
助、优秀博士后遴选和申报博士后工
作站、创新实践基地中予以倾斜支持。

对引进本次大赛获奖者的企业，
按实际支付薪酬的 20%给予企业连
续 2年引才补助，单家企业最高补助
50万元（人民币，下同）。参加海外境
外（“一带一路”）赛和应邀参加总决
赛对接交流活动的博士，现场与泉州
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基地）达成进
站意向，并于 3个月内办结进站手续
的，在享受泉州市级博士后进站资助
政策的基础上，再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对获得大赛总决赛金、银、铜、优

胜奖，以及其他入围总决赛各赛道前
30名的项目，若在泉州落地的，分别
给予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20万
元、5万元配套奖励。获奖项目落地
后，在申报泉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团队时给予支持，经评审认定
后可享受工作经费、贷款贴息、办公
场地等综合性支持。

参赛项目落地泉州后，给予最长
2年的创业场地租金减免优惠；推动
晋江市三创园设立博士（后）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为入驻的博士和博士后

团队提供免租金办公科研场所；开展
“以投代补”“以投代引”项目扶持，优
先将参赛项目纳入产业投资基金、天
使投资基金投资标的；鼓励金融机构
按照市场化、商业可持续原则，对符
合条件的博士后创新创业项目给予
贷款利率优惠。

此外，《措施》还鼓励加强产才供
需对接，组织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
军企业与参赛项目开展技术供需对
接，符合条件的按程序纳入泉州市级
重点技改项目储备库，同等享受设备
投资补助等政策支持。

在人才认定方面，来（留）泉的金

奖获得者可“免申即认”为泉州市级
第二层次人才并享受相应待遇；银、
铜奖获得者可“免申即认”为泉州市
级第三层次人才并享受相应待遇。
符合条件的意向来（留）泉获奖人才，
可采取“预认定”方式，直接纳入对应
层次泉州市级人才比照服务。

此外，根据《措施》，参赛人才可凭
大赛组委会提供的身份证明，在1年内
免首道门票游览泉州市国有A级旅游
景区；可预约泉州市直五大艺术院团
公益性文艺演出，享每季度每团1场的
观演权益；可申请入住泉州市定点酒
店，享受累计不超过7天的免费住宿。

本报讯 （记者 李玲玲）
25日，在位于西园街道砌田社
区的晋江市健康产业园项目施
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进行
工程收尾工作。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一期、二期的主体建筑
已完成建设，预计于6月底正式
投入使用。

走进园区，一座座现代化
楼房拔地而起、蔚然成势，一个

绿意盎然的工业标准化园区映
入眼帘。“项目分两期开发建
设。一期建设试验基地、实验
楼；二期建设研发办公楼、科研
办公楼、宿舍楼等，建成后与一
期共同使用。”晋江市健康产业
园项目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一期 1号、2号楼室外收
尾工程完成 99%，二期外立面
幕墙工程完成 98%，公共区域

精装修工程完成 98%，室外景
观工程完成97%。

据了解，晋江市健康产业园
项目由晋江建投控股集团权属
企业晋江兆瑞建设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用地面积约60亩，总建
筑面积约 14.62万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约 12.53 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8亿元人民币。

“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医疗

医药科研平台、中介代理平台、
产业园物业、宿舍租赁等服
务。”上述负责人表示，该项目
是泉州市实施“强产业、兴城
市”双轮驱动战略、积极拥抱大
健康产业“新蓝海”的重要实
践，将有效补齐晋江公共卫生
短板，有力推动晋江生命健康
产业集聚区发展，促进健康服
务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
者 阙杨娜 董严
军） 26日上午，
晋江市第13例非
亲缘关系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王元
福赴榕欢送仪式
在晋江市红十字
会举行。

“2022 年 ，
我到陈埭镇文化
中心献血的时

候，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加入中华骨髓库。去
年 12月，泉州市红十字会打电话来说，造血干
细胞匹配成功了。”1981年出生的王元福是贵
州人，来晋江工作已有 15年。平时，他经常收
到中华骨髓库发布的信息，便积极向家人、朋友
科普相关知识，大家都很支持他的举动。

王元福说，他的孩子今年9岁，希望通过自
己的行动，树立一个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的榜
样，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根据安排，王元福于昨日下午参加“造血干
细胞捐献同意书”签字仪式，并开始注射动员剂；
30日上午，他将进行第一次造血干细胞采集。

记者从晋江市红十字会了解到，目前，晋江
已有 1000多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2006年3月28日，晋江人张少艺成为晋江首例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2019年 9月 5
日，晋江人蔡武汉成为第二例捐献者；2019年
12月5日，新晋江人赵万红成为第三例捐献者；
2021年5月14日，晋江人林时勤成为第四例捐
献者；2022年10月17日，常住晋江的南安人王
俊峰成为第五例捐献者；2023年12月15日，在
晋江工作的江西九江人罗彬成为第六例捐献
者；2024年 3月 17日，在晋江工作的四川泸州
人胡歪成为第七例捐献者；2024年 4月 22日，
晋江人林剑鹏成为第八例捐献者；2024年 4月
26日，晋江人庄洲鸿成为第九例捐献者；2024
年 12月 17日，晋江人曾国诗成为第十例捐献
者；2025年 4月 14日，晋江人柳铨坤成为第十
一例捐献者；2025年 4月 28日，居住在池店的
石狮人姜小清成为第十二例捐献者。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 23日，记者从晋
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泉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印发 2025年第一批泉州市地方标准
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日前发布，晋江美食

“安海土笋冻”“龙湖肉粕”“安海捆蹄”获泉州市
2025年第一批地方标准立项。

据悉，此次开展美食标准立项，晋江市市场
监管局和晋江市商务局联合行业协会积极贯彻
泉州市印发的《泉州菜烹饪技艺标准建设三年
行动方案（2024—2026年）》部署。

美食制作技艺地方标准的制定，将使“安海
土笋冻”“龙湖肉粕”“安海捆蹄”等地方美食的
形象更加立体、具象化，增强“正宗”地方特色的
感知度，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标
准化利于产业规模化发展，通过复制和规模化
生产，地方美食可以打开更广阔的市场，拓宽销
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

晋江市市场监管局质量与标准监督科相关
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局将指导标准编制工作
组在 5个月内完成标准内容的征集和调研走
访。按照泉州地方标准管理规定，标准预计在
2026年 5月前完成发布。此外，晋江仍在积极
调研地方美食，计划将更多的美食纳入地方标
准制定的范围。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 24
日，“泉城联动 深情守沪”泉州市

“中风 120”深沪镇项目启动仪式
在浔兴拉链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据悉，该项目是福建省首个镇级

“中风120”试点项目。
中风，又称脑卒中，具有高发

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
发率、高治疗费用的特点，打通脑
卒中急性救治绿色通道对于保障
人民健康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深沪镇外来务
工人员占比高，高血压及糖尿病
患者等高危人群比例高；同时，医
疗资源有限，民众对脑卒中认知
不足，就医延迟率高。泉州市“中
风 120”深沪镇项目通过整合泉
州市卫健委、120急救中心、泉州
市第一医院、晋江市医院等多方资
源，形成“快速识别—上下联动—
分级诊疗—高效转运—精准救
治”的全链条闭环，将大幅提升区
域脑卒中救治能力，为民众构筑
生命健康的坚实防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蔡斌介绍，近
年来，福建省始终将脑卒中防治
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通过完善区
域脑卒中急救网络、推广“中风

120”快速识别理念，显著提升了
脑卒中救治的时效性和成功率。
泉州市“中风 120”深沪镇项目的
启动，不仅是泉州市脑卒中防治
体系向基层延伸的关键一步，更
是以深沪镇为支点，辐射周边、带
动全域的创新探索。

活动现场，通过海报展示，大
屏幕闽南语、普通话“双语”循环
播放等方式，让“‘1’看 1 张脸，

‘2’查2隻胳膊，‘0’聆听语言”这

一“中风 120”快速识别口诀深入
人心。

“‘中风 120’项目可以进一
步提高深沪镇医务人员和居民对
脑卒中识别的知晓率、院前识别
率，从而提升救治的效率和质量，
提高基层应急急救能力。”泉州市
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洪全龙介
绍，该项目将通过探索区域脑卒中
绿色通道救治网络，推动“政府—
医院—社区”联动，提升区域脑卒

中防控水平，助力分级诊疗和慢
病管理体系建设。

启动仪式现场，泉州市卫健
委向深沪镇“中风 120”项目党员
志愿服务队授旗，并开展“脑卒中
的识别与应急处理”专题讲座。

深沪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试点单位，深沪镇将整合市、镇
医疗资源，致力打造可复制、可推
广的基层脑卒中防治“深沪样
板”，为民众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 李玲玲）
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获悉，近
日，晋江市首个村级120急救点
在金井镇围头村卫生所揭牌，
标志着晋江“市—镇—村”三级
急救网络建设进入新阶段，将
有力缩短农村地区急救响应时
间，打通急救“最后一公里”。

据悉，此次晋江市卫健局
结合全市院前急救站（点）布
局，在围头村卫生所设置急救
点。点内配置急救多功能机

柜、自动体外除颤器（AED）、铲
式担架、急救包、氧气袋等核心
设备，并组建专业急救志愿者
队伍，作为守护村民健康的“第
一响应人”。

揭牌仪式上，同步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活动。主办方通过
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为
村民普及心肺复苏、AED使用
等技能。今后，依托围头村“党
建+”邻里中心，该急救点将常
态化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推动“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
人”的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提
升村民自救互救能力。

围头村卫生所急救点的投
用，是晋江市完善基层医疗急救
体系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晋江
市卫健局将逐步推广建设村级急
救点，通过“硬件+软件”双提升，
构建覆盖乡村的高效急救网络，
实现“现场急救—远程指导—快
速转运”的急救资源智能调度，为
建设健康晋江奠定坚实基础。

配套奖励最高百万元
泉州出台措施 招引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人才项目落地

晋江市健康产业园建设接近尾声
预计6月底正式投用

福建省首个镇级试点

“中风120”项目落地深沪

打通急救“最后一公里”
晋江首个村级120急救点落地围头

晋江美食将有地方标准
“安海土笋冻”“龙湖肉粕”等
首批立项美食清单公布

晋江市第13例
新晋江人王元福赴榕
捐赠造血干细胞

晋江市健康产业园项目（航拍图） 本报记者 秦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