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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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茂霖

进入7月以来，晋江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天气炎
热。昨日，晋江市气象局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监
测显示，全市大部分镇街最高气温在34℃~35℃。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局获悉，未来三天，晋江依
旧维持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在 35℃~36℃。明
后天的午后，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届时，或
将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情景，大家出门要记
得备上雨伞。

今天晴到多云，27℃~35℃，沿海东北风5~6级、阵
风 7级；明天多云，部分镇街有阵雨或雷阵雨，26℃~
35℃，沿海偏北风转偏东风4~5级、阵风6级；后天多云
到阴，部分镇街有阵雨或雷阵雨，27℃~36℃，沿海东北
风转偏南风3~4级、阵风5级。

本报讯（记者 李诗怡）昨日下午，晋江市委副书
记陈友爱带队到池店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七一”走
访慰问困难党员，并召开社区“大党委”联席会议。

晋江市领导一行实地察看仕春村二号路延伸段
（汇禾路东拓）道路建设工程项目，并对泉州辉盛鞋业
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检查。随后，晋江市领导一行
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
况和实际困难，鼓励他们保持良好心态，乐观面对生
活，并叮嘱相关部门和镇村，要更加关心关爱老党员和
困难党员，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他们的实际困
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关怀落到实处。

在当天召开的社区“大党委”联席会议上，清濛
村、仕春村分别汇报需协调事项。与会人员围绕变
更有关地块权属、盘活社区闲置资产，以及打通三大
市场“断头路”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形成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案。

会议要求，要持续发挥“大党委”联席会议的组织
优势和资源优势，落实“镇街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强
化统筹协调、协同联动，更好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全面
提升共商共建共治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与安全感。要明确主体责任和工作目标，规定时间
节点和完成时限，推动联席会议定事项、群众关切问题
及时办结办好，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通讯员
施雅韵 詹嘉明）昨日上午，岁金智
谷·晋江新智造产业园成功办理了晋
江首宗工业物业分割转让产权登记，
首批四家企业获得 18宗工业物业产
权证，厂房产权面积达13400平方米。

“工业物业分割转让政策出台
后，开发建设企业可以通过分割转让
的方式降低建设成本，便于上下游企
业入驻，完善园区产业链，从而最大
限度地盘活企业资产、大幅提高用地
效益，我们转型升级的信心也更足
了。”岁金智谷·晋江新智造产业园项
目总经理潘耿能高兴地说，产业园整
体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1400万

元/亩，年纳税额可达30万元/亩。
“通过支持标准厂房按幢（层）分

割转让，企业可购入符合实际生产需
求的厂房或者定制厂房，有效解决了
中小企业用地难题，企业可以直接拎
包入驻，节约了建设成本和时间成
本。”拿着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福建
建登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赵家逸
激动地说，在办理产权登记后，还可
用标准厂房进行抵押融资，进而破解
融资难题。

据了解，晋江市出台的《工业物
业分割和转让的实施意见》，支持符
合条件的工业用地进行物业分割转
让，自留产权比例不低于40%。项目

可选择按幢（层）固定界限为基本单
元，将工业功能建筑产权进行分割、
转让，分割单元原则上不得少于 500
平方米。行政办公、生活服务等配套
用房可以随着工业功能建筑产权以
幢、层、间固定界限为基本单元进行
分割、转让。政策还支持分批次办理
工业物业分割转让，允许新建工业用
地分期办理分割转让手续；允许已供
存量工业用地按实际建设、资金融资
情况，按照自留比例总控制方式，动
态办理分割方案。

“这一政策红利促进传统产业园
区转型升级，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和

‘工业上楼’，有力提升了园区的吸引

力和竞争力，引导工业企业‘退城入
园’，解决中小企业用地难题，推动产
业集聚、产业链配套进一步完善，更
好地促进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晋
江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岁金智谷·晋江新智造产业园
为例，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推行“工业
上楼”模式，建设现代化产业园，将“平
方”变为“立方”，在工业物业分割转让
政策支持下，一期就招引到 27家企
业。签约入驻企业以高新、专精特新、
科技小巨人、上市后备企业等为主，涵
盖智能装备、智能轻工等战略性新兴
行业。这些企业的入驻，带来了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完善了园区产业链，

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
产业链”的生态，助力园区提质增效。

据悉，纳入工业（产业）园区标准
化建设项目可向属地政府提出申请，
由晋江市相关部门联审，报请晋江市
政府研究同意后，工业企业与晋江市
自然资源局签订土地出让补充协议、
确定分割方案，即可按不低于40%自
留比例对工业物业进行分割转让。

下一步，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将持
续改革创新，腾出发展空间、盘活低
效资产，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益，集
成破解要素制约、空间瓶颈，推动晋
江市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 陈巧玲）昨日，由本报
发起的第八届“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
正式启动爱心征集，呼吁全社会以点滴善意传递清
凉，致敬高温下的劳动者。截至昨晚截稿，本报在启
动首日共收到爱心水7290瓶。

酷暑盛夏，热浪袭人。近期高温预警频发，晋江
即将进入“热辣滚烫”的“三伏天”。然而，烈日之下，
仍有众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他们用汗水织就晋江这
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线。

自 2018年发起以来，“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
水”公益行动已累计送出超 90万瓶爱心水，惠及环
卫工、消防员、快递员、电力工人等群体。一瓶水不
仅缓解酷暑，更承载着整座城市的敬意与温度。今
年，活动将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不仅增设“清凉一
站”赠水点，还将延伸至晋江流域，让更多劳动者就
近取水休憩。

昨日，在本次公益行动爱心征集启动后，本报的
热线电话便响个不停，“要怎么捐水？捐到哪里？”

“我要捐12000瓶水，要联系谁？”……
昨日下午，一群身穿白色制服的年轻小伙子带

着爱心水来到了晋江报业大厦。原来，他们是“请喝
一瓶水”公益行动的老朋友——跑酷熊体能运动中
心的工作人员。“今天，我们在朋友圈刷到今年行动
启动的推文后，马上联系了矿泉水厂家，送来了
3600瓶水。”该机构体能教师陈世烽介绍，跑酷熊体
能运动中心作为一家少儿体适能机构，他们深知人
的健康离不开水。看到户外工作者在烈日下辛勤劳
动，该机构希望通过小小的举动，为他们送去一份清
凉与关怀。未来，该机构也会继续坚持公益，将健康
理念与关爱传递给更多人。

除了跑酷熊体能运动中心，还有众多爱心企业
和个人积极参与。不愿意透露名字的蔡先生送来
了 2400瓶水；受朋友影响首次参与公益行动、来自
内坑的便利店老板许先生送来了 1200瓶水；在泉
州工作的幼儿教师陈女士，通过外卖的方式送来
90瓶爱心水……

“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不仅是一场公益行
动，更是一座城市文明高度的体现。一瓶水或许微
不足道，但它承载的是整座城市对高温劳动者的敬
意与关怀。让我们携手，用点滴善意，为晋江的夏天
增添一份清凉！

从木桶匠人到“折叠桌椅大王”，再到
如今的区域家具中心，40年的光景，晋江
池店镇古福村村民用“从无到有”的草根
智慧，书写着晋江人敢拼会赢的传奇。

20世纪 70年代，古福村的匠人便以
制作木桶为生，他们挑担叫卖的身影遍
布泉州乡野。20世纪 80年代初，塑料桶
的兴起让木桶市场遇冷，却也催生了古
福人的第一次转型——当木匠将铁件与
板材结合，便携结实的折叠桌椅横空出
世，迅速席卷全国市场。这个不产木材、
铁件，不足千人的小村，鼎盛时期有七八
十户人家投入折叠桌椅的生产，全村村
民自发分工协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每天，满载折叠桌椅的货车从这里驶向

全国，甚至远销海外。舒华、菲莉等知名
企业，都曾凭借折叠桌椅实现起步。如
今，菲莉每年仍出口数百万张折叠椅至
美国。

折叠桌椅的“狂飙”打开了古福人的
视野。1989年，村民张维春从广东运回一
车玻璃茶几，意外引发订单“井喷”，点燃
了古福人批发家具的热情。20世纪90年
代，随着市场需求的升级，古福家具采购
团频繁出入广州、深圳家具展，将沙发、床
等大件家具引入晋江。1994年，镇村规划
建设古福工业区，30多家村民自建的家具
卖场沿主干道两侧铺开，规模聚集效应促
进了古福家具市场的快速扩张。经过十
多年的发展，到 2010年前后，古福家具一

条街已形成辐射泉州、厦门甚至海外的
“家具中心”，年销售额轻松过亿，成为名
动全省的家具批发地标。

自2020年开始，古福家具市场遭遇电
商低价冲击与房地产需求降温的双重挑
战。不少商家将营业面积一缩再缩，甚至
退化为“夫妻店”。尽管两次尝试成立行业
协会受挫，但古福人的韧性从未消失——
诚盛家具逆势扩张至 1.8万平方米，引入
芝华士等知名品牌，打造专业家居体验
馆，从低端销售向品牌化、体验式服务转
型。近期，池店镇政府也出台“焕新前行”
计划，鼓励企业参与“国补”活动，努力搭
建产业合力平台，推动 30多家卖场共享
共赢。 （详细报道见4版）

“汇集正能量，我们又成功完成了一条道路的改
造！”刚抵达晋江革命老区基点村——安海仁寿村，该
村宣传委员朱礼煌便难掩兴奋，第一时间同我分享了
村里上岭中路竣工的最新消息。

近年来，我多次来到仁寿村，似乎都与路有关。
细数之下，在本届村“两委”班子的任期内，仁寿村
（辖上岭、后桥）已完成了8条道路的改造升级。每一
条道路的蜕变，都见证着仁寿村干群合力、拆房让路
的动人故事。

站在上岭中路宽敞、崭新的水泥路面上，很难想象，
这条道路曾是宽度不足2.5米的“肠梗阻”路段——一半
是水泥、一半是土路的混合路面坑洼遍布，道路狭窄导
致消防车根本无法顺利进入，给村民的生活带来很大
不便，同时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如今，改造后的道
路已拓宽至近5米，消防车通行不再是难题。

“过去，这里有多座无人居住的古厝，长期荒废、墙
体倾斜，大家经过都要小心翼翼。”回忆起往昔的情景，
沿线村民感慨万千，纷纷表示，“现在道路修好了，不仅
大家出行更加方便，心里也踏实多了。”

“这个位置原先是村民朱清爽家的老房子，为了大
家出行更方便、更安全，他带头拆房让路，共让出了2.9
米宽的路面。”仁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翠云
一边指着此次改造拆除的旧厝留下的痕迹，一边介绍
道，“这次道路改造能成功推进，离不开村民的大力支
持，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道路沿线的朱清爽、朱
仲荣兄弟，还有朱英斥、陈玉梅、朱建家等12户村民主
动拆房让路，确保了项目有序推进，让我们非常感动。”

“道路改造涉及拆除多处民宅，我深知这并非易
事。”朱翠云向我坦言，其实这条道路的改造计划早在
几年前就已萌生，此前更是有机会纳入老区村扶持项
目。但当市镇及有关单位领导前来踏勘后，得知该改
造需要拆除沿线众多村民的房屋时，都对项目的可操
作性存疑。但这并没有动摇村“两委”要在本届任期内
完成该项目的决心。

为了兑现这一承诺，仁寿村“两委”带领部分党员
和村民代表积极行动起来，挨家挨户走访沿路村民，耐
心倾听他们的改造意见，做通思想工作。最终，真诚与
坚持也换来了村民们的大力支持。

据了解，此次道路改造费用近20万元。为了解决
道路改造的资金难题，在安海镇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该项目成功入列 2025 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项目，获得了10万元资金补助，剩余的资
金则由热心村民自发捐款支持。

“近年来，村里多条道路建设的背后，都有着村民
主动拆房让路的感人故事。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无私
奉献，我们村庄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发展之路才能越
走越好。”朱翠云感慨地说。同时，她还透露，近期，村
里还将铺设仁寿村村间支路，预计下个月完成，自此，
仁寿村的道路改造工作将基本完成，村庄的交通网络
将更加完善，村民的出行也将更加便捷。

阿火（林伊婷）

晋江成功办理首宗工业物业分割转让产权登记
首批四家企业获得18宗工业物业产权证

第八届“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爱心征集启动
首日收到爱心水7290瓶

池店镇古福村：
从“折叠桌椅王国”到“家具中心”的蜕变

本报记者 钱健铭 曾舟萍

高温天气持续
明后天有阵雨

晋江市领导到池店开展
“七一”走访慰问并召开
社区“大党委”联席会议

即日起，爱心市民和企业商家可

拨打爱心热线 0595-82003110 咨询捐

赠详情。近期，“清凉一站”赠水点也

将对外开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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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7月2日 星期三 天气：晴
地点：晋江安海镇仁寿村

村里又添“连心路”

跑酷熊体能运动中心工作人员将爱心水送到晋江报业大厦。

各方的爱心水不断“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