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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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心 榜 单
捐赠人/单位

跑酷熊体能运动中心
蔡志强、李丽玲
李圣依、许静淇

陈丽平
晋江农商银行

中乔体育
苏安慧、苏源鑫

阿秋
爱心捐赠人士
爱心捐赠人士
爱心捐赠人士

英林思音冷冻食品
爱心捐赠人士

张伟滨
爱心捐赠人士

张耿伟
张铭瀚
张锦柔

林锐坪、林静怡
陈美玲

爱心捐赠人士
爱心捐赠人士

晋江马哥孛罗酒店
灵源药业

晋江市陈埭镇西滨中心小学 王浚原
小机灵鬼

晋江市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万顺家族

安海老同学烧烤
陈冠豪、陈思涵

吴律炫
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
晋江市泳装产业协会

李坚钊
陈精炜

爱心捐赠人士
晋江无二装修公司

张志鹏
爱心捐赠人士

姐妹食品
晋江市实验小学凤竹校区 舒梓帅、舒梓萌

晋江市青年商会
安海肖静淳、肖清航姐弟
金井镇佳传口腔门诊

爱心捐赠人士
晋江市科创实验小学罗山校区 何桦霖

刘精龙
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

许贻升

数量（瓶）
3600
2400
1200
90

10000
6000
12000
192
72
24
48

1200
240
480
100
1200
1200
1200
360
2400
480
240
2400
5520
120
96

20000
1200
2880
600
120

10800
2400
1200
2400
120
1200
480
120
1200
504
5010
240
1200
144
480
360
2400
240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 7月 14日至 15日在北京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总结新时
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析城市
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
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重点任务。
李强作总结讲话，对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城
市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
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
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
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
成就，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

展能级、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
居水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生
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
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
市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
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
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
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
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
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
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

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
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
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工作要深
刻把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
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
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
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
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
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
加注重统筹协调。

会议部署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
点任务。一是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
体系。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
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
圈，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二是着力
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精心培
育创新生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

断取得突破；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城市
动能，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充分发
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
作用。三是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
居城市。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
一体规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快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城
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大力发展生活性
服务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牢牢兜
住民生底线。四是着力建设绿色低
碳的美丽城市。巩固生态环境治理
成效，采取更有效措施解决城市空气
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新污染物治
理等方面的问题，推动减污降碳扩绿
协同增效，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五
是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
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
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严格
限制超高层建筑，全面提升房屋安全
保障水平；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
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加强

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城市公
共安全。六是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
明城市。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
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
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
观；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市
民文明素质。七是着力建设便捷高效
的智慧城市。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依
法治市，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
手段，用好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会议强调，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
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
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
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
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加强城市
工作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激励广大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要坚持实
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下转2版）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昨日上午，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
记张文贤到晋江市信访局接访群众，面对
面听民声、解民忧，现场协调有关部门、镇
街解决污水排放、劳资纠纷等群众反映的
问题。晋江市领导黄建辉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 蔡斯洵

本报讯（记者 柯雅雅 张茂霖）昨日，晋江的天
气格外炎热，午后最高气温达到35℃左右。尽管如此，
前来捐赠爱心水的热心市民、协会企业依旧络绎不绝。

昨日下午，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送来了2400瓶爱
心水，这也是该协会首次参与“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
水”公益活动。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会长张文通告诉
记者，协会参与此次公益行动，得到了协会企业成员的
大力支持，“一抹清凉润心田。我们希望能够尽一份绵
薄之力，为户外工作者和有需要的人群送去关爱。”

拖鞋协会的爱心水刚卸下不久，刚刚下班的爱心
市民许贻升就开车载着240瓶爱心水送到晋江报业大
厦。“现在天气这么热，高温下工作者非常辛苦。我想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他们在夏日感受到一些清凉。”
许贻升还不忘嘱托广大户外工作者，天气炎热，大家要
做好防暑措施，保持身体健康。

正值暑假，本次公益行动也受到许多中小学生的
广泛关注。昨日上午，就读晋江市科创实验小学（罗山
校区）三年级的何桦霖，在母亲杨蓉蓉和哥哥姐姐的陪
伴下，送来了480瓶爱心水。

杨蓉蓉介绍，前一天，何桦霖外出时看到路边工作
的环卫工人十分辛苦，于是就递给那位环卫工人一瓶
水解渴。父亲看到他的举动后，告诉他晋江经济报社
正在开展爱心捐水活动，于是他第一时间用自己的零
花钱购买了这些爱心水。

“我觉得高温下的劳动者非常不容易，所以我用零
花钱买了些水送给他们，希望能让他们在夏日里体会
一些清凉。”何桦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来自东石镇塔头刘村的刘精龙也托人送来了360
瓶爱心水。据悉，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夏日送清凉·请
喝一瓶水”公益活动。“我长期在澳门工作，从微信朋友
圈里知道了这个活动。现在天气这么热，我只是想为
高温下的劳动者做一点事。今后，我会继续参加这个
活动。”刘精龙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简明新闻

热心市民协会企业
爱心赠水不停歇

凤凰花开后的晋江盛夏，因为
教育带来的欢喜有千百种——

2006年随父母定居晋江的江西
人陈庚，以675分的高考成绩录取北
京大学。以池店三省小学这所乡村学
校为起点，陈庚最终叩开燕园之门。

“我的孩子都在英林镇区读书，
老大已工作，老二读大学，老三刚小
学毕业。”一封手写寄给晋江市政府
的感谢信，道出一位新晋江人生活
里朴实且珍贵的“小确幸”。

“今年，晋江普高招生计划增加
至18120人。”对比去年，今年晋江普
高升学率提升 10%的消息，成为所
有初三考生的福音，学位刚性缺口
问题得到显著缓解。

…………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是城市的基

石，是产业的引擎，是国家的未来。去
年，晋江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总支出占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32.93%，保障
全省县域规模最大的12.08万名随迁
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再看晋江今
年交出的“高考答卷”：特控、本科上线
率超过全省上线率，特控上线维持在
3000人以上高位；全省历史方向前50
名、物理方向前100名的尖优考生人
数比去年翻了将近一番，大部分学校
都有600分以上高分考生；清华北大、
强基计划、少创班等“国家选才”项目
全面突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前，晋
江持续缩小区域、城乡、学校、群体

“四个差异”，建立城乡共同体促进
公共服务均等，不断优化教育环境、
完善教育生态、提升教育水平，让群
众福祉更殷实，让这座城市更宜居。

一座城市的“均衡密码”
今年 9月，英林中心小学（新校

区）就将投用招生。
英林镇英林村村民老洪乐开了

花，他的小孙子刚好念完幼儿园，可
以“无缝衔接”读上这所“家门口”的
优质小学。

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是一座
城市最大的吸引力。早在2022年2月
14日，英林中心小学与晋江市实验小
学就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将英林中
心小学纳入晋江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统一管理，农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
可享有与城市一样的优质教育。

在晋江，集团化办学是城乡教
育均衡的“密码”，晋江一中和华侨
中学的携手最为典型。

2013年，晋江一中、华侨中学开

始联合办学。自此，两校办学理念
共融、课程共建共享、教学共研共
进、文化共生共荣。在科学统筹、有
效整合各自优质资源的推动下，华
侨中学吸引力大增。当然，华侨中
学在提升教育质量的同时，也为晋
江一中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初中毕
业生，实现了双赢。

近年来，晋江市通过深化教育
综合改革，推动优质学校与薄弱学
校集团化办学，形成“名校带新校”

“强校带弱校”的教育发展格局，打
造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链。集团化
办学也让晋江的名校由零散的“盆
景”变为成片的“风景”。目前，晋江
共有教育集团 40 个，成员学校 63
所，新增、改造优质学位 8.2万个，优
质资源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既需要
办学模式的创新突破，更离不开师
资力量的硬核支撑。

今年是南侨中学初一英语备课
组组长许华华从教的第16年。面对
改版后难度提升的初中英语教材，
以及基层小学相对薄弱的英语基
础，许华华和同事们深感紧迫——
今年3月，南侨中学联合衙口中心小
学、尊道小学、侨英小学，共同启动
了龙湖片区小初英语衔接项目。

为此，南侨中学初一英语备课
组在每周的例行教研会上，特别增
设了“小初衔接”专项研讨环节。内
容上，他们从音标拼读教学切入，着
力改变学生依赖机械模仿的学习习
惯；教法上，则充分考虑小学生认知
特点，在课堂中融入趣味游戏活跃
氛围，并推动师生单向交流向生生
互动对话转变。

在这场双向奔赴的深度交流
中，小初英语教学衔接的壁垒被逐
步打破，知识的过渡更自然、能力的
衔接更顺畅，为初一新生筑牢了从
小学到初中的英语学习“过渡桥”。

一组数据的“扩容哲学”
“今年普高升学率70.02%，意味

着比去年多了2500个孩子能圆高中
梦。”不久前，在晋江市 2025年秋季
招生政策现场咨询会上，家有初三
考生的家长吴欣茹在听到这个好消
息后十分欣喜。

今年，晋江积极挖潜扩大招生
规模，系统推进学位动态调整，重点
解决普高学位刚性缺口问题，有序
扩大招生规模，其中，恒一高级中学
即将投用；4所中职学校各增办 4个

综合高中班，提供880个普高学位和
160个中职“3+4”贯通培养学位。

在位于池店镇古福村的恒一高
级中学校园内，施工人员正在进行
操场草皮铺设收尾，首批清北名师
已经入驻，学校进入软硬件调试阶
段。今年9月，这所崭新的学校将正
式迎来首届400名高一新生。

包括恒一高级中学在内，晋江
储备的 30个普高扩容项目，如同毛
细血管般延伸，全部建成投用后，预
计可增加学位 2.88万个，从而满足
2029年的“过峰”需求。

教育，全面激发了池店的人气
和活力。

一组数据尤为清晰：近五年，池
店镇小学生人数从 20302人攀升至
26014人。在全国生育率普遍下行
的背景下，这一逆势上扬的态势尤
为亮眼，其背后正是池店片区改造
升级释放的强大动能。

为满足持续增长的就学需求，池
店片区教育配套设施建设不断提速，
高标准小学与现代化幼儿园几乎连
年拔地而起并投入使用。这些举措
有效缓解了学位压力，优化了区域教
育资源布局。其中，备受瞩目的泉州
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将于今秋正
式启用。这所新校的落成，不仅将大
幅扩充池店镇的优质学位供给，便捷
满足周边社区儿童就近入学需求，更
标志着，池店在引进高校资源合作办
学、提升区域基础教育品质的道路上
迈出了关键一步。

池店并非教育配套加速完善的
个例，而是晋江全市统筹推进教育
发展的生动缩影。

据统计，仅2021年以来，晋江在
教育领域的建设项目就有140个，计
划总投资约 107.82亿元，已建成晋
江一中池店校区、晋江学校、紫华中
学（养正中学科创校区）、高铁实验
小学、磁灶实验小学等项目。今年，
晋江还将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区、重
点片区教育规划布局，计划竣工投
用28个项目，总投资23.8亿元，预计
新增、整合学位2.6885万个。

一间教室的“生长力量”
“‘5G课堂’特别有趣！能和远

端的小伙伴同上一堂课。老师讲解
生动，我们还能实时交流想法、分享
收获，一起进步成长。”“5G+专递课
堂”上，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学生黄
鑫彤收获颇多。

去年8月，晋江二小完成回迁，全
新校区先进的软硬件设施为“5G+专
递课堂”的深度应用提供了强大支
撑。仅过去一学年，晋江二小便携手
青阳街道崇德小学、内坑镇三民中心
小学、池店镇唐厝小学等6所学校，构
建起结对帮扶网络。通过定期邀请
名师及青年骨干教师“云端”授课，优
质教育资源得以跨越时空限制，精准
输送到结对学校的课堂上。

“‘5G+专递课堂’的核心价值，
在于创新城乡教育帮扶机制，让基
层学子足不出校即可共享优质教育
资源，这不仅是推进教育现代化、信
息化的有力抓手，更是推动晋江基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晋
江二小党委书记、校长傅彩虹观察
到项目实施后，课堂生态的显著变
化：教学方式更趋多元，师生互动更

为活跃，学生自主探究与合作能力
显著提升，学习习惯亦明显改善。

数据印证成效：自 2023年秋季
“5G+专递课堂”启动以来，晋江已成
功搭建 105对晋江市级及 10对泉州
市级结对帮扶学校，有效弥合了区
域、城乡、校际间的教育差距，真正
实现了优质教育的“零时差”共享。

在教育均衡发展的浪潮中，晋
江一间间教室里，正悄然孕育着蓬
勃的“生长力量”。

去年秋季，晋江市第三实验幼
儿园“台胞子女班”迎来首批小班新
生。这也是我省首个学前台胞子女
班。

台胞王科举来晋江创业已有 5
年，目前一家人都在晋江生活。去
年暑假，得知晋江三幼面向台胞子
女开放，王科举一家兴奋不已，第一
时间给儿子报了名。开学第一天，
陪着儿子参加幼儿园充满仪式感的
开学典礼，畅玩“簪花围”“说咱闽南
话”等非遗游园项目，王科举幸福感
满满，为晋江教育点赞。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秋季，晋江
将在晋江学校、晋江市第二实验小
学象山校区正式开设初中、小学台
胞子女班，为在晋台胞子女提供优
质教育服务，以实际行动增进两岸
同胞福祉、促进融合发展。

城乡教育共同体的搭建，不是
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深刻的教育
生态重构。如今，从操场上奔跑的
孩童到实验室里钻研的少年，从乡
村课堂的琅琅书声到城区校园的创
新实践，晋江的教育故事，正在书写
着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成长密码”。

开栏语：7月9日，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举行。会议的召开，对于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走出一条
具有福建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县域是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即日起，晋江经济报推出“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系列报道，聚焦晋江大力实施的“七大共富”行动，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晋江在打造共同富裕县域范例过程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在推动产业升级、创业增收、城乡融合中的鲜活探索，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上
的创新实践，在激活乡村资源、夯实基层治理上的突破举措，在推动绿色转型、丰富精神文明中的务实作为，呈现城乡面貌蝶变升级、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的幸福图景。

教 育 赋 能 润 城 居
本报记者 蔡斯洵 蔡红亮

课间时分，晋江学校的学生在宽敞的楼道里交流讨论。正式纳入晋江一中教育集团管理后，该校进一步实
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