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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记者昨日从晋江市长专
线办获悉，本周二（8月2日）下午3时至5时，青阳街道
办事处主任蔡少林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本周四
（8月4日）下午 3时至 5时，梅岭街道办事处主任洪志
新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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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12345市长专线电话，或
扫描二维码进入“市长专线直通
车”微网站，进行咨询、提出意见
和建议。

本报记者 林小杰

7月的尾巴，一波波强对流来袭。昨日，受西南气
流影响，晋江部分地区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降水，虽然整
体量级不大，但也送来了一波短暂的清凉。不过，晋江
大部分地区整体气温仍居高不下，闷热感如影随形。

好消息来了！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了解到，8月
开始，雨水将再次“登门”，高温暂时“回避”。受热带对
流云团影响，从今天起，一场降雨过程将给晋江降降
温。雨量从明天起开始加大，从小雨转为中雨，而最高
温将降至 30℃，最低温在 25℃徘徊。瑞雪提醒市民朋
友，出行记得携带雨具，提前防范强对流天气。

今天多云转小雨，27℃~35℃，沿海西南风3~4级；
明天小雨转中雨，26℃~31℃，沿海偏东风3~4级；后天
中雨，25℃~30℃，沿海偏南风3~4级。

青阳街道、梅岭街道
本周轮值接听市长专线

雨水再“登门”
高温将“回避”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7月30日上
午，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明元主
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
学习会，围绕《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
平福建足迹》读本开展学习交流。

王明元要求，要把学习贯彻《闽山
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读本
精神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带着感情、

带着责任，全面系统学习，以实际行动
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

王明元强调，要坚持以“晋江经验”
为引领，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大力度推进

“五个年”活动，统筹好经济运行、项目
攻坚、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以优

异的成绩单，交出传承弘扬“晋江经验”
的最好答卷；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关
键少数”作用，当好示范、做好表率，带
头学习、带头调研、带头践行，带动广大
党员干部积极学习领会，更高水平、更
深层次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推进全方
位高质量发展超越，为“晋江经验”注入
新的时代内涵。

晋江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会召开

晋江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在“晋江经验”指引
下，政企同心打拼出来的。

长期以来，正是因为有一大批企业勇争先、敢
创新，晋江经济发展才能平稳向好；晋江党委政府
则始终如一，既站在企业前头因势利导，又站在企
业后头做足支撑。

良好的政企互动，推动“晋江经验”持续焕发
活力。

不久前，本报报道了“晋江首批民企青年人才
到机关单位挂职”的新闻，讲的是晋江首次组织民
营企业青年人才到机关事业单位兼职。首批15
名企业青年人才将被选派到经济管理、产业创新、
人力资源、要素保障等领域的15个市直部门兼职
正职助理。

站在“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的节点，此举不
仅是良好政企互动传统的延续，更是借力借智，推
动政府部门决策部署“有的放矢”，真正为企业发
展排忧解难。

受访的企业青年人才说，作为“晋江经验”的
践行者和受益者，将积极融入、努力实践，当好“学
生”“参谋”和“桥梁”，努力学政策、学管理、学格
局，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真知灼见”。

对于晋江来说，送政策是手段、解难题是重
点、优服务是根本。企业青年人才深入职能部门
一线，和党员干部们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定
能汇聚起更强大的合力，构建起民营企业与政府
部门的新桥梁，实现政府、企业“双向奔赴”。

三羊

政企“双向奔赴”

助力

▲

商家带着“地图”送爱心水

“清凉一站”地图正式上线后，引发爱心企业、商家
接力续航。昨日上午，跑酷熊少儿体能运动中心打进
本报热线 82003110，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参与公益、奉
献爱心。该运动中心负责人洪健帅说，“我们已购买
150箱矿泉水，想送到‘清凉一站’赠水点。”

新鲜出炉的“清凉一站”地图帮了洪健帅一个大
忙。他根据地图，带着运动中心的体能老师，先后为万
达爱心小屋驿站、新华书店（晋江书城）、晋江农商银行
罗山支行、心怡幼儿园、晋江报业大厦等5个赠水点送
去“爱心水”。

在晋江金融广场“清凉一站”赠水点，满头大汗的
货车司机李逍云拿起一瓶水“咕咚咕咚”开喝。“天气很
热，送货路过就领了瓶水喝。现在有了地图，更方便
了，想喝水的时候可以查查附近有没有赠水点。非常
感谢公益行动，觉得特别温暖。”李逍云说。

“地图上线，大家都积极转发，想让更多的高温下
劳动者受益。”晋江城建副总经理、新佳园控股公司总
经理李德毅说，目前，公司正向盼盼采购2万瓶专属定
制的矿泉水，将配合“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开展赠水
活动，也会主动向环卫工、快递小哥等高温下劳动者递
水，让更多一线劳动者“解渴”。

“晋江农商银行连续多年参与‘请喝一瓶水’公益
行动，是公益行动的‘常客’。今年，我们要捐赠1万瓶
矿泉水，为青阳、罗山、石化、西园等四个支行赠水点
补水。”晋江农商银行综合部总经理白瑾妍表示，此外，
各网点还备有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降暑药品，欢迎户
外工作者走进网点喝杯水、歇歇脚。

反响

▲

一个转发也是一次爱心传递
昨日，一场爱心传递在线下赠水点和线上朋友圈

悄然进行。
在晋江心怡幼儿园“清凉一站”赠水点，园长庄雅

瑜看到本报发布的推文后，马上转发点赞。“为了让更
多高温下劳动者知道这个赠水点，我们开展了一系列
送水行动，为附近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防疫人员等
送去‘爱心水’。”庄雅瑜说。

上午10点，晋江农商银行罗山支行大堂经理柯宝
珊拿起本报，第一眼就看到头版的“清凉一站”地图，还
在左下角找到了“晋江农商银行罗山支行”赠水点，“没
想到短短十几天时间，晋江市区已经遍布‘清凉一站’
赠水点，为公益行动点赞！”

“从地图上看，在我们公司保洁范围的泉安中路、
新华街、塘岸街等区域内，近一些的赠水点有四五个，
远一些的也有七八个，太感谢了。”泉州鸿润环卫相关
负责人林琳琳第一时间将地图转到工作群，并通知各
组组长线下引导，方便环卫工人能够快速找到赠水点。

“一个转发也是一次爱心传递。”远在菲律宾的叶
女士将本报推文转发至公益微信群，发动群友参与爱
心传递。

“公益行动很用心，这是在做一件让更多高温下劳
动者受益的实事好事！”市民陈志刚第一时间点赞推文
并转发，“这是一张‘取走清凉，存入感动’的爱心网格。”

进展

▲

募集“爱心水”超14万瓶
自第五届“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启

动后，爱心企业盼盼食品率先捐赠 5万瓶豹发力矿泉
水；翌日，福建鸿官通信采购并捐赠 5万瓶矿泉水；接
着，晋江城建右文府、晋江农商银行、福建九叔食品也
加入进来，分别捐赠矿泉水2万瓶、1万瓶、1万瓶。截
至昨日，公益行动已募集“爱心水”超过 14万瓶，包括
青阳、梅岭、罗山、西园、池店、陈埭等在内的晋江主城
区“清凉一站”赠水点增至24个，为高温下的劳动者提
供免费矿泉水、临时休息处等爱心服务。截至昨日20
时，24个赠水点共送出矿泉水1.9万瓶。

除了爱心企业加入，还有不少人默默送出“爱心
水”。在“清凉一站”晋江爱心格子铺赠水点，工作人员
补水时发现，桌子上多了一箱“不一样”的水，原来，这
是好心市民偷偷送来的矿泉水；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
学附近经营童装店的洪女士和妹妹骑着电动车，分三
趟把10箱矿泉水送到爱心格子铺“清凉一站”赠水点；
在致敬高温下劳动者体验活动中，多名家长和小记者
买了8箱水慰问消防员。

“清凉一站”地图昨日上线引发爱心接力

商家“按图索骥”把水送进赠水点
本报记者 黄伟强 林小杰

做强“老朋友”，促成新合作，扩大招
商引资“朋友圈”。昨日，记者从晋江经济
开发区获悉，在“全市一区”同向发力下，
经济开发区多维度策划、招引项目，1-7
月，全区已签约招商项目 21个，总投资
92.6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 70%，为社会
经济高质量发展按下了“加速键”。

多措并举
全力提速项目招商

近日，由晋江市委统战部、招商三
局、经济开发区组成的工作组赴杭州、大
连等地，开展港澳台商及异地商会招商
工作。其中，考察医疗技术、生物科技企
业，是经济开发区招商工作人员此行的
重点。

“当前，我们正加快布局医疗健康产
业，计划以产业链招商方式，带动产业链

上下游更多的新合作，打造生命健康产业
项目集聚区，推动园区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经济开发区招商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厚新（晋江）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的
洽谈签约，就是经济开发区在医疗健康产
业结交的“新朋友”之一。

据悉，该产业园项目将聚焦可穿戴医
疗器械、新资源食品原料两大领域，搭建

“一产业一园区一基金”的发展模式，计划
成立规模为5亿~10亿元的生命科学投资
基金，项目首期预计引进 3个子项目，三
年内产值可达10亿元。

不止医疗健康产业，围绕信息技术
产业、智能装备产业的强链补链，经济
开发区还引进了华清电子材料自动化
生产线技改项目、满誉产业机械微工业
园项目、盛达智能石材加工机械研发生
产项目等 9个项目，全面加快新兴产业
的培育。

事实上，聚焦晋江市“4341”产业体
系，结合各园区的产业定位，经济开发区
还分别从传统优势产业补链强链、现代服
务业拓展、园区标准化建设等方面，通过
产业链招商、专业园区招商、主官带队招
商等方式，全面提速项目招引。

在多措并举下，一批“老朋友”如向兴
高端生态智能纺织新材料项目、361度物

流仓储项目等，正加快落地、开工建设；一
批“新朋友”如雅格年产 120万件服装生
产项目、舒坦鞋材生产项目、润邦高端鞋
业制造项目等，也纷纷签约落地。

做强载体
筑牢发展“凤凰巢”

一手“广交友”、强招引，引进新项目；
一手拓空间、优环境、提服务，做强硬支
撑，为项目落地发展筑牢“凤凰巢”。

在安东园，以“房东+股东+综合服务
员”的招投联动模式带动下，由经济开发
区国企策划实施的绿色高端面料整理微
工业园项目，已进入了如火如荼的施工
阶段。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引进 15家以
上后整理精品工厂，助力纺织服装产业
后整理环节的补链强链及中小企业集聚
发展。

此外，经济开发区还累计策划了“全
市一区”创新+产业体项目159个，总建筑
面积达 1339.24万平方米；推进园区标准
化提升项目33个，总用地面积7980亩，预
计新增建设标准厂房 700万平方米以上，
将为各园区新入驻的项目、企业，提供更
加充足、优质的发展空间。

（下转2版）

“全市一区”齐发力“新老朋友”促发展
晋江经济开发区今年已招引项目21个

本报记者 许春 见习记者 周雨莲

“这份清凉，为他们保驾护航，感谢献
出爱心的人们。”“有爱的行为，为晋江点
赞，让高温下劳动者感到满满的温暖。”

“请喝一瓶水，文明一座城。”……昨日，
“夏日送清凉·请喝一瓶水”公益行动特别
策划的“清凉一站”地图在本报及官方微
信公众号发布后，在晋江社会各界引发热
烈反响。

在晋江金融广场“清凉一站”赠水点，工作人员给路过的环卫工人递水。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