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游怡冰）4 月
2日，泉州市第 33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
动——走进开发区暨“产教融合 税聚
合力”税校企战略协作协议项目正式落
地。泉州市税务局、黎明职业大学、特步
集团三方在现场签订协作协议。

“产教融合 税聚合力”税校企战略
协作协议是税务机构合并以来，泉州
市税务部门参与签订的第一个税校企
战略协作协议，标志着跨部门联合、跨
区域联动的税收共治大格局正在不断
深化拓展。

该合作项目以泉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税务局为试点单位，旨在以创新为
引领、以合作为载体，通过共研税收课
题、共创科技成果、共谋发展共赢、共
筑人才高地、共育新质生产力等合作

方式，深化产学研税融合，发挥高校作
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作用，为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税动能”，三方协
作促进税务链、教育链、产业链的有机
衔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

共赢，形成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做法，进一步调动社会各界
的参与积极性，为共同服务新质生产
力，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
能添力。

产教融合 税聚合力
税校企战略协作项目落地泉州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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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民星”企业的默契碰撞。
“我起个头，这2000万元是恒安的

责任，也是我们作为‘民星’企业的心
意。”4月1日下午，一场关心关爱孤独症
儿童的特殊座谈会在晋江举行，约30家
企业围桌而坐。孤独症儿童被称为“星星
的孩子”，而这样一群为星娃奉献爱心的
民企，足以让人尊称为“民星”企业。在恒
安集团创始人、晋江市慈善总会会长许
连捷的带头认捐下，现场企业家们踊跃
捐款、争当“民星”，2000万元、1000万
元、500万元、200万元……短短一个小
时，认捐资金火速超过一亿元。

今年4月2日是第十七个世界孤独
症日。“孤独症发现难、医治难、上学难、
就业难……据不完全测算，泉州有孤独
症患者超过1万人。”座谈会上，市人大
常委会研究室负责人结合参与孤独症监
督调研的切身感受，与大家分享了3年
来泉州市人大常委会连续开展关爱孤独
症监督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当前
泉州孤独症家庭面临的现实困难，催生
了与会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建辉用“感动
与感谢”、“责任与担当”分享了他现场的
心情，他说，孤独症群体的康复成长是一

场人生马拉松，每一段路都需要各级党
委政府、社会各界源源不断的关心、帮助
和支持。“我们希望通过建立孤独症关爱
的一个联盟、一个平台、一个基金的全生
涯周期关爱体系，把大家的力量聚集起
来，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创
造孤独症关爱的泉州模式，真正让孤独
症儿童及其家庭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作为企业经营者，热心公益、肩负
起社会责任，也是一种修行。”现场的企
业家、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仅仅一个
小时，现场认捐资金超一亿元。据悉，这

些资金将全部汇入泉州市孤独症关爱基
金，用于帮扶孤独症群体。

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
在中央和省、市密集出台的一系列“硬
核”举措的协同发力下，泉州民营经济发
展态势回升向好，为泉州民企实力助困、
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
在前天，因为一个特殊群体而相聚，既彰
显了泉州民营企业家的大爱精神，更是
他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义利兼顾的一
次具体行动。

□融媒体记者颜雅婷

一场爱如潮涌的“民星”座谈会——

一小时认捐超一亿元

以人为本
健全关爱守护体系

孤独症是一类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
经发育障碍性疾病，根据第二次全国残
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孤独症已成为我
国儿童精神类残疾的最大病种。按我
国儿童孤独症患病率 7‰测算，目前，
晋江全市有孤独症患者（0-17岁）超过
2000名。

每一名孤独症儿童的背后，都是一
个沉重的家庭。

家住晋江市梅岭街道的吴女士有两
个孩子，大宝12岁，小宝4岁，均在2岁
时确诊为孤独症。吴女士算了一笔账，仅
大宝的康复治疗，平均每个月要花费约
6000元，一年下来需要7.2万元，其中，
不同的课程需求和频次，对应不同的费
用。“我们家庭经济有限，只能在可承担
的范围内选择最好的，还有一些孤独症
患儿一个月就要1万元的治疗费用。”一
边是需要长期陪伴的孩子，一边是高昂
的治疗费用，对吴女士这样的孤独症家
庭而言，长年持续不断的治疗费用是一
大难题。

“孤独症儿童的家长承担着沉重的
经济、精神压力。”泉州市人大代表、晋江
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李燕玉认为，要加
大对孤独症群体的关心关爱，如对备案
的孤独症家长给予更多的经济支持等。

2023年9月起，晋江在福建省、泉州
市相关政策基础上叠加出台帮扶政策，
每人每年不超过2.4万元，每月不超过
2400元。其中，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服务
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不超过 2.7 万元，
每月不超过2700元。据统计，2023年，
晋江全市康复救助孤独症儿童200人，
发放补助金 358 万元。以吴女士为例，
她的两个孩子每人每年能够拿到2万余
元补助。

孤独症家庭的困境是多维度的，需

要各方力量从多渠道提供最大的帮助。
2023年5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专门成
立调研组，深入相关部门、镇街、企业、学
校调研关爱孤独症工作。

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的推动下，晋
江市教育局进一步完善融合教育支持保
障体系，在全市12所普小设置13个特教
辅读班，保障孤独症儿童接受教育的权
利；晋江市卫健局、教育局、财政局、残联
等部门联合制定印发《晋江市开展0-6
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工作方案
（试行）》，并加大资金投入，打造专业儿
童康复场所，开设儿童康复科；民政部门
每年给予晋江市晨露儿童潜能开发中心
10万元康复设备经费补助，优化提升孤
独症儿童康复环境；晋江市残联联合晋
江市总工会从2023年起举办该市首期
孤独症儿童爱心暑托班，解决孤独症儿
童家长暑期看管难题，为家长提供“喘息
服务”。

慈善潮涌
捐资助力构筑爱心长城

晋江素有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优
良传统，特别是晋江的民营企业家们，富
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在纵横商
海的同时，热心公益慈善、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等事业。在关爱孤独症群体方面，
晋江的民营企业家们也没有落下。

2日上午，在泉州市 2024 年“世界
孤独症日”主题活动现场，泉州市孤独症
关爱联盟、孤独症关爱基金、孤独症关爱
网络服务平台正式启动。现场，晋江企业
家们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发扬晋江人
团结拼搏、乐善好施、奉献社会的优良传
统，慷慨解囊，倾心助残，体现责任担当。
其中，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捐赠2000万
元、恒安集团捐赠1000万元、恒安集团
总裁许清流家族捐赠1000万元，利郎集
团、柒牌集团、中乔体育、劲霸集团、九牧
王集团、菲莉集团、晋兴集团、特步集团

等爱心企业各捐赠500万元。
长期以来，晋江民营企业积极组织

公益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注
孤独症儿童的成长，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关爱与支持。

今年3月31日，中国人寿晋江市支
公司为晋江100名孤独症儿童免费购买
意外伤害保险，总保额达1240万元。“我
们根据晋江市残联提供的名单，为晋江
100名孤独症儿童免费提供总保额1240
万元的意外伤害险，希望能切实减轻一
部分孤独症患者家庭的医疗负担。”中国
人寿晋江市支公司副总经理李小城表
示，今后，还将尽力帮助更多困难群体，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建设和谐社会贡
献一份力量。

助力就业
社会力量共筑成长之路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孤独症的认识
和关注度日渐提高，越来越多“星星的孩
子”开始走出自我、融入社会。

“孤独症是世界性难题，需要长期的
康复教育和训练方能有所改善。”晋江市
残联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世界孤独症日的
主题为“全生涯服务，全方位关爱”，其中，

“全生涯服务”意味着从孤独症确诊开始，
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和支持，
包括早期诊断、干预治疗、教育支持、职业
培训以及成年后的生活安排等。

位于晋江市新华街的爱心帮帮团晨
露爱心书吧内，孤独症青年小周和小陈
正在为顾客调制饮品，动作十分熟练。该
书吧是晋江首家孤独症青年辅助性就业
基地，于2023年开业，专门用于扶持18
岁以上的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

书吧负责人黄玉需同时也是晋江市
晨露儿童潜能开发中心创始人，作为孤
独症康复领域的从业者，她更加了解大
龄孤独症患者的难处。“孤独症患者缺乏
与普通人交往的能力，但经过康复训练

后，他们能够逐渐融入社会。”
书吧开业半年以来，孤独症青年小

周和小陈的生活也充实了起来。每天早
上一到点就背着书包进入书吧，主动打
扫卫生、整理书籍。“他们每天来上班都
开开心心的，周末放假在家还会不习惯，
情绪也平稳了许多。”黄玉需说，接下来，
书吧还计划开通早餐工程，让孤独症青
年多学习一项技能，也为书吧的经营开
发新途径。

早在2015年9月，晋江市特殊教育
学校在全省率先开办县级的“特教中班
职”，实现县级特校与省级示范校“晋兴
职业中专学校”合作办学，构建“职特融
通”的办学体系。“特殊教育学校现有53
个教学班、学生总数 534 人，其中孤独
症儿童班级有22个，共201人。”李燕玉
介绍。

今年来，晋江鞋企361°生产车间里
经常出现一群特殊的“学徒”，他们在特教
老师的带领下，跟着车间师傅学习制鞋、
制衣。“孤独症孩子的就业一直是个难题，
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把学到
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学校以就业为导
向，组织老师带领职高三年级的学生到公
司开展职前实践，提升学生工作素养，打
通职业教育最后一公里。”晋江市特教学
校老师饶媛萍介绍，除了教授专业技能，
特教学校与企业的联动，更重要的在于提
供与社会接轨的就业平台。

3月11日，晋江特教学校孤独症学生
小雯来到晋江麦都食品有限公司进行职
前实践。在热气车间内，小雯熟练地进行
着蛋挞皮的分检工作。在学校、企业和家
庭三方协作支持下，她于3月18日独立
上岗，三周以来，小雯在企业适应良好，工
作积极性较高，受到车间组长、生产车间
同事以及后勤食堂阿姨们一致点赞。

下阶段，晋江将普及孤独症群体的
健康教育，同时加强筛查诊断及康复治
疗，建立健全孤独症儿童全链条关爱服
务体系，努力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孤独。

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孤独”
——晋江企业为孤独症儿童捐赠关爱基金超亿元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特殊的
孩子：他们目光清澈，却不愿与别人
对视；他们听觉灵敏，却对父母的呼
唤充耳不闻；他们有一定的语言表达
能力，却不和他人交流……这些孩子
犹如天上的星星，在自己的世界里独
自闪烁，他们是孤独症儿童，又被称
为“星星的孩子”。

昨 天 是 第 17 个“ 世 界 孤 独 症
日”，晋江市汇聚各民营企业爱心资
源，筹集爱心款超 1 亿元，为孤独症
儿童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力图
帮助更多孤独症儿童享受更高质量
的康复服务。

近年来，晋江市高度重视孤独症
群体关爱工作，在“晋江经验”的引领
下，推动孤独症儿童关爱事业的创新
发展，建立健全“筛查—评估—诊断—
干预服务”全链条关爱机制，在全省率
先开办县级孤独症教学部，对符合条
件的孤独症儿童开展康复救助“应助
尽助”，用爱心、耐心、责任心守护孤独
症儿童健康全面成长。□融媒体记者
颜雅婷 通讯员林小杰 杨静雯 文/图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高慧子）为进一步
规范预防接种服务，提高疫苗管理水平，确
保疫苗质量和接种安全，近日，我市开展预
防接种专项督导检查，市卫计执法支队派员
参加。

本次督导共抽查各县（市、区）48 家
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包括疾控机构、非免
疫规划预防接种单位、未取得接种门诊资
质的医疗机构。重点检查非免疫规划预防
接种单位和接种人员接种资质、未取得接
种门诊资质的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违规开
展疫苗接种服务、疫苗来源、疫苗质量保
障、疫苗接种流程是否规范等情况。针对
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整改意见，督
促指导医疗卫生机构提高思想认识，强化
内部管理，充分认识预防接种和疫苗安全
的重要性，提升接种服务质量，保护人民
群众健康权利。

规范预防接种服务
我市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王树帆 通讯员
王建平）近日，泉州市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公布2023年度泉州市科技特派
员正向激励考评结果，通过对泉州13个县
（市、区）科技管理部门进行考评，南安市、惠
安县、晋江市获评“优秀”等级，将分别获得
50万元、30万元、20万元奖励。

来自市科技局的消息，截至去年12月
31日，全市建立科技特派员工作体系的乡
镇（街道）共142个，占比达到86.59%。我市
先后征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农户、其他
经济体对接需求5175条，征集人才智力服
务和科技成果转移对接清单100多项；新选
认省、市级科技特派员个人 863 个（省级
259人、市级604人）、法人（团队）135个（省
级93个,市级42个），累计选认省、市级个
人科技特派员4620名，组建法人（团队）科
技特派员519个，实现创业和技术服务行政
村、三产全覆盖。

为推动科技创新创业，我市还新建市
级星创天地13个，孵化企业（团队、创客）
139家，累计培育各级星创天地117个，数
量居全省第一；先后争取省级科特派补助
项目 11项、星创天地建设补助项目 4项，
争取省级工作经费495万元，立项市级科
特派补助项目 22 项、星创天地建设补助
项目9项，下达市级科技特派员项目经费
480万元。

为让科技服务更加贴紧各地实际，我
市率先在全省启动揭榜式选认科技特派
员——由各县（市、区）围绕主导或特色优
势产业，面向服务对象发布技术需求榜，
有意向的单位都可申请揭榜，目前已揭榜
选认42个“链式”复合型科技特派员团队
（法人）。

我市公布2023年度科技
特派员正向激励考评结果

南安惠安晋江
获评“优秀”等级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林书修）在日前发
布的“2023年度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带动就
业企业光荣榜”上，我市九牧集团、迷彩梦研
学户外拓展公司两家企业成功入选。3月28
日，我市召开2024年泉州市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座谈会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授牌、

“圆梦泉城”退役大学生士兵创业资助项目
颁奖仪式。

仪式上，宣读了我市入选“2023 年度
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带动就业光荣榜”企业
名单；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为“泉
州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授牌并为“圆
梦泉城”退役大学生士兵创业资助项目进
行颁奖。

近年来，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始终把
保障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作为全市退役军人
事务系统重点工作，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
供金融、税收、培训及招录等方面政策支
持，通过建桥梁、搭纽带、拓平台，激发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热情。去年以来，我市成功举
办了泉州市“工行杯”第三届退役军人创业
创新大赛，全市共有 40 个企业（团队）参
赛，推荐3个优秀项目参评省级复赛，3个
项目分别获得2个一等奖、1个三等奖的佳
绩；我市还通过开展退役大学生士兵“圆梦
泉城”创业资助活动，遴选资助10个优秀
项目；开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申报评
审工作，共有19家单位被授予市级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园地。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全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持续
主动作为，为军创企业提供“有力度”的支持
和“有温度”的服务，及时解决军创企业反映
的瓶颈问题。同时，将通过积极打造服务平
台等，激发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热情，推动退
役军人高质量就业、高水平创业。

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带动
就业企业光荣榜发布

我市两家企业上榜

在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里在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里，，孤独症儿童正在做手工孤独症儿童正在做手工，，描绘他们眼中的多彩生活描绘他们眼中的多彩生活。。

（改）一小时认捐超一亿元

肩：
主：一小时认捐超一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