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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工程”，更是在耕耘未
来、播种希望。

在青少年人生“拔节孕穗期”，南安市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拓展“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不断创新举措、丰富载体、打造品牌，持续强基础、
富内涵、聚合力，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枝繁叶茂、高质量发展，让广大未成
年人沐浴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融媒体记者 黄耿煌 陈灵 通讯员 洪小双 苏开明

新举措解新题
德润南安佑未来

“让我们家乡的革命先辈在舞台屏幕
上活起来，传承弘扬红色基因，这是我的梦
想。”近日，南安市“五老宣讲团”成员、退伍
干部洪振天在讲述自己历时3年点滴挖
掘、收集创作出福建省首部闽南革命题材
电影剧本《闽南红二支队》的经历时，不禁
加大了分贝、湿润了眼睛。他真挚的讲述感
动了台下一众青少年学子。

“五老”宣讲品牌是南安市在回答“如
何用青少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党的
创新理论、传承红色基因”这一课题时，探
索实践出的德育品牌之一。南安市关工委
吸纳435名“五老”宣讲员，组建33个“五老
宣讲团”，以“请进来+走出去”聚焦学习需
求，变“固定讲台”为“流动课堂”，点亮青少
年的“开学第一课”；以“普通话+地方化”聚
焦情感共鸣，将思想深邃的“理论套餐”变
为通俗易懂的“农家小菜”，以“乡音”传“党
音”；以“大主题+小故事”聚焦资源优势，变

“大火快炒”为“慢火精炖”，以榜样的力量
浸润未成年人心田。富有特色、接地气的宣
讲，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要有新思
路、新举措。”南安市委文明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南安市高标准、高质量谋划
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德政工
程”，通过抓牢体制机制设计、活动阵地建
设、实践活动指导，持续强基础、富内涵、聚
合力，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
环境，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再
上新台阶。

创新成果迭出
助力“少年强则国强”
在鼓励和推动之下，一个个创新案例

模式在实践探索中形成——
在制度创新上，面对“在校生人数庞

大、学校众多，法治进校园存在零散化、碎
片化特点”的问题，南安市检察院和教育局
探索检教合作普法新模式，以“检察官教老
师，老师教学生”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与日常
教学之间搭建桥梁，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
法治熏陶，实现法治进校园全覆盖，法治授
课率提升了近10倍。

在文明创建上，面对“如何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紧扣新时代新征程教育使命，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的时代

命题，南安一中构建一体多维“大新德育”
体系，围绕“二十年以后，国家各个领域的
领军人物有更多南一学子的身影”目标，以

“启仁赋能，大新立人”为创建全国文明校
园行动路径，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
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推动实现知识教育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有机结合，培育“大新”德育精品，铸造文明
校园特色。

在文明培育上，面对“离婚案件中如
何保护好未成年人权益”的问题，南安市
人民法院洪濑法庭在办好案件的同时做
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创新推出“红
领巾法庭”工作机制，为涉未成年人权益
的民事案件建立协同保护机制，开辟绿
色通道，设立“红领巾服务室”、创建“一
案一访”台账制，组建家事调解小组，成
立“红领巾法庭法治宣教基地”，逐步形成
司法审判、联动共治、教育预防“三位一体”
的保护模式。

在心理健康上，面对“青春期学生身心
压力巨大，乡镇家长心理教育意识和知识
不足”的问题，侨光中学开设校本课程《心
理成长课》和心理专题讲座，将课堂作为实
施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并建设心路驿
站，为学生身心发展提供共性的教育方案
和个性化的疏导方案，强壮学生大心脏、塑
造青春“中国心”。

一个个创新性、突破性举措用心用
情用爱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点亮了

“强国有我”的责任心、“拥抱未来”的信
心。南安也将持续培育新亮点、树立新典
型，借鉴先进经验、发挥模范带动作用，
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取得更
大进展，助力他们奔赴“少年强则国强”
的星辰大海。

南安：创新德育 用心浇灌“文明之花”

咱厝咱厝““泳士泳士””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
耗时耗时1717小时小时1616分游了分游了5454公里公里，，系福建第一人系福建第一人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苏凯芳 通讯员吕
培聪 文/图）“我志愿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
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平等仁爱、尊师重道……”8月16
日，泉州市第一医院百名医师高举右手，在
庆祝第七届中国医师节的活动中，重温医
师誓词，拳拳心意化作滚烫的铮铮誓言。

活动分别为“医师节”篮球联赛、手术
安全核查视频比赛、疑难病例MDT演讲
比赛等获奖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并组织
集体观看回顾《峥嵘筑血脉，医路传薪
火》，感悟传承“厚德尚义，格术致知”的院
训精神。

活动还安排了特殊的环节，向满40
年医龄且仍在临床一线工作的医师前辈
致敬，以及对13名医龄满30年医师进行
表彰。据悉，该院满40年医龄的医师共有
27人，其中医龄最长为55年，系该院感染
科医生林琪。

该院副院长吴晓民说：“感谢每一位
医师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致敬每一位
在医疗岗位上默默奉献了40载春秋的医
师前辈们。四十年的光阴是无数次与死神
较量的日夜，是无数次将患者从病痛中解
救出来的坚持与努力，他们用汗水和智慧
书写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辉煌篇章，他们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
为医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谈及对年轻医生们的期望，已经有40
年医龄的血液内科学科带头人朱雄鹏说：

“从医多年来，最大的体会就是活到老、学
到老。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年轻医生们
一定要保持学习的热情，将理论知识转化
为临床实践，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治病的

同时更要治心，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
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

作为该院重症医学科的开科元老，有
着30年医龄的丁志荣主任从新入职医生
手中接过鲜花时，感慨不已。一直以来，很
多人都认为重症室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
但在他看来，这里是离生命最近的地方。他
说：“每天与死神赛跑的救治工作中，我们
没有下班时间，所有医生随叫随到。当一个
鲜活的生命从我们的手中救活过来时，大
家倍感欣慰。在重症医学科当医生一定要
不怕苦不怕累，要有付出的精神。我们的年
轻医生传承着这一精神不断成长，科室整
体救治力量也正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危
重症患者得到了有效的救治。”

表彰大会结束后，医师们参加了游园
活动，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享受一段轻松愉
快的时光。

致敬医师前辈
泉州市第一医院举行第七届医师节庆祝大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王金植 通讯员李
淑媚 林志福 文/图）近日，鲤城区旧馆驿
24号民居完成“气改电”改造，这是鲤城区
首个完成电气化改造的文物建筑。

旧馆驿 24号民居是泉州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旧馆驿古街巷的重要组成建筑，承
载着古城厚重的文化记忆，具有较高的文
物价值。2023年，该民居被盘活利用成为
餐饮空间。

今年4月，鲤城区组织开展全区文物建筑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发现该餐饮空间存
在使用和存储燃气液化瓶不规范等问题，危
及文物建筑安全。鲤城区文旅局第一时间责
令该民居业主和餐饮店责任人停止使用燃气
液化瓶，并指导其后厨改造使用电气设备。然
而，该民居在改造过程中面临两大难题，一方
面是周边电容量不足以支撑餐饮厨房设备用
电需求，另一方面是该民居与片区电表箱相
距较远，电气管线铺设需进行路面破拆。

鲤城区文旅局与市古城办、电力公司等
部门进行多轮探讨，并组织开展专家论证、
技术评估、方案设计等流程，最终提出了一
套具体可实施的电气化整改措施。“改造需
要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力求保障文物建筑
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历史风貌与
文化韵味。”鲤城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今，旧馆驿24号民居顺利完成了电气
化改造，文物建筑安全水平得到提升，电气化
设备也更加符合现代餐饮服务需求，与古宅的
古典美相得益彰。“以往明火导致后厨闷热，长
时间工作难以忍受。”该餐饮空间的后厨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电气化改造后，设备操作既方
便又安全，工作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后厨少了
明火灶，店里的烟火气却丝毫不减。”

鲤城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去，
他们将持续开展全区文物建筑安全排查整治，
督促文物保护第一责任主体切实落实管理保
护职责。同时，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推动文
物活化利用，不断探索更多创新的文物保护方
式，也期待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广泛参与和支
持，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贡献应有之力。

鲤城首个——

文物建筑完成
电气化改造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王金植）16日起，
清源山景区天湖700米栈道及环湖景观改
造提升工程开始施工。

清源山景区天湖路口至天湖广场的700
米栈道及环路路段，因设施年久老化且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改造提升。为进一步完
善景区配套设施，提升游览品质，16日起对天
湖部分区域开展分段封闭施工，具体开放时
间以后续公告为准，请游客朋友经过该区域
时注意安全，根据现场通行指示标识游览。

清源山天湖
700米栈道改造

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成功横渡英
吉利海峡，林曙龙加大了训练力度。游
泳次数、量程一直增加，高峰期时，每天
保持5公里—10公里的游泳里程。

“英吉利海峡这时的温度在17℃
左右。”林曙龙告诉记者，计划横渡英吉
利海峡后，他多次前往外地的水域进行

锻炼。今年7月底，他特地选择浙江新
安江进行6小时的冷水测验。新安江位
于千岛湖下游，水常年冰凉，当时水温
与英吉利海峡接近。根据测验结果，他
适应得不错。

8月8日，惠安县游泳协会组织为
林曙龙壮行，而后他从厦门启程抵达英

国伦敦。
英国当地时间8月14日凌晨4点，

林曙龙从英国的多佛尔海岸莎士比亚
海滩下水，开启横渡之旅。英国当地时
间8月14日晚9点20分，到达法国加
来的海滩，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历时
17小时16分钟。

提早准备 多次进行适应性训练

这是一场心灵和身体的双重考验。
凌晨4点的大海黑漆漆一片，林曙

龙身上戴着英吉利海峡横渡协会要求佩
戴的两盏闪烁灯，一盏在头上，一盏在腰
上，以便黑暗中能被一眼看到，保障安
全。随行的导航保障船，是三名陌生的外
国人：船长、观察员、营养补给员。

对于横渡选手来说，完全由陌生人
导航、陪同横渡，本身也是一项挑战。横
渡食品，林曙龙只带了13个能量胶，因
为他计划在14个小时内完成挑战，刚
好一小时补充一个。

林曙龙介绍，出发后的前12小时
风平浪静，游得还算顺畅。当时距离最

佳登陆点3公里左右，按正常配速一个
多小时就能够到达。他十分欣喜，琢磨
应该以什么样的姿势登岸。谁知就在那
时，船长喊话说，遭遇强流带偏，距离登
陆点变远，横渡成功希望渺茫，问是否
继续。“我抬头一看，海岸线居然消失
了，剩下茫茫大海，心情一下子从天堂
跌入地狱，咬牙回复‘继续游’。”

大概又游了3小时左右，强流再次
袭来，船长第二次确认是否继续。林曙
龙说，想着前辈的鼓励，要“抱着视死如
归的心态”游，于是继续前进。大概游了
1个小时，天黑了，船长第三次确认是
否继续，同时提醒速度太慢、顶流太慢，

大概还需要2—3小时才能抵达岸边。
“我会坚持到底！”他下定决心，加快了
速度。

最后一个多小时，身上带的能量胶
全部吃完，没有东西可以补给，他继续
咬牙坚持，全力顶流加速。最终，在船上
人员的呐喊助威声中，他安全抵达法国
海滩。

“很艰难，全身疼痛，无论如何，我
完成了梦想，明天我要睡一天。”回忆起
成功登陆后划过脑海的想法，他不由自
主地笑出声来。他说，因为多次洋流影
响，整个游程在54公里左右，比计划多
出20公里左右。

艰难挑战 遭遇强流一度偏离路线

横渡英吉利海峡，被称为“攀登游
泳界的珠穆朗玛峰”，是全球公认挑战
难度最大、挑战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
远的横渡海峡运动，也是许多游泳爱好

者的终极梦想。
数据显示，自1875年以来，全世界只

有1500多人横渡成功。截至目前，中国大
陆有4个单人横渡成功，分别为张健、谢延

红、陈苏伟，还有此次挑战成功的林曙龙。
目前，林曙龙还在英国休息，计划

于8月23日回国。“这次挑战花费太多
钱了，回去要好好工作。”他笑着说。

成功横渡“花费太多回去好好工作”

今年35岁的林曙龙是惠安县螺
阳镇锦东村人，在学校时就酷爱体
育运动。大学毕业后，他爱上游泳，
即便从事的外贸工作繁忙，也一直
未间断，后来成了惠安县游泳协会
的会员。2023年 7月 11日，他与协
会的张连锋、王文辉游泳横渡23公
里的琼州海峡。这次成功挑战，给了
他极大的信心。

今年年初，他获悉有个外国人
排期3年的英吉利海峡横渡名额要
转让。虽然代价不菲，但他没有过多
思考就接下来了，“毕竟，横渡英吉
利海峡是许多游泳爱好者的梦想”。

英吉利海峡，又名拉芒什海峡，
是分隔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法国，连
接大西洋与北海的海峡。海峡长560
公里，最狭窄处又称多佛尔海峡，宽
34公里。英国的多佛尔与法国的加
来隔海峡相望。

英吉利海峡水温低、跨度长，洋
流复杂，海浪汹涌，海面上经常起
雾，难辨方向，常年平均水温只有
13℃，夏季也只有14℃—17℃，因此
被称为“水上珠穆朗玛峰”。此外，横
渡过程中需要应对多次水流变化，
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爱好游泳
携队友横渡琼州海峡

登陆法国的海滩后，林曙龙握拳挥扬：“我成功了！”8 月 14 日，这个来自
泉州惠安的男子，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征服了万里之外的英吉利海峡。

英吉利海峡直线距离约34公里，林曙龙挑战途中多次遭遇洋流，最终耗
时17小时16分，游了54公里成功横渡。他也成为独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福建
第一人、全国第四人。

8月16日，本报记者连线还在英国的林曙龙，了解他不断挑战自我的故事。
□融媒体记者 廖培煌 张文璟/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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