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用情 呵护未成年成长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承载
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引进专业社工力量，对困境儿童实施
关爱帮扶；探索完善晋江收养评估制度；
实现全市村（社区）儿童之家全覆盖……
今年以来，晋江民政系统聚焦“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工作要求，持续做好儿童福利
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小雯（化名）听力二级残疾，在读初
二，父亲早年过世，母亲、哥哥都是聋哑
人。自卑、迷茫，再加上家庭关爱缺失，小
雯一度迷失了生活的方向。

晋江社工小林的“执着”，给了小雯姐姐
般的关爱和陪伴，不仅邀请、鼓励、带领她参
加未保站组织的各种活动，还链接心理咨询
师和她聊天、疏导，打开她的心结。如今，变

“阳光”的小雯是未保站最积极的小志愿者。
“建立‘专业社工+儿童主任’双向联动

机制，为困境儿童提供探访关爱、结对帮扶、
心理疏导等服务。”据晋江市民政局社会事
务科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该局积极开展
困境儿童关怀服务，引入社会组织、社工和
公益慈善力量等参与未成年人保护，联合社
工机构开展“与爱同行·点亮星空”“点亮微
心愿·童心梦”等关爱活动；同时，进一步完
善结对帮扶、慈善捐赠、爱心捐助、公益创投
等形式，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渠道，推进未成
年人保护和帮扶更加精准化、常态化。

着眼应享尽享要求，晋江市民政局大
力提升基层关爱保护能力。通过夯实工作

队伍建设，实现全市村（社区）儿童之家全
覆盖，按照“分层级、多形式、全覆盖”的原
则，结合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宣
讲进村（居）”活动，稳步推进业务技能培
训。同时，借助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指
导村（社区）进一步摸清儿童底数、年龄结
构、区域分布等基本信息，将儿童关爱保护
资源下沉至村（社区），纳入网格工作清单，
实现困境儿童主动摸排上报，为关爱服务
力量调配和帮扶资源整合提供基础支持。

多元服务 让“养老”变“享老”

养老服务不仅要“老有所乐”，也要
“老有所享”。如今，在晋江市这一梦想照
进了现实。

冬日清晨，阳光透过走廊，洒在永和
镇玉溪村王阿伯满是笑意的脸上。这位因
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的八旬老人，多
年来一直依靠侄儿照顾。然而，随着晋江
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的深入实施，王
阿伯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打扫卫生、聊天解闷、专业按摩……
助老员许金汝每一次上门，都会为王阿伯
提供全方位的居家养老服务，每一个项目

均按照老人需求开展。不仅如此，王阿伯
还是晋江市大力推广家庭养老床位项目
的受益者之一。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已全面开展，针对
老年人的个性化养老需求，由老年人自主

‘点单’，服务商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
精神慰藉等服务，不仅减轻了老年人生活
的孤独感，也为老年人的子女减轻了负担，
让居家养老的家庭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
暖和关怀。”据晋江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
责人介绍，晋江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在册
服务对象1500多人，已累计服务4万余人
次，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达到425张，完成
1737户适老化改造。同时，晋江还出台政
策，为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
护、对完全失能老年人提供护理补贴。

截至2024年6月，晋江共有60周岁
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2.23万人，占全部户
籍人口的17.5%。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近年来晋江精心建成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数智赋能”的
手段打破政府、社会、机构养老的服务边
界，实现数据信息实时联动、监管机制协
调协作、服务水平提档升级，让养老服务

“全息图景”托起“最美夕阳红”。

精细治理 送上民生“微幸福”

聚焦“一老一小”，晋江市民政局持续
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把暖心服务
做到家门口，用精细治理为居民打造“幸
福晋江”。

周末上午，家住罗山街道华泰社区的
钱小英来到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心
和邻居们谈天说地，房间内充满欢声笑
语。陈阿婆则带着孙子孙女来到家庭驿站
参加活动。“一家人偶尔到邻里食堂吃
饭，味道好，价格也便宜。”钱小英今年66
岁，江西人，2017年一家人来到晋江定
居。社区建成的14个近邻服务阵地将便
民惠民服务做实做细，让她和家人真切感
受到晋江城市的归属感，晋江已经成为他
们的第二个家乡。

同一时间，在安海镇西门村长者食堂，
数十位老人围坐在一起话家常。据了解，西
门村在推动“党建+”邻里中心建设过程中，
从村情实际出发，聚焦村民最关注的“一老
一小”两个重点群体需求，扎实开展各项服
务工作。其中，投入30多万元将村委会旧办
公场地一楼改造成长者食堂，方便村中老
年人就餐。开办“四点半学堂”，为学生提供
课后学堂，让“近邻党建”更有温度、更见实
效，打通教育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全市各个村、社区都格外关注‘一老
一小’这个重点群体，不断加快推进农村
养老服务补短板，加强未成年人关爱保
护，让乡村的孩子们健康成长、老年人安
享晚年。”晋江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晋江已建成各类养老服务
机构389所，总床位数8666张。下一步，
晋江将持续围绕“两张网”“三张床”“N”
项保障措施的总思路，积极探索多层次、
全覆盖新型养老模式，让越来越多的老人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善”养。

承载着“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的全民
期盼，晋江市将持续聚焦“一老一小”群
体的“急难愁盼”问题，强化设施布局，扎
实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健全儿童
福利政策体系，让夕阳更美，朝阳更红，

“一老一小”群体的笑容更加灿烂。

晋江民政晋江民政：：关爱一老一小关爱一老一小““晋晋””心呵护心呵护““朝夕朝夕””美好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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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苏凯芳 通讯
员陈俊茹 文/图）12月15日，泉州交发
集团权属公交集团启动“畅享交通·绘
梦同行”互动体验活动，“小白”、复古铛
铛车、双层巴士联袂出场，串起三条线
路，带领数十名市民共同开启“多彩公
交”之旅。

上午9:30，受邀市民齐聚文化宫，
共同启动这场独特的交通文化体验之
旅。参观完“多彩公交”展览后，市民们
选择搭乘不同公交，开启别开生面的古
城穿越之旅。

涂门街、新门街、朝天门、中山路……
便捷且灵活的“小白”将古城重要景点一
一串起，带领市民感受人群穿梭的烟火气
息；百源路、临漳门、城西路、清源山……
披着闽南红砖古厝色的复古“铛铛车”带
领市民沿着古城边际，感受岁月沉淀与
历史厚重。

沐浴着午后的冬日阳光，受邀参加
活动的市民登上双层巴士，开启美景、美
食与闽南文化相互交融的深度旅程。车

窗外，古朴与现代的景色交织变化；车厢
内，闽茶飘香，南音悠扬，一场闽南特色
的文化展示正在上演。夕阳下，双层巴士

停靠在滨海浪漫线旁，体验者在这里不
仅能够静静观赏落日余晖，还能够转乘
共享交通工具“小橙”“小黄”，体验海边
骑行的惬意。在活动的尾声，诸多市民意
犹未尽，纷纷表示不虚此行。

据悉，此次活动正值“小白”开通7
周年、“铛铛车”及双层巴士发布1周年
之际，也是泉州交发集团近期主办的

“行在泉州主题宣传月”的活动之一，旨
在搭建起市民与泉州公共交通之间沟
通的桥梁，回馈市民、游客对“多彩公
交”的喜爱与支持。

多年来，公交集团持续提升服务能
力，推动公共交通创新发展，着力打造

“多元文化，多彩交通”特色服务品牌，形
成“公交+慢行”交通出行格局。2023年，

“公交+慢行”经验做法入选交通运输部
第一批13个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和
绿色出行典型案例。未来，泉州交发集团
将继续秉持创新与服务的初心，在城市
公共交通出行的画卷上绘出更具活力与
温度的流动风景线。

搭乘“多彩公交”开启城市宝藏奇遇

“奶奶，我来教你们跳这个舞。”近日，在晋江市罗山街道华泰社区的
“党建+”邻里中心广场，“一群老小孩”与“小小孩”正踩着节拍跳舞，
孩子稚嫩的声音引得老人们爽朗大笑。

这样的老幼共融场景，是晋江市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的缩影。“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连着“朝阳”，是事
关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问题。近年来，晋江市民政局坚持把

“一老一小”事业作为一项暖民心的政治工程、解民忧的
民生工程、增民利的发展工程，创新举措、破解难题、打
造亮点，着力托牢民生底线，呵护“朝夕美好”。

□融媒体记者 张晓明 通讯员 吴永庆
文/图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通讯员吴
霜）近日，鲤城区人民法院举行2024年新任
人民陪审员就职宣誓和岗前培训活动。

会上，鲤城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
宣读了2024年新任命人民陪审员文件，与
会领导为新任人民陪审员颁发任命书。随
后，由新任人民陪审员代表、鲤中街道东华
社区党委书记周玫玫领誓，全体人民陪审
员面向国旗，进行庄严的就职宣誓，与会领
导进行监誓。

鲤城区人民法院主要负责人向新任命
的人民陪审员表示祝贺，并就做好人民陪审
员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要履职尽责，当好“无
袍法官”。尽快进入角色，切实履行陪审职
责，以更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重视人民陪
审员工作，为审判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要
加强学习，当好“学员”。主动学习法律知
识，熟悉案件审理程序，不断提升业务素质
和综合能力，并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
作中。要发挥优势，当好“调解员”。发挥自
身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与法官形成优势
互补，以更接地气的方式，促进纠纷实质性
化解。要联系群众，当好“宣传员”。在全面、
客观、深入了解法院工作的基础上，加大对
法院工作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升群
众的法治意识。要积极献策，当好“参谋
员”。及时总结履职过程中发现的法院工作
薄弱之处，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助力法
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宣誓仪式结束后，该院相关科室负责人
分别围绕人民陪审员相关制度、行为规范、
廉政教育、庭审实务等内容，为新任人民陪
审员开展岗前培训，全面增进他们对人民陪
审员权利义务、庭审流程、职业道德和纪律
等的了解，帮助他们尽快完成角色转换，切
实履行好职责。

为更好地履职

新任人民陪审员
接受岗前培训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杜婉琼 通讯员蔡
家盈）近日，鲤城公安分局临江派出所联手
市民，成功救助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白鹭，并将其移交至东湖公园动物园进行进
一步救治。

当天15时许，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
临江派出所响起，热心市民陈先生焦急的声
音传来：“我刚刚在顺济桥下游泳，发现一只
白鹭受伤了，请你们快来救救它！”原来，陈
先生在顺济桥游泳时，发现一只白鹭在水面
上不断挣扎，脚和翅膀出现骨折的迹象，随
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到达顺济桥
时，白鹭已被热心市民送到岸边，只见白鹭无
力地拍打着翅膀，双脚无法支撑身体。民警小
心翼翼地避开它的伤口，将它放进一个纸箱
中，并联系东湖公园动物园，请求专业救助。

鲤城公安呼吁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
如发现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切勿自行救助
或盲目放生，请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或野生动
物保护部门，让野生动物尽快得到妥善救助。

警民接力救助白鹭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陈静芳
通讯员郑伟民）为巩固深化新风正气福建

“名片”，持续推动“存正心、守正道、养正
气”主题活动，洛江区人民检察院结合工作
实际，广泛开展实践活动，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社会氛围。

扎实开展理论学习。组织理论中心组学
习、党小组学习等20次，进一步筑牢干警忠诚
履职思想根基。组织检察干警开展读书交流
会、青年讲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夯实检察干警的政治素养。

践行开展主题活动。坚持将“三正”为主题
的践行工作与检察工作相结合，联合区总工
会、区妇联共同举办“法治守护半边天，携手
建‘工’新时代”检察开放日活动；参与举办泉
州市2024年家庭家教家风宣传实践活动暨

“爱心妈妈 点亮未来”行动启动仪式，共同筑
牢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司法屏障。组织检察干
警开展以“深化‘三争’干实绩 奋勇争先展风
采”为主题的登山比赛，进一步加强检察队伍
和检察文化建设，不断丰富干警文化生活。

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围绕全国检察机关
新闻宣传工作总体要求开展检察宣传工作，
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工作为本，宣传为
责，互通为要”，把“本在检察工作，要在检察
文化，效在新闻宣传”理念贯穿始终，注重突
出检察特色，以与人民群众切实利益密切相
关的领域为重点，深入辖区乡镇、企业、学校
等开展法治宣传，持之以恒开展普法活动，
将法律知识送入寻常百姓家。

弘扬“三正”精神
践行检察担当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杜婉琼 通讯员
林思敏 文/图）今年9月起，鲤城持续开
展第二届“文明古城·文化楼栋”活动，结
合各住宅小区属地历史底蕴、人文典故
等，为住宅小区加挂传统文化楼栋名，以
此提炼展示地区文化精髓，彰显地域特
色。截至目前，已有8个街道10个小区47
栋楼完成命名。

“你们更喜欢哪个名字呢？”“我更喜
欢紫华楼，听起来就充满了诗意。”近日，
在鲤城临江街道跃进社区的七中宿舍楼
里，七中图书馆退休人员陈碧玉拿着笔记
本，与邻居们讨论着新的楼栋名，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跃进社
区工作人员杨小妹介绍，七中宿舍共有4
个楼栋99套房，现有居民约180人。在鲤
城区社科联的指导下，小区以“笔墨纸砚”
为命名灵感，分别取名执笔、墨香、紫华、
石砚，“‘紫’同‘纸’，寓意紫气东来，是吉
祥的象征。”不仅有了新名称，楼栋还加挂
了铭牌，以红褐色为底，融入了刺桐花、东
西塔等泉州元素。

位于开元街道华新社区的平水庙公
产小区同样迎来变化，2栋居民楼分别挂
上了“禹德楼”“禹志楼”两块铭牌。据介
绍，平水庙公产小区于1983年建成，现有
45户居民。平水庙古时候有供奉大禹的
庙宇，还走出了陈仲瑾、陈泗东等德才兼
备的爱国教育家。“小区旁边有幼儿园、小
学，选择在此加挂文化楼栋名，希望能够
对附近的学生有所激励，增强他们的文化
认同感和自豪感。”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黄
玉梅告诉记者。

富强楼、民主楼、文明楼、和谐楼、共
邻楼……位于金龙街道的宝嘉誉峰小区，
如今有13栋住宅楼都挂上了新名。古店
社区工作人员康素治说，经过街道、社区、
物业及热心居民群众的共同商议，最终选

择在名称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
望以此激励小区居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感悟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小区
8号楼命名为“共邻楼”，寓意“因共而聚，
与邻为善”。

据悉，加挂传统文化楼栋名活动已连
续举办两年，本报去年10月19日5版曾
报道过。活动至今已覆盖鲤城区22个小
区，推动 101 栋楼栋加挂传统文化楼栋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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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连续两年举办加挂传统文化楼栋名活动

101栋楼完成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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