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发·风采

许猛义、蔡其雀、蔡荣
生，只是晋江众多离退休干
部继续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
的缩影。

记 者 采 访 得 知 ，近 年
来，晋江把发挥离退休干部党
员特色优势作为离退休干部
党建工作的落脚点，不断满足
老干部奉献助力的“红色初
心”，打造党建工作的“银发人
才”队伍，全面深化“党建引
领”，激发正能量。

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出
台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实施
方案，激励离退休干部党员担

任党建指导员、产业辅导员、
文化传播员、环境监督员、志
愿引领员等“五大员”，目前建
成20个离退休干部助力“乡村
振兴”工作室，涌现了一批助
力农业振兴、慈善振兴、非遗
振兴、文旅振兴等领域发光发
热的离退休干部党员。

在助力基层治理方面，聚
焦基层诉求和离退休干部党员
的意愿，制定《关于开展“凝聚
银发力量·助力基层治理”活动
的方案》，梳理“5+N”种正能量
岗位，打通摸排供给、牵线搭
桥、培育先锋等3项机制，目前

已摸排老干部意向 300余个，
首批成功对接50余个。

在培育工作典型方面，连
续 3 年发起“寻找最美夕阳
红”活动，开展“学示范、做先
锋、跟党走”喜迎党的二十大
主题微视频录制工作，拍摄
《济阳楼的红色传承》《热情可
抵岁月漫长》两部微视频，分
别获得超 9万人次点赞，获省
十佳微视频第一、二名。近 3
年先后推荐 38个离退休干部
党组织（离退休干部党员）获
评各类先进荣誉，发挥了良好
的示范引领作用。

全力打造离退休干部工作“晋江模式”
晋江着力传承弘扬“晋江经验”，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持续推进老干部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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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泉州晋江，有一批离退
休干部，依然“干劲十足”“活力四射”。他们归田不解甲、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守初心担使命，凝心铸魂、银发
生辉，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发挥自身经验足、人脉广等独
特优势，为晋江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在乡村振
兴、基层治理等方面挥洒汗水，在各自领域继续发光发
热，奉献助力发展“红色初心”，成为亮丽的最美夕阳红。

近年来，晋江市委老干部局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文件
要求，着力传承弘扬“晋江经验”，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多
措并举助力晋江广大离退休干部党员的“银发”生活有了
新热度、新温度，持续推进老干部工作再上新台阶，获评
全省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全力打造出离退休干部工作

“晋江模式”。

近年来，晋江市聚焦
党建机制创新，全力推进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点亮
计划”，相关做法在中组
部老干部局《老干部工作
情况交流》、《福建省老干
部局简报》刊发，取得诸
多工作成效。

持之以恒“夯基垒
台”，聚力强根基。晋江
市委老干部局充分利用

“两微一端”平台，常态
化组织开展线上学习，
养成政治学习教育“生
物钟”。灵活设置离退
休干部党组织，指导成
立“五同”型党支部 92
个 、覆 盖 2000 余 名 党
员。深化离退休干部党
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围绕基本组织、基本
队伍等方面拟定31条具

体指标。
创优做实“党建品

牌”，持续增质效。深化
党建项目，每年聚焦重
点领域，策划生成年度
重点项目，拟定项目工
作计划、时间节点、负责
人员，集中调度、穿透落
实。近5年来，先后策划
开展“银耀增辉”专项行
动、“1+3”党建提升行
动、“三银一红”品牌创
建工作等。打造党建节
日，连续7年开展离退休
干 部“ 党 建 文 化 活 动
月”，固化“四个周”开展
10 余项目活动，影响带
动全市开展上百场基层
党建活动。

创新建设“党建基
地”，打造新机制。发扬
首创精神，投入 70 余万

元，创新建设“晋江市离
退休干部党建基地”，全
力打造成为“365”全天
候贯彻落实加强新时代
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
作的“红色港湾”。建设
学习资料库和活动项目
库，完善晋江市老党员
之家，为广大离退休干
部党组织提供一站式服
务。建设全省首个离退
休干部党建孵育中心，
升级晋江市离退休干部
党建馆。将党建基地打
造成为多维教学平台、
党建孵育平台、资源共
享平台、志愿引领平台、
交流展示平台，与全市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共
建、共用、共享，共同探
索打造离退休干部党建
工作的新经验。

和蔼亲切、步伐有力，虽
是一头华发，但精神头十足，
初见许猛义时，完全看不出他
已经 87岁高龄。聊起果树种
植工作，许猛义更是滔滔不
绝，每一棵果树何时种植、何
时开花、何时结果、采用何种
方式嫁接等细节，他都了然于
心。虽然早到了含饴弄孙的
年纪，但许猛义一点都闲不下
来：开设果树种植培训公益
班，用自己所学，帮助农户创
收；深入果树农场、田间地头，
用自己智慧，指导果农种植。

现年 87岁的许猛义出生

于晋江龙湖，是我国柑橘产业
界 有 重 要 影 响 力 的 专 家 。
1996年，退休后的许猛义退而
不休，一直耕耘在果树生产线
上。龙眼曾是晋江果农的摇
钱树，1996年正值龙眼大面积
花而不实。当年年底，许猛义
开始自主研究该项目，自此与
龙眼结下不解之缘。他发挥
自己的专业所长，引进果树品
种试种，当前绿萌农场有各种
果树 73种。他还常应邀前往
其余农场进行技术指导，让农
户少走弯路，助推农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2022年 12月

19日，晋江市离退休干部助力
“乡村振兴”许猛义工作室、晋
江市老科技工作者果树咨询
培训工作室、晋江市龙湖镇中
小学生科普教育实践基地揭
牌仪式举行。

“我想继续为党再做些贡
献。”离休28年来，许猛义始终
躬耕果树种植战线，积极推动
果树事业的发展。如今，越来
越多的青少年走进农场、了解
果树，体验种植的不易和收获
的喜悦，也让他们走近退休老
干部许猛义的“果树情缘”和银
龄智慧兴村助农的无私精神。

归田不解甲，银龄智慧兴村助农

在晋江紫帽园坂村，有一
幢两层洋楼，叫“济阳楼”，流
传着离退休干部老党员蔡其
雀、蔡荣生父子如何红色传承
的佳话。

“是党培养了我，60岁入
党，是我最骄傲的事情！”1986
年9月17日，时年60岁的蔡其
雀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
员。如今在他房间的抽屉里，
还保留着一份 1985年写的入
党申请书初稿，写了满满 4页
纸，记录了一位普通党员的初
心。受其影响，在教育岗位工
作多年的儿子蔡荣生，也于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蔡其

雀带领下，全家族共有党员 4
名，累计党龄117年。

“‘愿作老牛依党耕，不用
扬鞭自奋蹄’。这是我入党宣
誓汇报时说的一句话，也是我
这辈子做人的宗旨。”2016年
10月 9日，紫帽镇首家村级敬
老院——园坂村敬老院正式
启用，从那天起，蔡其雀就自
告奋勇穿上志愿者的红马甲，
来到敬老院帮忙。

退休后的蔡荣生，传承了
父亲的退休不褪色精神。作
为一名在园坂村土生土长的
人，蔡荣生对济阳楼对园坂有
着特殊的感情，一直都希望家

乡能有更快更好的发展。因
此，蔡荣生就撰写了一份《我
为园坂“乡村振兴”提建议》的
材料，从关注民生、经济发展、
环境卫生、乡村文化等四个方
面入手，为乡村振兴提出了整
整30条建议。

可以感受到，蔡其雀和蔡
荣生父子俩，作为老党员，在
退休后，都把精力倾注在对故
土、对乡村振兴的热爱上。薪
火传无尽，春从腊底生！相信
他们父子俩还将继续接力，数
十年如一日在助力乡村振兴、
传承民俗文化、固守民族根脉
的征途上阔步前行。

退休不褪色，一对父子接续奉献

全面深化“党建引领”，激发正能量

晋江：创新党建机制
“点亮”银龄熠彩

银发·成效

蔡其雀、蔡荣生父子在济阳楼学习交流许猛义为农户指导技术

龙湖镇以许猛义为领衔人举办银龄智慧兴村助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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