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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日前，泉州台商投资区推出
50套人才公寓，向首次来区
参访交流、实习实训、就业创
业的台湾青年开放短期免
费住宿申请。此次短期免
费住宿申请可申请最长不
超过 1 年的过渡期免费住

宿，可申请对象为45周岁以
下，首次来区参访交流、实习
实训、就业创业、具备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的台湾青年。

有需要的台湾青年只需
关注“亲清家园”微信公众
号，在“台胞台企登陆第一数
据港”—“首来优享”栏目，即

可便捷地在线提交申请材
料。泉州台商投资区相关部
门将第一时间受理与联审，
重点对申请对象资格、在区
申办市场主体情况、社保缴
交、出入境记录以及有无违
法违纪等情况进行严格审
查。审核通过后，运营管理

单位将及时通知申请人办
理入住手续。需要注意的
是，若申请人超过通知入住
时间 48小时仍未办理入住
的，将自动丧失入住资格。

同时，为了确保住房资
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
当出现以下情形时入住者

将不再享受免费住宿政策：
参访交流、实习实训期满；
已在该区就业创业或缴纳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入住满
一年的；已享受人才住房、
住房租赁优惠等其他保障
政策；住宿期间存在违法犯
罪行为，需进行退房处理。

解决住宿问题仅是“筑巢
引凤”的第一步。泉州台商投
资区积极出台一系列赋能政
策，涵盖一次性开业补贴、办
公场地租金补贴、生活补贴
等多个方面，全力为台湾青
年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真
正让他们能够安心“留下来”。

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5 月 11日，记者从泉州市人
社局获悉，2025年省级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申报工作
已启动，申报截止日期为 6
月30日。

根据相关要求，此次
申报面向各级各类企业、
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
创新实验室等。

申报设立省级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的单位，应
当具备以下所有基本条件
并符合至少一项推荐条
件。其中，基本条件包括：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经营
或运行状况良好；具有一
定规模，并具有专门的研
究与开发机构；能为博士
后研究人员提供较好的科

研条件和创新性的科研项
目；有明确的博士后招收
计划，能为招收的博士后
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
条件和竞争力的薪酬。推
荐条件包括承担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重大科研项目
的企事业单位；具有一定
规模的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等。

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5月9日，记者从石狮市教
育局获悉，该市所有民办
幼儿园均采用按学期收
取保教费的方式，严格执
行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
禁止跨学期收费、预收
费，统一于新学期报到之
日开始收取保教费及代
办费。如家长有发现幼

儿园提出跨学期收费、预
收费等违规行为，可拨打
12315或者 83068869进行
举报。

“为进一步规范民办
学校收费行为，切实保障
家长和孩子的合法权益，
我们将依法有效监管办
学资金，保障办学资金安
全，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

展。”石狮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严格规范
收费行为方面，石狮市教
育局还要求各民办学校
不得收入个人账户、原则
上不得现金收退费，应提
供对公账户，扫码缴费或
转账缴费；明确未经公示
不得收费，同时明确学校
的公示渠道。

这类台青可申请免费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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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申报截止日期为6月30日
石狮民办幼儿园

禁止跨学期收费预收费

走进泉州市刺桐幼儿园
儿童木偶博物馆，一面“千偶
百态”的木偶墙映入眼帘，上
面陈列着师生、家长用废旧
物品创意制作而成的各类木
偶作品。馆内，孩子们正沉
浸于儿童木偶剧表演游戏之
中。“木偶教育是我们的办学
特色，博物教育不仅为孩子
创设了丰富多彩的探索和学
习环境，更能让他们在实践
体验中收获新成长。”园长褚
晓瑜介绍，除儿童木偶博物
馆外，该园每个班级还设有
木偶展示区，让孩子们在玩
偶、赏偶、探偶、制偶、演偶的
快乐游戏中传承非遗。

石化产业是惠安的主导

支柱产业。惠安县东桥中学
立足地域特色，协助泉惠石
化园区管委会打造了石化科
普教育基地。该基地定期举
办石化科普知识大课堂、举
行科普图片展等活动。

这些特色场馆的建设并
非偶然，而是各校立足校本
实际、深挖在地资源，通过

“校家社”三方联动，构建起
特色育人矩阵。这种“立足
校本+在地联结”的建设模
式，正成为泉州特色教育创
新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全市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校园“宝藏场所”不仅是
知识的宝库，更成为学科融
合的“试验田”。晋江毓英中

学将“闽南古诗词文学馆”打
造成跨学科课堂，语文老师
在此解读诗词意境，美术老
师指导书法临摹，历史老师
讲述作者家国情怀，思政老
师传递价值理念，多学科协
同让古诗词学习“活”了起
来。“在这里学习时，闽南建
筑的燕尾脊、红砖墙，总能给
我源源不断的灵感。”高二年
（15）班陈均豪同学分享道。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场
馆的育人效能正在产生溢出
效应。由惠安县孝文化交流
协会设置在惠安县科山中学
校内的孝道教育馆，不仅面
向本校师生开放，还对周边
学校敞开大门。

图书馆开进小学校
园，中学生化身石化科普
讲解员，孩子们捏着自制
的布袋戏偶……近年来，
泉州积极探索特色育人路
径，不少学校内涌现出各
种“宝藏场所”。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泉州
正将这质朴的教育哲学落
到实处。最好的教育资
源，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
而在脚下这片土地的肌理
之中。这种“向下扎根，向
上生长”的探索，或许正是
破解教育资源不均衡、特
色化发展难题的密钥。

当刺桐幼儿园将废
弃饮料罐变身为木偶道
具、东桥中学把石化储罐

模型搬进校园，课本上抽
象的概念在乡土的具象
场景中鲜活起来。这种

“拆墙办学”的实践，将那
些曾被视为“课外资源”
的地方特色，通过系统化
的整合，重构起“双向赋
能”的育人模式，既守住
了文化根脉，又让学习变
得触手可及。

当下教育常陷于“标
准化”与“特色化”的拉锯
战中，泉州给出的这种“在
地化”教育创新颇具启示
意义。泉州十三部门印发
的中小学科学教育五大行
动计划指出，将按照“整体
提升、一校一特色”的思
路，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

养。用乡土资源烹制教育
佳肴，让科学教育不再是
孤立的知识灌输，而是让
每所学校与地方产业、文
化基因深度融合，找到适
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
装满篮子，而是点燃火
焰。最持久的教育动能，
往往就蕴藏在那些浸润着
本土汗水的土壤里。当越
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重视

“在地化教育”，当校园里
的每个角落都成为成长故
事的现场，当地方文化血
脉融入教育基因，这样的
育人天地，何尝不是最珍
贵的“宝藏地”？

（白水）

校园“宝藏地”育人大天地
泉州积极探索特色育人路径，构建多元化育人空间，提供丰富资源与多元实践

破解教育特色化难题的密钥□海都时评

可通过调配借阅泉州市图书馆的各类书籍，可联网使用泉州市图书馆数字资源
库……近日，泉州市图书馆设立的第一所小学分馆，在泉州市第二中心小学常泰校区开
馆。从市级图书馆分馆到结合当地产业的石化科普基地，从弘扬传统文化的木偶博物馆
到融合科技创新的校园科技馆，近年来，泉州市积极探索特色育人路径，不少学校内涌现
出各种“宝藏场所”，构建起多元化的育人空间，为学校教育提供丰富资源与多元实践。

“这些场馆不仅是物理
空间，更是开展科学教育的
重要阵地，是培育学生核心
素养的沉浸式实践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泉州市晋
光小学党委书记曾旭晴表
示，学校应将场馆资源转
化为项目化学习场景，通
过“做中学、用中学、创中
学”，构建五育融合新生

态。依托校内科技馆，晋光
小学在科技教育实践、学生
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取得
了丰硕成果。

今年，泉州市教育局等
十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
时代泉州市中小学科学教
育工作的五大行动计划》，
一系列举措扎实推进。“我
们将遴选培育一批市级科

学教育特色校，按照‘整体
提升、一校一特色’的思路，
引导学校挖掘本土特色资
源，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典型
案例。”泉州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推
动各校结合实际，创新科学
教育模式，全面提升学生科
学素养，为泉州教育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深挖特色资源，打造育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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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科学教育，铸就一校一特色

师生共同体验木偶艺术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