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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大家对小区建设、
人居环境整治有什么想法或建
议，都可以畅所欲言。”5 月 10 日
晚，在清流县龙津镇凤翔社区，一
场热闹的“居民夜谈会”如期进
行。

“居民楼排水沟破损需尽快
修复。”“小区内能否增设老年活
动设施？”“小区是不是可以增设
石桌石凳供居民休息”……干部
群众团团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通过集思广益，小区改善方案不
断细化。

一场场“居民夜谈会”，成了
清流村居夜色中的“亮点”。夜谈
中，党员干部将党建、移风易俗、
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送入群
众家中，将各种惠民措施送进群
众心里，同时也将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带回来。

“倾听百姓呼声，直面问题，
解决群众烦心事，这是我们开展

‘居民夜谈会’的初衷。”明溪县委
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一定会认真
对待居民们提出的每个问题，为
百姓出实招、办实事。

2021 年以来，清流县全面推
广“居民夜谈会”制度，引导和动
员广大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为群众解

难题、办实事、做好事，切实提升
百姓幸福感。

“以前，反映问题要跑很多部
门不说，还不一定能成。现在大
家晚上坐在一起谈谈，现场就能
解决一些问题，确实很方便。”碧
林山庄小区居民丁辉说。

随着夜谈会的深入开展，一
些久拖未决的居民烦心事当场得
到了解决。“夜谈工作主要突出

‘真、心、实’。”清流县委组织部工
作人员陈添彬表示，“真”，就是真
抓实干动真格；“心”，干部们以热
心、耐心、诚心，积极与群众沟通
交流；“实”，通过了解群众利益诉
求，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眼下，清流县正深化拓展“居
民夜谈会”等基层党建三大品牌，
创新“夜灯访邻”“圩日夜谈”等制
度，持续深化近邻党建工作，让群
众“来访”变干部“下访”，让干部
由被动解决变为主动上门服务，
真正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
米”。

目前，清流县共组建 120 支
“邻好”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
夜谈活动 1093 场次，下沉干部
5642 人次，解决群众诉求 3448
件。

（本报清流记者站 杨 颖）

清流：夜谈解民忧

作为全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之一，
近年来，尤溪县围绕中央、省、市“关于稳步推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关要求，不断深化改革模式，
积极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确权”“活
权”“用权”，加快推进乡村振兴。2021年，全县250
个行政村全部实现村级集体经营性年收入10万元
以上，其中70个村达50万元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2.23万元，近三年年均增长9.1%。

确权，村民吃下“定心丸”
4月26日上午，尤溪县农业农村局新农村发展

中心主任陈占霖，又一次来到梅仙镇半山村。作为
尤溪县“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试点村”，
半山村近期将完成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因地制宜
探索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

此前，半山村已完成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确权，这
也让林上活吃下了“定心丸”。今年57岁的林上活，
是半山村村委会聘用干部，大儿子刚结婚，小儿子还
在上学，前几年把家里的老房子拆了建新房，由于家
庭收入不高，至今还有两层房屋未装修。“希望村合
作社和银行尽快签订协议，明确贷款的额度、利息与
手续。我家共有5股股权，贷款后新房就可以全部
装修起来，居住环境能得到进一步改善！”林上活听
说他的股权证马上可以拿到银行进行质押贷款，很
是高兴。

“我们实施组建工作组、宣传发动、全面清查、完
善合同、数字审核、张榜公示、大会确认、结果上报、
台账管理等‘九步工作法’，对集体所有资金、资源、
资产进行全面清产核资，对账外资产、无产权资产进
行专业评估。”陈占霖介绍，通过完善清产核资、成员
身份界定、折股量化等3项制度，全县共清查核实账
面资产总额28.57亿元，集体资源性资产总面积391
万亩，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38.99万人，同时，将这
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
本集体成员。

活权，集体有了“活资本”
在尤溪县西城镇麻洋村，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林业观赏林及生态休闲步道、中心路立面屋面改造
等一系列项目正在加紧推进。

村党支部书记游秀铨看着村里一天天发生着可
喜的变化，对未来的发展越来越有信心。

游秀铨的信心，来自村里的“活资本”。这几年，
麻洋村探索出了“党支部+合作社+农户”集体发展
模式，实行“均权不分山，均利不分林”，统一管理村
集体的山林，通过间伐，村集体和社员每年都有收
益。2021年，光林业方面就获利95万元，还完成了
180亩抚育造林，今后收益源源不断。

目前，全县像这样的合作造林面积达到 4.5 万
亩，参与村民5.1万人。

除了创新股份合作造林模式，尤溪县还积极探
索创新耕地整村托管、闲置宅基地利用模式“活权”。

通过“确权确股不确地”“旧宅新用”等方式，引导村民将耕地经营
权、闲置老宅流转回村集体，通过“公司（合作社）+村集体+农户”模式，
实现经营权市场化运作。目前，全县培育建立2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82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428家家庭农场等各类经营主体，流转耕地
面积14.92万亩，带动农户1.5万余户，累计助农增收1.8亿元以上。

用权，村里端上“聚宝盆”
尤溪县西滨镇西洋村制定了村财管理“不转让、再发展、用于民”原

则，将土地出让金、村财盈余入股新建鲈江农贸市场，置办物业，股权比
例达 51%。仅此一项，村财年增收 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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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们引进新型成型
机设备，从原先 24 小时 700 条的
生产速度提高到24小时3000条。”
5月7日，在位于永安尼葛开发区
的福建和兴橡胶有限公司内，公
司总经理胡启平正组织技术人员
对高速胎技改项目设备进行安装
调试。

福建和兴橡胶有限公司围绕
“数字工厂”“智能制造”持续发

力，投资 1.05 亿元建设子午线摩
托车、热融半热融高速摩托车技
改项目，计划将原有规划的电动
车外胎 （1000 万套/年） 中的 500
万套产能经过技术改造，充分利
用建新轮胎优势，生产高等级的
子午线摩托车、热融半热融高速
摩托车 （普通高速及赛道级胎）
外胎1万套/日（300万套/年）。

据测算，和兴橡胶技改后项

目预计新增产值3亿元，同比增长
114％；预计减少蒸汽用量0.65万
吨，同比下降31％；减少用电181
万度，同比下降 32％；预计产品
总 重 减 重 0.31 万 吨 ， 同 比 下 降
31％。同时，购置硫化机、二次
法成型机、裁纱机等机器设备辅
以人工，检测橡胶加工成果、提
高产能效率，实现人机有效交互。

近年来，永安尼葛开发区积

极开展绿色转型升级行动，引导
园区企业向绿色生产、节能制造
等方面转型发展。和兴橡胶公司
围绕绿色园区攻坚，积极争创

“绿色工厂”，加大技改升级，提
升环保节能设施，2021 年被评为
省级“绿色工厂”。

（本报永安记者站 陈祖隆
通讯员 陈 鑫）

永安：技改推动橡胶产业高质量发展

“从项目补测到竣工验收材料
补全，所有的审批手续完成只用
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促成了项
目早日竣工投产。”5月10日，从
三元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走出
来，恒升底盘项目经办人高兴地
说。

原来，泉三高端装备产业园
反映恒升底盘项目在市不动产中
心窗口被要求补测以及联合竣工
验收材料不全等问题。三元区行
政服务中心配合市区两级各相关
审批部门启动绿色通道，开展全
程跟踪服务，迅速解决难点堵点
问题。

三元区聚焦深化“放管服”
改革，创新项目代办服务，在行
政服务中心南部大厅开设项目代

办服务专区，采取一个窗口受
理、审批事项内部流转的方式，
实现企业少跑腿、项目快落地，
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从与市行政服务中心在省内
首创市、区共建共管的中介服务
大厅，到“践行审批三机制、服
务企业零距离”“四路并进”工作
机制，再到“七办工作法”，优化
营商环境一直以来都是三元区行
政服务中心努力的方向。如今，
三元区行政服务中心依托省网办
事 大 厅 ， 充 分 运 用 “e 三 明 ”
APP、“闽政通”APP以及e政务自
助一体机 24 小时自助服务，提高
审批便利度，合理分配时间，分
流办事人群，大大减少人员聚集。

“不错！这份中央财政普惠金

融发展专项资金很有分量，可以
为我们这样的新企业提供帮助！”
在三元区行政服务中心惠企政策
兑现窗口前，前来办事的刘先生
在窗口工作人员帮助下，全面了
解政策申报流程等相关信息。

引导惠企政策兑现。三元区
行政服务中心惠企政策兑现窗口
规范运作，利用“政企直通车”
服务平台，实现工业口惠企政策
宣传、推送和线上兑现。截至4月
20日，全区共有11个部门，提供
49 个惠企政策事项，共办理 6818
件，窗口电话咨询140件，共兑现
金额477.28万元。

审批流程做“减法”，优化服
务做“加法”。在三元，一项项便
民惠企政务举措推陈出新。设立

工程项目综合窗口，开展工程建
设项目并联审批，实现部门协
同、“一窗通办”；深化“一网通
办”改革，全区设置 13 台自助一
体机，全面推进政务服务就近
办、自助办，建设“15 分钟便民
圈”的便民服务点；运用绿色通
道机制，在坚持防控措施不松劲
的前提下，窗口主动靠前服务，
为办事群众送温暖……

打好政务服务“组合拳”，跑
出发展“加速度”。截至4月，三
元区25个审批服务部门1341个事
项 总 体 审 批 时 限 压 缩 率 达
92.62% 。 全 区 全 程 网 办 事 项 共
1268 项，占比 94.5%，居全市首
位。“一趟不用跑”和“最多跑一
趟”事项已达总事项的100%。

审批流程做“减法” 政务服务做“加法”

三元区跑出优化营商环境“加速度”
●本报记者 林馨怡 本报三元记者站 陈诗宇

建宁：
税费政策助企减负

5月13日，位于建宁经济开发
区的福建同越管件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
赶制订单。

为缓解疫情给企业带来的影
响，建宁县税务局多措并举、优
化服务，帮助企业缓缴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税费 14 万余元，确保税
费支持政策直达快享，助力企业
加快发展。

（本报建宁记者站 曾 程
陈晓星 摄影报道）

车辆乱停、非机动车逆行、社
区脏乱差……百姓哪里不满意，创
建工作就从哪里抓起。我市开展新
一轮创城工作以来，许多老百姓反
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被当作

“创建为民惠民”的重点予以解决
和整改。通过一件件实事，市民们
真切感受到创城工作带来的实惠。

关注难题 补齐“短板”
5月9日，记者在三元区东霞新

村看到了温馨的一幕：空地上立着
一排排不锈钢晾衣架，上面晒满衣
物和棉被，整齐有序，形成了一个
公共晾晒区。

“以前一楼没地方晒衣被，一
些居民到处拉绳子或者搭竹架，更
有甚者将健身器材或景观树当成晾

衣架，既破坏绿化，又影响市容市
貌，现在有了公共晾衣架，方便多
了。”家住东霞新村10幢一楼的居
民陈大妈有感而发。

此前，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
进行调查，综合居民生活习惯、周
边环境等实际情况，在每幢楼前增
设2根晾晒架，既解决居民晒衣难
题，又改善了小区环境。

“创城带来的好处很多，我的
生意也跟着好起来了。”富文新村
小区门口商户老郭说。“以前，商
店门口下水道容易堵塞，一到下雨
天就有大量污水混杂着粪便到处
冒，我们可吃尽了苦头。创城工作
开展以来，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难
题，我们再也不怕下雨了！”老郭
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状况。

曾经，停车问题也是居民们的
“心头大患”，小区停车位紧张，车
辆进出不便，东霞新村不少居民都
曾为“出门”这样小事而烦恼不
已。为此，小区“对症下药”，通
过硬化部分绿化带、利用边角地等
方式，新增数十个停车位，缓解居
民停车难题。“再也不用担心没地
方停车了。”居民小苏感慨地说。

此外，小区楼道、墙面粉刷一
新，还新建了几座亭子，添置文化
墙，优化小区广场，生活在这样的

小区里，心情非常舒畅，大家纷纷
为创城工作点赞。

优化环境 扮靓家园
台江村绿化养护曾经一直是

“软肋”：绿化带里满是堆积的枯枝
落叶和随手丢弃的垃圾，车辆乱停
挤占绿地，制药厂宿舍区内不少绿
化带光秃秃；“扰民树”问题就更
加凸显，由于疏于修剪，居民家的
采光、通风受到影响。

探索“文明路”建设“幸福城”
——我市深入开展创建惠民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连传芳 通讯员 陈 鹏

——下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