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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见蓝，低头见绿，推窗见
景。在永安市贡川镇龙大村，一幢
幢小洋楼整齐划一，村口墙体彩绘
铺展开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自
2020 年“美丽庭院”创建活动开展
以来，龙大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2021年9月获评“第
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谈起龙大村的变化，离不开广
大妇女群众的奉献。近年来，在三
明市妇联的指导下，永安市妇联充
分发挥妇女和家庭在“美丽庭院”
创建活动中的独特作用，龙大村以
积分制管理为抓手，充分发挥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村妇联组织及
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大力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构建了“支部
引领、党员带头、巾帼带动、群
众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不
断深化美丽庭院创建活动并拓展
创建成果的转化，把乡村振兴的
蓝图变为了现实。

扮美“一院一景”
妇女化身“美容师”
从村口的乡村振兴馆出发，走

在绿植成群的庭院小路上，三角
梅、罗汉松、小榕树、八月桂、红玫
瑰、长寿花……大大小小的植物上
百种，映入眼帘的俨然是一个科普
植物园。步入一排排精致的小洋
楼房，移步换景，每一处庭院里都
充满惊喜。

长期位列“积分”榜前列的
村民姜兰英，家里的庭前、屋后
栽满了各色花草瓜果，整个庭院
看上去就是一个小花园。屋后的
石头池塘，既可洗衣做饭，又可
以养几尾小鱼。她说：“村里推行
积分制以后，我们家前庭后院都
打扫得特别干净，现在参加村里
红马甲志愿者活动也可以积分，
我们都乐意干。”

紧挨着姜兰英家的是陈秀华
家，她自己动手在院子里凿了一个
鱼池，设计制作景观假山，鱼池里
放了十尾的红金鱼，她表示，自从
设计了这个院子后，孩子们在鱼池
边钓钓鱼、老人家在庭院前晒晒太
阳，一家人其乐融融。

“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龙大村出台了《龙大村积分制
管理办法》，每月围绕五美（布局
美、洁净美、整齐美、绿化美、特色
美）开展“美丽庭院”现场评比，并
通过“以奖代补”“投工投劳”“户争

牌、人争星”等工作机制，有效
调动了全村妇女和广大家庭参与
的积极性。妇女们个个化身为优
秀的庭院设计师，一户庭院成为
了一处风景，家家户户便串起了
美丽乡村。

打造“一村一韵”
妇女撑起“半边天”
在一排排精致的小洋楼前，最

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造型别样的“多
肉植物无人超市”，数十种的多肉
植物错落有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
象。而在几年前，这里还只是个脏
乱的垃圾堆，这些年在多肉超市的
主人——返乡创业女大学生余明
珺的打理下焕然一新。

余明珺自 2015 年大学毕业后
回到村里，开始种植黄金百香果、
红皮花生等农作物，实现了家门口
创业致富。她说：“现在我们龙大
村是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我想通过
自己小小的努力，让家乡能变得越
来越好。”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在龙大村，道路一尘不染，路边的
垃圾桶是用废旧竹筒改造而来，以
往杂草丛生、垃圾乱倒的现象已不
见踪影。“美丽庭院”创建活动开展
以来，这里变化的不仅是村容村
貌，还有民风民俗。

“以前我们不太注重家中环境
卫生，现在村里通过每月现场评
比、积分获得的方式，既鼓励我们
保持居住环境卫生，还可以用积分
兑换生活物品，真是太好了！”参与

“美丽庭院”创建活动的妇女代表
李闽秋现在只要一有空，就想着捯
饬屋内屋外，家里家外整得干干净
净。村里环境变好了，她和周边邻
居的生活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转
变，以前垃圾随手扔，现在不管水
瓶包装袋，还是一个烟头，只要看
到了都会拾起来，放到垃圾桶。

“她们一直帮我们把环境弄得
越来越好，环境美了感觉心情也美
了。”李闽秋口中的“她们”就是由
贡川镇古镇片区妇联组织组建的

“红马甲”巾帼志愿服务队，在她看
来，自己能有这些转变，离不开她
们的努力。

“最近我们组建了女子劝导
队，采取定期督导与随机检查相结
合的方式，组织督导队成员走街串
巷、实地检查村内公共环境卫生以
及大家遵守文明礼仪、移风易俗、
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妯娌团结等
情况，让村容美升华为民风美。”贡
川镇古镇片区妇联主席刘淑聘介
绍，该片区妇联在今年 2 月刚成
立。她正是这支女子劝导队的队
长，带领着片区内龙大、集凤、观
城、攀龙、延爽等5个村的妇女们一
同投身美丽乡村建设。

探索“点美成金”
妇女勇担“智囊团”
沿着沙溪河畔，一条曲径通幽

的休闲绿道环绕黛绿青山，更有亭
台楼阁点缀其中，美不胜收，是龙
大村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而当
初计划修建这条步道时，却让村里

犯了难，请专业团队设计步道，项
目预算竟高达 158 万元。于是，龙
大村的妇女们又开始群策群力，当
起“点美成金”的智囊团。

在龙大村村部广场前的凉亭
里，龙大村妇联联合执委工作室组
织村里妇女姐妹和其他村民代表
举办了“居民夜谈会”，“如何用最
少的钱修建步道”成了夜谈会的主
要议题。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面对面沟
通交流，摆问题、想办法，妇女群众
和广大家庭的主人翁意识被最大
程度地激发出来。最终，经过多次
想法和意见的碰撞后，龙大村探讨
制定了村级项目投工投劳管理实
施办法，通过投工投劳的方式，利
用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激发了本
村工匠匠心，整个项目仅花费50多
万元就顺利竣工。

施工过程中，妇女们还纷纷当
起了“监督员”，地砖、护栏一片片
一处处检查过去，偶遇不过关的情
况便立刻要求返工，工程质量得到
了有力的保障。

庭院有了美景、村里有了风
韵，下一步便是让“美丽生态”变成

“美丽经济”，使村财富起来，让生
活美起来。

2021 年，龙大村被列为省级
乡村振兴试点村，永安市紧抓机
遇建设贡川——曹远——燕西街
道“桃源古韵、文旅休闲”精品
线路，这是做活庭院经济的大好
机会。龙大村积极探索“党支部+
公司+项目团队+村民”发展模
式，由党支部委员引领，70%村民
自愿入股32万元成立了立红文化
旅游投资有限公司，龙大村原妇
联主席肖绡被推选为公司负责
人，将栟榈潭、地博等旅游资
源，以及桃源春韵、知青部落等
家庭农场进行整合共享。

今年以来，龙大村接待游客超
11万人次，由公司谋划的“夜景、夜
市、夜漂”项目也将于今年完成投
入运营，用好“共享+”组合周边旅
游资源，点亮“夜经济”，预计可增
加村财收入20万元。

龙大村的美丽蝶变，四季常
绿，窗明几净；村里村外，文明成
风。“看得到山、望得到水、留得住
乡愁”，妇女们从“小小庭院”的美
推动村庄焕发新容颜、迸发新活
力，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发展的壮
美画卷。

美丽庭院让“村容美”蝶变为“民风美”
——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永安市龙大村见闻

●本报永安记者站 邹 雯 通讯员 邹发群

龙大村依山傍水 （周兴永 摄）

本报讯 6 月 20 日，“食尚伊
家·寻味古街”开街仪式暨生态食
材订货会在建宁县伊家乡举行。活
动现场，伊家乡和企业代表签订了
伊家粉丝、兰溪红菇、东风茶油等
各类生态食材销售协议。

伊 家 乡 在 推 进 人 居 环 境 整
治、乡村建筑风貌管控提升工作

中，积极开展古街风貌修复工
作，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在
保留原有传统建筑风格的基础
上，围绕“食尚伊家”的定位打
造一村一品一商铺，助推都上街
焕发新生机、新活力。整饬修缮
后的都上街古风古韵，特色生态
美食琳琅满目，令人流连忘返。

“这条街在唤起人们乡愁记忆的同
时，还能逛一逛、玩一玩。”慕名
而来的游客许先生开心地说。

去年以来，建宁县先后开展
城乡建筑风貌管控提升百日攻坚
行动、清新闽江源雷霆行动及三
清双提行动，推动城乡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取得新成效。同时，通

过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
展特色产业，采取由政府主导、市
场运作的方法，实现优质农特产品
生产销售“无缝衔接”，持续打响

“建宁五子”品牌，做旺人气、拉动
消费、增加效益，助力农业增产增
效，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建宁记者站 苏美瑜）

建宁县伊家乡——

古景焕新颜 开街喜迎客

泰宁——
荷塘花香四溢
游客争相观赏
6 月 23 日，在泰宁县朱口镇王

坑村荷花塘，朵朵荷花向阳而立，碧
绿的荷叶，晕染着湖水，好像诉说着
夏日的美妙物语。在荷花塘边铺设
的彩虹栈道吸引着周边民众来这里
细品夏日清凉，藏在莲花塘间的网
红桥，更是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这
摄影、观光、写生等。

今年4-6月全村接待游客5000
余人次，节假日和周末日均可达
300 余人，实现了王坑村这个偏远
小乡村向旅游“网红村”的转变，把
好风景变成了好“钱”景。

（本报泰宁记者站 陈 曦
通讯员 邓晓晖 龚依敏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很多骗子就盯住
您这样退休的老年人，那些无风
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一定不要
相信！这里有相关的防骗知识，您
看一看。”6 月 23 日上午，中燃公
司的燃气抄表员小陈在三元区府
中大厦上门抄表服务时，熟练地
向居民进行反诈宣传。

像他这样“变身”反诈宣传
员的燃气抄表员还有很多，这源
于6月23日市公安局列东派出所
联合市投资集团创新推出的“警
企携手共创无诈社区 群防群治
共守平安家园”反诈宣传活动。
该活动充分发挥燃气抄表员入户
优势，将反诈信息送进住户家
中，真正实现反诈宣传走进千家
万户。这一反诈宣传形式在全省
实属首例。

活动开展前，民警为辖区 58
名燃气抄表员提供了近一个月集
中的反诈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并将防骗、识骗、拒骗的反诈信息
印制在燃气用户联络卡及燃气通
知单上，方便燃气抄表员走家串
户时开展反诈宣传。

“燃气抄表员为我们普及了
防骗知识，在看燃气通知单时也
能看到许多防骗知识，这提高了
大家的防骗意识。”府中大厦李大
爷看了宣传单后表示。

列东派出所所长吴海木告诉
记者，为推动反诈宣传活动提质
增效，他们还将定期对燃气抄表
员进行培训，并通过现场以案说
法的形式，进一步提高燃气抄表
员反诈宣传能力，不断提升群众
防骗意识。 （本报记者 林思雨）

警企合作共反诈

燃气抄表员变身反诈宣传员

本报讯“我们一定要确保地
灾隐患处住户都知晓‘住上不住
下，住前不住后’‘挪床行动’等防
灾知识，教会他们发生灾害时如何
迅速撤离，哪里有安全避险场所。”
6月21日，在清流县赖坊镇自然资
源所，所长严炳青正对同事们强调
宣传防灾知识的重要点。

6月5日至19日，清流县遭遇
入汛以来最强暴雨，全县平均雨
量超过300毫米，其中赖坊镇平均
雨量达609.1毫米。“6月5日开始
我们就坚持每日对全镇11个高陡
边坡点、5 处危旧房、4 处山塘、3
个水库等地灾点进行多次巡查，
多次对地灾点住户进行防灾知识
讲解。”严炳青介绍。

6月13日的特大暴雨让赖坊
镇多处出现房屋倒塌、山体滑坡、
道路受阻情况，还新出现多处地
灾隐患点。严炳青与同事们第一
时间到几个易出现地灾的隐患点
帮助转移受威胁群众，再深入地
灾点分析情况并上报。

暴雨导致岩土体水分过多，
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县
自然资源局快速反应，第一时间
部署抗洪抢险和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启动应急预案和应急抢险队
伍，下沉干部 152 人对全县 13 个
乡镇地质灾害点进行地毯式排
查。

“当时情况紧急，稻谷眼看就
要被淹，幸好自然资源所赖志强

所长来得及时，不然一年的辛苦
都白费了。”田源乡田口村村民张
良文回忆起当时的“紧急时刻”，
忍不住感叹。

6 月 11 日傍晚，经过一天暴
雨，田源乡隐有涨水趋势。接到
县自然资源局预警后，赖志强动
身前往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巡查。
途中，赖志强听说田口村有2户低
洼地带村民，家中近2000公斤稻
谷存放在一楼来不及转移，他与
同事立即赶赴村民家中，扛起稻
谷就往二楼搬。

一袋稻谷 50 公斤，2 户人家
来回搬了十几趟，全部搬完已是
晚上10时，赖志强来不及休息，继
续前往别的地灾点巡查。凌晨2
时，接到洪峰可能到来预警，赖志
强一边与乡干部赶往低洼地带查
看险情，一边转移危险区域群
众。凌晨 2 时 30 分，该隐患点区
域内群众全部被安置转移。

全力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
告、早处置。6 月 5 日至今，清流
县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与应急技
术支撑单位共同对新出现的42处
险情进行现场核查。目前，共派
出调查技术人员96人次、已新增
入库地灾点30个、提交应急调查
报告27份、转移人数627人，发布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5期，发
送预警短信15次共23520条。

（本报清流记者站 彭 程
通讯员 巫鸿英）

清流：

强化“防灾内功”当好“安全卫士”

本报讯 6月22日，将乐县举
办以“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
彩”为主题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展演
展示活动。展演包括文艺演出、民
俗文化展演、非遗知识宣传展示、
文化遗产展示等。现场吸引近
3000 名市民参加，微将乐进行同
步直播，近4.5万人点击观看。

走进擂茶文化广场非遗文化
展示区，银亮如镜的大源乡锡器、
造型精美五彩斑斓的万安花灯、
品种繁多洁白透亮的大南坑陶瓷
……一一述说着将乐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前世今生。

在西山竹纸展示区，来自造
纸世家刘宗华将造纸工具搬入展
示区，正指导小朋友体验造纸技
术。竹帘缓缓沉进水里轻晃慢
摇，平稳快速地把帘子往上提，那
些肉眼可见的竹浆碎屑就这样被
抄起来，均匀地、薄薄地铺在竹帘
子上，反手把竹帘扣在矮处的榨台
上，一按一掀，纸浆从竹帘上自行
脱落覆盖在摞起的纸垛上，一张竹
纸就这样产生了。“今天才知道一
张纸是这么形成的，很神奇，感觉

到了一张纸的来之不易。”家住古
镛镇的二年级学生肖诗涵跟着妈
妈体验了西山造纸技艺和大南坑
陶瓷制作技艺，通过现场体验感受
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

通过非遗文化展演与互动，
让市民切身参与，通过表演、展示
和体验等方式更加直观地了解我
县非遗文化的发展，感受非遗文
化的魅力，激发非遗活力，引导市
民主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
有机融合。

将乐县是福建最早建县的 9
个古县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丰富，品种繁多，涵盖传统音
乐、传统技艺、民间习俗等42个种
类。多年来，将乐县委县政府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明显成
效。目前，将乐县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项、省级项
目12项、市级项目6项，国家级传
承人1名、省级传承人5名、市级8
名、县级11名、传承所4所。

（本报将乐记者站 黄言亮）

将乐：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展演

本报讯 6月21日，随着工人
们将最后一方混凝土灌入，三元
区小蕉小学教学综合楼顺利封
顶。

因原教学楼年久失修，三元
区政府决定重建小蕉小学教学
楼。去年11月17日，三元区城发
集团公司入场开工建设，现已建
成 1 幢 5 层钢筋砼框架结构教学
综合楼主体，内设功能齐全的学
生教室、图书阅览室、音乐教室、
劳动技术教室、自然教室、计算机

教室、教学办公室等。雨季期间，
施工分段流水施工，下雨就在室
内施工，阴天或小雨可施工时就
抢工。此项目用地面积 8663.34
平方米，教学综合楼总建筑面积
5115.67 平方米，设置 18 个班，最
多可容纳810多个学生，在原来基
础上可增加近700位学生，预计8
月底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将极
大地缓解整个小蕉片区及来小蕉
务工“新居民”适龄儿童的上学问
题。 （肖世盛 张相银）

三元区小蕉小学教学综合楼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