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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不仅要让村民“富
口袋”，更要“富脑袋”。槐南镇
大胆创新基层治理，大力弘扬新
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乡
村文明新气象。

去年7月底，槐南镇方某将房

屋二层楼顶水泥浇筑工程发包给
大田县建设镇包工头李某，李某
雇佣槐南镇村民池某等村民参与
施工。作业过程中，池某不慎从
二楼坠落，造成胸骨骨折等多处
伤害，住院花费1万多元。

由于池某受伤较重，根据医
生嘱咐，出院后需在家静养，近
一两年内不能进行体力劳动。

本起事故涉及工伤，医保无
法报销，池某只能先行自费结算
全部医疗费用。之后，各方对医
疗费及误工损失等赔偿问题产生
纠纷，方某同意给池某 2000 元作
为赔偿，包工头李某则拒绝赔付
相关费用。

池某向槐南镇司法所求助。由
于工程承包方李某是大田县建设
镇人，不属于槐南镇管辖范围，
槐南镇司法所根据与建设法庭达
成的跨域服务联动协议，邀请大
田县建设法庭干警开展跨域服
务，进行联合调解。

工作人员对当事各方进行案
例解答和法律知识普及，让当事
人明白，在房屋修建过程中出现
施工人员受伤情况，雇佣者和房
屋主人应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并耐心细致做思想工
作。最终，三方达成调解协议。

一起雇工纠纷，画上止争句号，
得益于槐南镇大胆探索的“441”工
作机制，即构建村、片区、镇、跨域

“4”级联动化解矛盾机制，成立志愿
者、乡贤、巡防队、评理员“4”支队
伍，形成“1”套积分考评机制。

跨地域进行矛盾纠纷调解，
是槐南镇突破属地管辖限制，创
新基层治理的鲜明亮点。槐南镇
与大田县人民法院建设法庭联合
试点，打造“边界枫桥”式跨县
域资源共享法庭 （简称“跨域法
庭”），共同做好当地矛盾纠纷调
解工作，村民池某施工纠纷圆满
化解，是这一创新机制取得成效
的生动体现。

“跨域法庭”开展跨域服务以
来，共接受诉前调解案件 10 件，
调解成功3件，代为送达法律文书
17 份，跨域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3
次，接受跨域咨询21人次。

创新无止境。槐南镇持续完
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
合机制，在建立志愿者、乡贤、
巡防队、评理员等 4 支队伍基础
上，为每个建制村聘用一名警务
助理，第一时间到达矛盾纠纷现
场，协助化解各类平安建设风险。

聚 焦 基 层 治 理 的 难 点 、 痛
点、堵点，槐南镇有序推进移风
易俗工作，破除陈规陋习、抵制
高价彩礼、涵育文明乡风，通过
开展“身边好人”“最美媳妇”等
活动，引导激励更多群众加入建
设文明槐南行列。

新蓝图开启新征程。广袤的乡
野上，槐南镇立足新起点，用心、用
情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奋力谱写
乡村振兴的槐南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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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示范线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项目建设让百姓获得感成色更足，创新基层治理培育文明乡风……初夏时
节，永安市槐南镇万物并秀、生机盎然，一幅幅村美、业兴、人和的美丽图景扑面而来。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近年来，槐南镇坚持党建引领，认真贯彻落实“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
干争效”行动和“抓重大项目，促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以争优、争先、争效的高度自觉，强化项目带动，做特产
业文章，大胆创新基层治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为永安打造中国式现代化革命老区新样板贡献槐南力量。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我们抢抓浦永对口合作机
遇，立足非遗文化、森林康养等
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印象安
贞·银圆古镇’乡村振兴精品路
线建设，力争在产业培育、文旅
融合上实现新突破，以产业振兴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槐南镇
党委书记罗光乾说。

沿着洋头村景区标识牌走进
开阔的游客服务中心广场，青山
环抱的安贞堡静静矗立，门前绿
荷摇曳，游客驻足流连。

“今天来这里研学的有100多
人，是三明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
基地的学生。”5月23日，永安市
光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导游陈金

华忙得不亦乐乎。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安贞堡获评国家 4A 级景区
后，不仅人气持续高涨，而且带
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今年以来，
安贞堡接待游客 1.98 万人次，门
票收入 51.7 万元，带动周边农副
产品、餐饮业创收40余万元。

站在土堡前，位于洋尾村的
全国唯一一家专业银圆交易市场
尽收眼底。怀抱一只只“金鸡”，
如何下出更多“金蛋”？

“洋头村、洋尾村所在的西华
片区，不仅地缘相接、人文相
亲，而且各有优势、特色明显，
通过打造乡村振兴精品路线，可
以实现片区村优势互补、抱团发
展，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罗
光乾说。

土堡正门前的文江溪缓缓流
淌，蜿蜒穿过洋头村、洋尾村，乡村
振兴精品路线依溪打造，集古建筑
修缮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
业发展、线路节点打造于一体，连
点成线、串珠成链，加快推动文旅、
农旅融合步伐。

刚刚完成修缮的省级文保单
位万金厝，位于土堡正前方不远
处。“游客走出安贞堡，可以参观
万金厝、溯源祠 2 个省级文保单
位，再往前走还有洋尾村古银币
交易市场、文昌阁等景点。”派驻
洋头村的第一书记官国文介绍说。

古银圆交易在槐南镇西华片
区十分活跃，古银币交易市场投
入使用后，洋尾村联合片区各村
成立西华银元收藏协会，组建

“五联共建”党建联盟，带动片

区 200 多名村民从事古银币产业
发展，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达10余
亿元，许多游客都会顺路到这里
逛逛。

如果仅有一个古银币交易市
场景点略显单薄。洋尾村完成村
部背后“码头铺”骑楼改造，装
饰宫灯、油纸伞，搭配柔和灯
光，成为村里最热的网红打卡
点；文昌桥完成建设，人民公社
礼堂变身“乡村大舞台”，文昌阁
周边环境持续提升……由点及
面，洋尾村越来越多看点。

游客来了，旅游要素要配
套。洋头村盘活村民闲置老宅、
打造特色民宿，村里农家乐推出
全牛宴特色菜，安贞纪念币等文
创产品受到游客青睐。

文旅融合助推农旅融合。槐

南镇有着肥沃的土地资源，甘
蔗、莲子、脆李、特早蜜等农产
品种类繁多，其中，“安贞雪蔗”
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安贞
堡农特一条街有12间店铺，通过
向游客销售本地特色农产品，可
以进一步打响品牌。”官国文说。

农旅融合，以旅兴农。随着
“安贞雪蔗”“槐南粉干”走俏市
场，镇里加快培育千亩蔗、千亩
油茶等 4 个千亩示范园，加快农
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推动农
产品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化，
积极培育打造网络销售直播平
台，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一业兴，百业旺。槐南镇锚
定一条精品线路，做活一座古堡
文章，带动一个产业链条，增进
一方百姓致富。

抓产业、抓项目，事关民生福祉。
“今年我们争取签约3个以上

项目，培育2家企业升规，推动已签
约的永安金牛水泥协同处置固体废
弃物建设项目和永安金牛水泥节能
环保技改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加快
槐南镇农特产品深加工等项目建设
进度，争取在产业发展上实现新突
破。”槐南镇镇长刘伟说。

走进永安金牛水泥综合利用
及处置固废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
进行场地平整工作。作为三明市重
点项目，这里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处

置固废能力达10万吨，新增年产值
4000万元。

“项目正在进行土地平整，原
料堆放场所已经确定，征地、环评
等前期工作加快推进，预计今年6
月份可以进行固废处置系统的主
体建设。”永安金牛水泥公司副总
经理刘建军说。

水泥综合利用及处置固废项
目，是永安金牛水泥延伸产业链
条，加快绿色发展的项目之一。公
司自2019年7月建成投产后，年产
熟料150万吨、水泥200万吨，年产
值可达8亿元，创税7500多万元。

企业交的税收是真金白银，辐
射带动作用同样明显。槐南镇有4
家物流企业，其中2家直接服务金
牛水泥。同时，永安金牛水泥还解

决了当地200余人就业，仅镇农商
行每年发的员工工资就有1800多
万元。

“之前在外地打工，后来在槐
南派出所当了4年协警，2019年进
入金牛水泥上班，收入还不错。”永
安金牛水泥包装车间班长郑文杰，
对现在这份工作非常满意。

落地一个项目，带动一批产
业。沿着新修建的山间小道，走进
古树参天的上罗溪红林瀑布，飞流
倾泻、水花飞溅，这里是槐南镇又
一网红打卡点。

“上罗溪村是槐南镇的南大门，
通过进一步挖掘珍稀树种园、黑风
寨等旅游资源，加快停车场等配套
设施建设，力争把这里打造成3A级
景区，集聚人气，带动当地发展。”槐

南镇党委宣传委员罗志杰说。
产业项目可以增进民生福祉，

民生项目则把好事实事办在群众
心坎上。

走进洋头村幸福院，老人们正
在看电视、玩棋牌，其乐融融。

此前，这里是池氏祖祠，村民
们自愿把老宅作为老人休闲娱乐
场所后，村里通过争取省级补助、
村民自筹、社会捐赠等方式，投入
约60万元，添置棋牌室、视听室、阅
览室、乒乓球室、台球室、按摩室等
设施，供全村688位老人休闲娱乐，
并安排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打开幸福院水龙头，汩汩清泉
哗哗流出。去年 3 月，村里启动自
来水工程，当年 10 月投入使用，解
决1000多户村民用水问题。目前，

洋头村已安装水表485户、洋尾村
150 户，水厂月均水费收入 4560
元 ，不仅增加了村财收入，也解决
了村民间歇性断水问题。

聚焦群众急难盼愁问题，槐南
镇先后完成槐南文江溪安全生态
水系项目，建设西华片区4所村小
集中教学点，打造4处党建主题公
园，修缮西华水厂7公里引水水渠，
增设沿河步道路灯110余盏，安装
41 个高清探头和 840 路村居视频
监控联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六
清”行动……

多谋利民之策，多兴惠民之
举。槐南镇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中国
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

携手并进，共谱片区发展新篇章

项目引领，勾勒幸福生活好图景

创新治理，打造宜居宜业美家园

◀ 槐南村全景
▼ 老艺人教孩子们打安贞旌鼓

▲槐南古银币交
易市场

▶ 洋角村宽敞
的村道上，村民悠闲
地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