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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3日，市委常委、市
征兵领导小组副组长、三明军分区
政委侯典荟，市征兵领导小组副组
长、副市长廖金辉，市征兵领导小
组副组长、市征兵办公室主任、三
明军分区副司令员李连祥深入三明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征兵体检站 （三
元区征兵体检站） 检查指导征兵体
检工作，看望慰问应征青年和征兵
体检工作人员。

市征兵领导小组领导详细检查
征兵体检站内各体检场室，逐一了解
征兵体检每个环节，详细了解今年征
兵人数、征兵体检标准、应征青年身

体素质等情况，对医务工作者的辛勤
付出表示感谢。

市征兵领导小组领导要求，各级
政府和兵役机关要发挥职能作用，认
真组织，周密安排，使工作程序、责任
要求、廉政征兵措施、征兵质量具体
化。医务人员要切实履行职责，严格
按照体检程序和标准，严把兵员质
量，确保体检数据准确，同时要重视
应征青年心理健康检测，抓实抓细体
检各个环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高标准完成体检任务。

（本报记者 巫瑞万 通讯员 伍
中平）

市征兵领导小组领导检查
指导征兵体检工作

本报讯 为推进我市闽学文化普
及工作的深入开展，按照市政府下发
的《朱子（闽学）文化品牌建设实施方
案的通知》文件精神，经各有关单位
申报，市社科联审核，近日确定三元
区岩前镇岩前村等16个村为三明市
首批闽学文化村。

三明是“闽学四贤”杨时、罗从
彦、朱熹的出生地、成长地、生活地，
是“闽学四贤”学习、讲学、研究、著述
的主要区域，是闽学发祥地和闽学传
播发展的核心区域，全市境内留下了
大量的闽学文化历史遗存。推进“闽
学村”建设，对于展示三明闽学文化
的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挖
掘、保护、传承和利用闽学文化资源，
培育打造一批具有浓厚地方人文气
息的精品闽学文化示范村，推进和提
高闽学文化的普及和影响，提升三明

市文化综合实力，近年来，全市在推
进“闽学村”建设中进行了有益的尝
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入选三明市首批闽学文化村名
单为：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忠山
村；沙县区凤岗街道大洲村；永安市
贡川镇集凤村；明溪县夏阳乡紫云
村、瀚仙镇龙湖村；清流县余朋乡东
坑村；宁化县泉上镇延祥村；建宁县
客坊乡客坊村；泰宁县杉城镇际溪
村；将乐县南口镇蛟湖村、万全乡良
地村；尤溪县城关镇南溪社区、汤川
乡阳星村、洋中镇桂峰村；大田县广
平镇广平村。

市社科联希望各闽学文化村充
分发挥资源优势，深入挖掘、保护、传
承和利用闽学文化资源，积极开展科
普工作，推进闽学文化品牌建设，提
升三明市文化软实力。

（陈光基 吴美清）

我市确定首批16个闽学文化村

本报讯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近日重新建立。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曾
于2013年建立院士工作站，但建站协
议已到期。去年以来，在福建、三明、
永安三级科协指导和三明、永安相关
部门支持下，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与清华大学的院士及其专家团
队持续对接、深入沟通，双方再签建
站协议，共同推进深度合作。

近年来，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院士工作站致力于推动沙溪流域
乃至闽江流域水利科学研究和科研成
果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据不完全统计，依托院士工作
站，经院士及其团队专家努力，先后

建立8个市厅级科研平台，引进、落地
和生成项目 613 个，取得科研成果
1452项，实现专利238项，创造经济价
值8900万元，开展智慧水利、智慧防
汛、智慧河长等技术攻关研究，获批各
级各类水利科技项目200余项，先后
荣获福建省院士专家示范工作站和全
国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称号。

本次重新建站，将持续发挥高
端智力平台优势，借助院士专家科
研力量和创新资源，通过对沙溪和
闽江流域的深入研究，为水利等相
关职能部门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
三明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

（陈 翔）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重新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近日，《三明日报》以《书写民生
答卷 绘就幸福底色》为题，对我市落
实落细民生实事作了报道。这一件
件民生实事，无不诠释了全市各级各
有关部门为民与实干精神。

真心为民暖人心。推进教育项
目、着力促进就业、完善养老服务
……每一件民生实事，都让广大群众
从中感受到了直抵心扉的“民生温
度”。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民之所
需，政之所为。全市上下深入实施

“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
动，从广大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坚
持只要是有利于群众的事，就真心实
意一抓到底。

真抓实干绘底色。大道至简，实干
为要。民生实事千头万绪，唯有精准发

力、真抓实干，才能把好事办实、把实
事办好。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始终坚
持“干”字当头，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件
一件地抓、一件一件地干，真正按下民
生实事“快进键”，持续勾勒群众幸福
生活“新画卷”。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持续
改善民生，提升民生福祉，没有“休止
符”，只有新起点。相信有全市各级
各有关部门真心为民、担当作为，一
件接着一件办、一年
接着一年干，就能不
断满足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让民生福祉真正成
为三明大地上最亮
眼的幸福底色。

民生实事，诠释为民与实干精神
●俞和江

拆除公路非法广告牌
从7月10日起，三元公路分中心持续对国道534线、国道205线三元辖区

路段的非法广告牌、标志牌进行全面清理。他们对破旧、设置不合理的公路交
通标志牌、非法设置的非公路标志牌予以集中查处取缔。电锯锯、吊车装、人
力搬……截至目前，已清理各类标志牌36面，合计300多平方米。

（骆志雄 洪伟扬 摄影报道）

本报讯 7月28日，在建宁县
水尾基站机房内，三明移动公司
纪委办公室的郭慧敏正协同安全
管理员邱东桂在现场核查该机房
的机房长12个月度安全巡检项目
落实情况。这是三明移动公司纪
委关口前移，聚焦企业生产经营
关键环节，服务企业健康发展，
构建“3+1”模式，扎紧扎牢安
全线，确保国家财产和企业员工
安全的一个缩影。

安全是“1”，其他工作是它后
面的“0”，只有牢牢把住了“1”，后
面的“0”才具有真正意义。这个
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安全工作的
重要性。三明移动公司纪委在强
化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安全的同

时，从更高的站位出发，把企业的
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日常监督重点
工作内容，强化“3+1”模式建设，
即：在推动县公司生产经营单位
和各部门是第一道防线、专业管
理部门是第二道防线、市公司安
全生产管理部门是第三道防线的
基础上，加大纪检的监督和检查
力度，共同推动形成分层分级、分
专业条线的多维交叉的安全生产
工作合力，确保将安全生产隐患
降低到最大限度。

三明移动公司纪委首先将压
紧压实主体责任，作为形成安全
生产工作监督合力的关键点，推
动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对县公司和
市公司市场、网络、工建、财务、综

合部等专业部门的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专业管理责任、综合管理责
任进行量化明确，做精做细岗位
和条线管理颗粒度，提升岗位安
全生产规范化的操作标准和专业
条线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模
型，做到标准化落实，清单化管
理，表格化检查。同时，三明移动
公司纪委全流程参与市公司安全
生产管理部门举办的安全生产培
训、会议、检查和专业知识测试现
场监考，确保安全生产工作落实
到位。

上半年，三明移动公司县公
司一线开展安全生产检查729人
次，检查机房 575 处，局楼 12 座，
营业厅 18 个，施工现场 57 处，发

现安全生产隐患问题1087处，整
改1081处；市公司各专业条线安
全生产检查 68 人次，检查机房
115处，局楼1座，营业厅18个，施
工现场36处，发现安全生产隐患
问题 265 处，整改 265 处；市公司
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共出动安全生
产检查217人次，检查机房44处，
局楼12座，营业厅18个，施工现
场22处，发现安全生产隐患问题
118 处，整改 118 处；市公司纪委
办共参与安全生产检查12人次，
检查机房 24 处，局楼 12 座，营业
厅 12 次，施工现场 12 处，发现安
全生产隐患问题 33 处，整改 33
处，实现了上半年企业安全生产
零事故。 （陈培泼 纪智湘）

三明移动公司纪委：“3+1”模式 扎紧安全线

夏季，万物蓬勃生长。宁化县
水茜镇石寮村茂密的树林下，中药
植物三叶青郁郁葱葱，三三两两的
村民，忙着日常管护。幽静的森林，
变得热闹起来。

依托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
家门口的绿水青山成了流淌着财
富的“幸福靠山”。这是宁化县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
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持续转化
的生动写照。

荒山披绿 青山常在
走进石壁镇溪背畲族村，只见

5000多亩的油茶林，沿着山势蜿蜒
起伏，如同一幅壮美画卷。看着长
势喜人的油茶林，油茶基地负责人
杜秋生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今年又
是一个丰收年。

曾经，宁化饱受水土流失之
苦，是福建省最严重的水土流失县
之一。“一无毛、二无皮、三无肉、只
剩光骨头（母岩石）。”宁化本地常
说的顺口溜，更是形象地道出了流
失地的土地贫瘠。

2010年，杜秋生看中了当地富
含磷、钾等元素的紫色土，便在石
壁镇承包荒山，种植油茶。然而，严
重的水土流失让杜秋生措手不及，

“一到下雨天，雨水直接冲刷着土
地，紫色泥沙夹杂着各种作物卷入
河里，无奈又心酸。”

如何让水土流失治理与产业
发展同步发展？宁化创新举措，探
索形成“政府主导、群众主体，公司
运作、大户承包，土地流转、农户入
股，单位包干、社会参与，全面封
禁、分类治理，长效管护、惠及民
生”的机制。县里先后投入 6.5 亿
元，以小流域为单元，探索建立“鱼
鳞坑+山边沟”“竹节沟+水保林”

“筑谷坊+穴播（种）草”“坡改梯+
草覆盖”“全封禁+强管护”等五种
生态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水土流
失综合防治体系。

说起油茶基地的治理过程，杜
秋生仍记忆深刻。在县水土保持中
心帮助下，申请国家水土保持工程
建设“以奖代补”试点项目，基地获
得 500 多万元资金补助和技术指
导，协助改造坡耕地近4000亩，配
套建设生产道路、截排水沟和蓄水
池。“现在荒山变成了油茶林，公司
年产值达 1000 万元以上，还带动
200多名村民就业。”杜秋生说。

经过治理，全县水土流失面积
由1995年的68.3万亩减少到2022
年 的 32.4 万 亩 ，水 土 保 持 率 从
80.85%提高到 91.03%，实现了从

“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美丽
嬗变，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全国水土保
持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纷至沓来。

以绿致富 林下生金
盛夏的治平畲族乡，俨然一幅

竹乡画卷。15.9 万余亩竹林，是全
乡最大的资源，如何让乡亲们的日
子像竹子一样节节高？

治平畲族乡因地制宜实施“以
竹兴林，林业兴乡”发展战略，引导
农户“把山当田耕，把竹当菜种”，
建立起丰产林基地5.3万亩。全乡
现有规模以上笋竹企业6家，带动
3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治
平畲族乡泥坑畲族村村民曾长金
一家承包 1000 多亩毛竹林，除了
挖笋，竹子还卖给了企业加工竹制
品，每年收入10多万元。

如今的治平畲族乡，以竹为
美、因竹而富，笋竹产业年产值近7
亿元，仅此一项，带动全乡人均年
收入12819元。乡里先后获得中国
慢生活休闲体验区、第二批“清新
福建·气候福地”等荣誉称号。

在宁化，以绿致富的不止治平
畲族乡。既要村子增绿，又要村民增
收，百姓通过向林下要增值空间，让
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清晨，阳光透过树林，照射在

林下蜂箱上，勤劳的蜜蜂忙碌地来
回飞舞。正是这一个个蜂箱，让济
村乡三村村民施河林富了口袋。

“靠山吃山，今年，合作社养蜂3000
多箱，预计年产蜂蜜近 3 万公斤，
产值超200万元。”施河林介绍，他
的养蜂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60多
户，采取“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
林下养蜂产业。得益于当地茂盛的
植被、四季花开不断的优势，产出
的蜂蜜品质好，供不应求。

水茜镇林下套种三叶青规模
超 3000 亩，安远镇林下套种七叶
一枝花 3000 多亩，城南镇不仅发
展林下黄精、七叶一枝花等中草
药，还定制康养旅游…… 林下经
济多点开花，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宁化正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
禀赋，推动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

通过有效盘活林下土地资源，
发展特色林下产业，目前宁化县林
下经济总面积达 44.8 万亩，产值
5.75亿元，实现绿水青山“底色”更
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

生态长美 康养常乐
眼下，走进城南镇石螺坑，林

深树茂，溪流潺潺，虫鸣鸟叫，微凉
拂面，好不惬意，前来消暑的游客
络绎不绝。

城南镇拥有连绵起伏的万亩
原始阔叶林，全镇森林覆盖率达
71.95%，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平
均达0.8万个以上，环境质量优良
率达99.5%，是大自然赋予的“森
林氧吧”。

去年，城南镇、县林业局结合
村庄周边的民宿、地理、功能等，通

过微改造、精提升，新修建石螺坑
森林康养步道。步道从山脚蜿蜒盘
旋至山顶，一路青山绿水交相辉
映，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在这里
享受夏日清凉，感受林深水美。

借助上榜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乡镇契机，城南镇、县林
业局联合打造了聚龙阁、南岭清秋
两家省级森林康养基地，“省级森
林康养小镇”“康养城南”已成为当
地特色名片。2022年以来，城南镇
接待游客达到 18 万余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超1200万元。

宁化位于武夷山脉中南段东
麓，是闽江、赣江、汀江“三江”源
头，全国南方 56 个重点林区县之
一，拥有牙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和
亩蓄积量居世界之冠的古杉木王
群等自然景观……这里，生态系统
保护良好、森林资源富集、自然景
观秀美、文化底蕴深厚、空气质量
优良。宁化境内林地面积 273.8 万
亩，森林覆盖率73.83%，森林蓄积
量 1630 万立方米，拥有省级森林
康养基地3个、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乡镇2个、省级森林康养
小镇1个、中国慢生活体验区1个、
三星级以上森林人家12个。

宁化充分发挥森林景观优势，
依托客家文化、红色文化资源的特
色优势，融入森林康养，开发森林
康养产品。培育打造了一批以客
家、红色、康养、体育等为主题的精
品旅游线路，植入研学、写生、体
育、摄影等旅游业态，打造农文旅
融合特色产业链，绘就“红绿融合”
新画卷。今年上半年，宁化接待旅
游人数 169.51 万人次，旅游收入
12.66亿元。

守护绿水青山 产业生态双赢
——绿水青山间的宁化故事

●本报宁化记者站 雷露微

宁化县城区宁化县城区 （（黄尉峰黄尉峰 摄摄））

本报讯 7 月 28 日，市工信局
针对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帮助
中小微企业获得应收账款贷款融
资，给予融资年化金额 1%的奖励
发放到账，成为我市发放的首笔应
收账款融资奖励。

今年 3 月，为加快推进应收
账款融资试点工作，拓宽中小微

企业融资渠道，我市组织申报
2022 年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资金奖
励项目。

闽光云商是三钢集团从钢铁
制造企业向钢铁制造服务型企业
转型的支撑性项目。2022年7月，
闽光云商上线“闽光金服-闽光云
商供应链金融平台”，利用三钢集

团的资金和信用优势，与金融机构
和产业链各端紧密合作，一年来共
帮助上游中小微企业获得应收账
款融资贷款171笔共计4.59亿元，
有效降低金融机构放贷风险，缓解
上游企业融资困境。

去年以来，市工信局积极支
持闽光云商发展，培育闽光云商

成为供应链核心企业，建立覆盖
原料供应端至成品销售终端的供
应链金融服务。同时，促成招商
银行与闽光云商达成合作，共建
供应链金融平台并成功落地全市
第一笔供应链金融业务。

（本报记者 朱丹宇 通讯员
罗志晔）

闽光云商获我市首笔应收账款融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