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三明市“新时代好少年”
先进事迹展示（二）

3.吴萱萱:用声音演绎经典的
客家文化爱好者吴萱萱，女，2013
年4月出生，宁化县连冈小学五年
级学生。曾获三明市“诵读中国”
大赛、三明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一等奖。吴萱萱自幼喜爱客
家传统文化，7岁时在学校系统性
接触了客家童谣、玉扣纸、木活字
等客家文化并潜心学习，积极参
加各种客家文化展演，宣传推广
客家文化，参加客家祭祖活动，向
海外来宾演绎《客家祖训》。她充
分发挥声音的优势，录制了客家
话版的学校上下课铃声，运用朗

诵、演讲、唱歌、情景剧等丰富的
形式，精彩演绎客家话，还化身红
色文化“小小讲解员”，参加红色
故事义务讲解20余场次。由她担
任主角的客家方言歌舞剧《割掉
髻子当红军》荣获第四届福建省
中小学生（少儿）戏剧展演小学甲
组节目奖二等奖，她演唱的客家
传统童谣《月光光秀才郎》获“宁
台客家山歌童谣”大赛一等奖。
通过层层选拔，她成为福建省两
岸小围炉2024海峡两岸少儿春节
大联欢的主持人，促进海峡两岸
文化交流。

4.林起森：荆棘丛中的阳光
少年林起森，男，2008年3月出
生，大田县特殊教育学校高一学
生。曾获2023年大田县“新时代
好少年”荣誉称号。他将勤补
拙，努力克服理解、计算的缺
陷，日日背诵乘法口诀、随身携
带计算器，成为最优秀的“收银
员”，屡获“学习之星”。他百炼
成钢，是“花式包子”组成员，
以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

行动，克服精细动作不协调和估
算能力差的缺陷，最终做出可与
老师相媲美的成品，多次荣获

“微梦想家”称号。他乐于助
人，带同学们读书、写字，细心
指导帮助重度残疾舍友穿衣、洗
漱，是校园中的“阳光哥哥”。
他知恩图报，深知自己的家庭特
殊，孝顺长辈，把个人奖学金和实
训“工资”如数上交贴补家用，共
同分担家庭重任。

守护非遗 赓续文脉
6月7日，以“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为主题的2024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三明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市艺术馆成功举办。本次活动采用
展演、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摄影大赛、方言展示、公益讲座、线上线下各
类展览、文化交流等8项非遗活动项目。此次活动，让参与者切身体验非遗
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市民群众保护传承非遗的参与度、认同感和
获得感。 （全媒体记者 吴佳霖 摄）

我们的节日端午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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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宁化县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副县长林剑峰前往县消
防救援大队无人机基站，调研无
人机空地一体体系建设项目。

宁化县无人机空地一体体系
建设项目是省、市支持宁化在全
省率先建设的应急救援体系试点
项目，总投资约 2000 万元，规划
安装无人机组 20 套，已建成 19
套，全部建成后可覆盖宁化85%以
上县域面积，实现县域无人机“5
分钟应急救援响应圈”。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绝不能
忘记老区人民’，是推进革命老区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的精神指
引，而省应急管理厅的有力支持
则是我们开展挂钩帮扶工作的坚
强后盾。”林剑峰说。

宁化是千年古县、客家祖地，
原中央苏区核心区，也是长征最
远出发地之一。2022 年 7 月，经
省委组织部选派，省应急管理厅
干部林剑峰来到宁化县挂职，担
任宁化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
县长。

作为5个省直单位挂钩帮扶宁
化县的牵头部门，省应急管理厅
高度重视挂钩帮扶工作，林剑峰
充分发挥牵头单位挂职干部桥梁
纽带作用，积极向上争取政策、

资金支持。两年来，省应急管理
厅向宁化县下拨各项防灾减灾救
灾资金 3000 余万元，持续提升基
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宁化县被列入全国县域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应用试点
县，省应急管理厅帮助宁化县建
设森林防灭火野外实训基地，打
造全省应急救援培训基地。在安
乐镇开发建设中小流域灾害风险
监测预警系统，帮助提升镇村防
汛救灾和应急响应能力。在宁化
组织开展全省尾矿库溃坝、地震
灾害应急救援演练，持续提升基
层应急救援能力。省应急管理厅
资助近300万元，先后在宁化城区
万星广场、县第六中学和淮土镇
凤山村建设 3 个安全文化主题公
园，加强基层应急文化宣传阵地
建设，提升当地群众防灾减灾救
灾和安全防范意识。

“项目进度怎么样？”“建设过
程还存在什么困难？”2022 年 10
月，林剑峰在调研挂点的水土流
失村——安远镇后溪村的过程
中，发现当地群众存在饮用水困
难的情况，经多方努力、积极争
取，最终将安远镇后溪村、增坑
村的安全饮水工程列入省应急管
理厅当年帮扶宁化县乡村振兴项

目之一。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林
剑峰坚持每月调研，察看项目进
度，协调解决难点堵点。该项目
于2023年11月竣工，实现日供水
量 800 吨，有效解决了当地 4000
多名村民的饮用水问题。

近年来，在行政经费相对紧
张的情况下，省应急管理厅仍然
挤出500余万元专项经费，支持宁
化乡村振兴、民生事业建设。相
继在淮土镇凤凰山村、中沙镇集
镇、安乐镇安乐村、城南镇青塘
村等地，建设农村公路 4.2 公里，
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出行条件；在
凤凰山村建设光伏发电站，每年
为当地村财增收13万元。林剑峰
还积极协调省应急管理厅机关党
委到宁化开展“我在乡间有亩
田”活动，帮助整治撂荒地 28
亩。省应急管理厅机关工会每年
采购宁化农特产品，帮助村民增
收致富，有效提升当地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为宁化县工业发展攻坚组
副组长，林剑峰积极推进全县安
全应急产业发展，主持编制 《宁
化县安全应急产业链专项规划》，
积极协调省安全应急产业协会开
展招商引资工作。目前，宁化县
域安全应急产业已初具雏形，落

地涵盖应急救援处置、个体防护
等安全应急企业15家，实现了安
全应急产业的零突破。

林剑峰始终秉承初心使命，
加强协调对接，认真落实省应急
管理厅“三员三促”工作部署，
切实当好挂点县应急管理工作的
联络员、调查员、服务员。他大
力践行“四下基层”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走访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认真听取意见建
议。全力协助做好全县安全生产
防范工作，重大节日、重要时间
节点会同当地相关部门加强安全
生产形势分析研判，帮助梳理交
通、住建、工贸、矿山等行业领
域安全风险，制定安全防范措
施，积极推进行洛坑钨矿5G智慧
矿山建设，帮助提升本质安全水
平，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两年宁化行，一生客家情。
“与其说挂职干部为当地经济和社
会发展尽了一些绵薄之力，不如
说是宁化人民包容了我，长征精
神、苏区老区精神激励了我，深
厚的客家历史文化滋养了我。”两
年的挂职经历，林剑峰与宁化人
民结下了深厚感情，他说这是自
己人生路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将不断温暖他、鼓舞他、启迪他。

林剑峰：长征精神激励我 客家文化滋养我
●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两年挂职路，铭记老区情。
告别熟悉的省委机关，他来

到建宁，深入一线，了解民情，
快速融入新的工作环境；两年的
挂职生涯，他以谦逊的学习态
度、扎实的工作作风、创新的工
作方法，赢得了同事和群众的广
泛赞誉，在闽江源头留下了深刻
的印记。他，就是省委政法委机
关干部，现任建宁县政府副县长
的陈天山。

初到建宁，面对全新的工作
环境和职责，他迅速完成了角色
转换。他深知，要想在新的岗位
上做出成绩，就必须不断调研学
习。他跑遍全县四镇五乡92个建
制村，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朋友，
话家常。他的调研足迹遍布田间
地头、工厂车间、学校课堂，他
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灵感受民
情民意。

实地了解了情况后，接下来
就是如何帮扶。陈天山发现建宁
生态环境良好，土质肥沃，利用
建宁绿色资源和产业优势，应该
可以有一番作为。于是他带领相
关部门主动上门沟通对接，争取
项目落地建宁。

“建宁县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

中草药种植，我们有信心将这里
打造成全省最大的中草药种植基
地。”陈天山自信而又执着，与相
关部门组成的招商项目小组，成
功招引福建国坤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林下中草药种植项目在建宁签
约落地，计划总投资 9000 万元。
目前，项目一期 1000 亩试验基地
已成功落地，二期也正在积极推
进，项目建成后将有力促进建宁
县中草药种植产业发展，且有望
成为全省最大的中草药种植基
地。目前，该公司种植范围已辐
射至将乐、沙县等地，涉及投资
金额1.8亿元。

“项目落地，服务不能落下，
我们要为项目落地提供全方位的
支持，让企业在这里安心发展。”
陈天山时常和相关部门人员沟
通，强调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他积极推进优化政务服务，
提升行政效能，指导县行政服务
中心推动“一窗通办”改革，持
续推进“跨域办”，与江西南丰、
福州台江、鼓楼，莆田涵江、秀
屿等地签订“跨省通办”“省内通
办”合作协议，极大地提高了行
政效率。

建宁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

与江西省广昌、南丰、黎川县毗
邻 ， 省 界 边 界 线 长 达 170 多 公
里，如何更好解决各类边界矛盾
纠纷呢？

陈天山利用省委政法委机关
干部的优势，因地制宜，进一步
探索推动边界“五联工作机制”，
打造“边界枫桥”。

他与建宁县司法、公安等部
门多次集中探索，完善了以组织

“联建”强基础、机制“联通”促
协作 、隐患“联防”保稳定、纠
纷“联调”堵源头、问题“联
治”重实效为主要内容的“五联
工作机制”。近年来，调处边界纠
纷 875 件，调解率 100%，“三零”
化解边界纠纷工作法入选全省新
时代“枫桥式工作法”，促进边界
地区连续多年平安和谐，边贸经
济繁荣发展，构筑了坚实的省际
边界平安带。

两年时间虽转瞬即逝，但陈
天山的挂职工作可谓成绩满满：协
调推动帮扶项目落地，为建宁县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多次带
领相关部门赴福州向部分省直机
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先后帮助争
取数字政法与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试点、库区移民村公路建设、乡镇

司法所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修缮等项目政策支持。

司法工作方面，开展法治江
源、法治边界、法护种业等单项
示范创建工作，引领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健全完善行政执法制
度，科学有效监督制约行政权
力。2022 年度市对县依法行政绩
效考核全市第一，2022 年度人民
调解工作全市第一。

医疗教育方面，推动全县医
疗补助救济、防范青少年溺水、
优化县域医疗卫生人员管理、中
医院项目建设等工作顺利开展。
其中，亲自研究推动、圆满完成
群众性应急救护公益培训任务；
牵头制定的 《建宁县防范青少年
儿童溺水工作协调机制》 在全市
教育系统工作会上作为典型分
享，实现了近年来首次暑期青少
年儿童“零溺亡”。

……
“难忘两年帮扶路，一生铭记

老区情。回想起两年的挂职经
历，亲身感受到组织的亲切关怀
和老区人民的深厚情谊，这是最
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难以忘怀的
人生经历。”离别之际，陈天山感
慨地说。

陈天山：挂职当任职 实干促发展
●黄国胜 曾 程

本报讯 6月8日至9日，由中国
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福建省科
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三明市科
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2024年全国
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福建选拔赛在
三明市委党校举行。

本场比赛集结了来自全省 420
支队伍共计600多名学生同台竞技、
比拼创意，比赛分设航天创意竞赛
单元及载人航天主题专项赛两大
类，其中载人航天主题专项赛包括
了星球车挑战赛、火星家园挑战
赛、星际救援挑战赛等9个类别。其
中无人机编程技能挑战赛和无人机
操作技能挑战赛为新增赛项，孩子

们在逐梦星辰的畅想和实践中度过
了一个“飞”同一般的端午假期。

今年是大赛举办的第三年，赛事
根据参赛选手的在校年级分为小学
组、初中组和高中组，最终决出一、
二、三等奖队伍。其中，三明代表队获
一等奖队伍3支、二等奖队伍14支、
三等奖队伍7支。全国青少年航天创
新大赛是经教育部批准的面向青少
年的全国性白名单赛事，旨在通过一
系列单元竞赛，为广大青少年搭建展
示想象力和创意的舞台，激发青少年
探索航天科技的兴趣，为加快推动发
展新质生产力挖掘和培养更多新生
力量。 （沙县记者站 薛辰怡）

2024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福建选拔赛在我市举行

两岸同心一家亲
▶疾驰的龙舟、飞溅的浪花、观众

的呐喊……6 月10 日，2024 年沙县区
“贵州贵酒”杯海峡两岸端午龙舟赛在
龙湖公园水域举行。12 支龙舟队飞
桨逐浪，以一场热闹欢腾的龙舟赛与
广大市民共度佳节。

龙舟聚力竞飞渡，两岸同心一家
亲。本次比赛邀请了 11 支本土队伍
和1支台胞队伍参加，近300名运动员
参赛。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为桥，在共
划龙舟、奋勇竞渡中，相识相知，共同
感受赛龙舟的独特魅力。

（沙县记者站 薛辰怡 通讯员
张凌欣 摄影报道）

“粽”情端午 反诈同行
▼6月6日，市公安局“金盾银晖”老党员工作室在三元区乾

龙社区开展“‘粽情’端午 反诈同行”活动。20余名退休老党员
志愿者将反诈知识融入书画作品、有奖竞答中，以趣味互动的形
式为市民送上反诈小贴士和节日问候，引导他们守护好自己和
家人的“钱袋子”。

（梁梦婷 颜学娟 张 雪 摄影报道）

本报讯 6月10日，为进一步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营造“我们的节日·端
午”的浓厚氛围，三元区莘口镇举办

“粽叶飘香迎端午·民族团结一家
亲”第四十六届龙舟赛。

本届龙舟赛分为 200 米和 500
米直道赛，共吸引了列西龙舟队、白
沙龙舟队、贡川古城龙舟队等13支
队伍参赛。比赛现场，随着开赛号令

响起，龙舟在鼓声和观众的欢呼声
中冲出起点，舟上选手动作整齐，呐
喊着划动船桨，上演了一场水上的

“速度与激情”。
经过激烈的角逐，西藏干部龙舟

队、安美奇龙舟队分别获得200米直
道赛第一名、第二名，莘口村龙舟队

和镇机关龙舟队并列第三名；贡川古
城龙舟队、莘口祥云龙舟队、永安下
渡龙舟队分别获得200米+500米直
道赛综合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莘口素有赛龙舟的习俗，从
1979年开始，端午赛龙舟已连续举办
了46年。今天我们还邀请了15名西

藏籍干部参加本届龙舟赛，希望通过
搭建交流平台，让藏族同胞共享龙舟
文化魅力。”三元区莘口镇相关工作
人员说。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 2024 年福
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剧种公益
性演出（第28场）、龙舟点睛仪式以及
包粽子等群众性体验活动，大家在热
闹的民俗活动中，感受到了浓浓的端
午氛围。 （全媒体记者 黄宝琴）

龙舟聚力竞飞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