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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连接三元区富兴堡南城
首府小区和306 省高速公路的连接
线排水管和管网正在紧锣密鼓地施
工作业。这将解决高速公路路面排
水直排和道路边坡水土流失的问
题，保障小区居民和道路车辆的出
行安全。

曾几何时，306省道高速公路连
接线因为道路排水直排至地势更低
的富兴堡南城首府小区，导致每逢
大雨后泥水倾泻而入，小区数次被
淹，居民苦不堪言，这样的情况持续
了4年，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时间跨度长、
牵扯范围广、处理难度较大，向来
是“烫手山芋”，又因各种各样的
原因未得到及时化解而随着时间积
留，令人如坐针毡、如芒刺背。

历史遗留问题久拖不决，归根
结底还是服务群众这一条。困扰大
家生活的“硬骨头”，越是难啃，
越要迎难而上。

3 月，三元区启动推进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工作，成立以区政府主
要领导为组长，区直各部门单位和

乡镇 （街道） 一把手为成员的城市
开发建设工作组、城市管理工作
组、信访积案工作组、财政资金工
作组、园区服务工作组、行政审批
服务工作组、用地工作组等7个工
作小组，以“问题项目化、项目清
单化、清单责任化”的要求，摸排
出近149件历史遗留问题，包含10
个重点历史遗留问题，强化工作组
专班力量，根据《三元区推进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清单》细化工作
任务，明确工作举措、完成时限
等，推动问题尽早解决，保障群众
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定稳定。

7 月底，白沙街道桥西市场承
租户在夕阳余晖中忙碌搬离，市场
里的摊位变得空旷，往日的喧嚣已
不复存在。随着最后一批承租户的
离去，这个曾经热闹非凡的市场结
束了它多年的运营历史，平稳地移
交给了福建好多多集团进行管理。

桥西市场的管理权归还给好多
多集团，是三元区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的十大重点任务之一。这一问题
可追溯至2012年，当时由于好多多

超市桥西店的农改超，导致原市场
的经营户被迫外溢，长期在市场周
边占道经营，形成了诸多管理难
题。2014年7月，白沙街道办代管
桥西农贸市场，代管期限至今年 7
月23日。

为了把管理权“完璧归赵”，
城市管理工作组工作人员坚持问题
导向，倒排时间节点，深入剖析问
题症结，积极疏解堵点难点。其
中，白沙街道工作人员先后10余次
走访区城发集团与好多多集团，深
入桥西市场商铺了解具体情况，逐
一解决承租户离场的后顾之忧以及
好多多集团接管后的各项后续工
作。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这一长期
困扰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得到
成功化解。

属地（部门）驱动，形成推动历
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强大合力。12 个
乡镇街道和责任部门积极主动，按
照属地原则，对149件历史遗留问题
认领汇总，并明确跟进领导和责任
人主动对接七大专班和责任部门，
形成上下协作，条块联动的工作机

制，解题综合办公室则遵循轻重缓
急、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的原则，对
十大重点遗留问题、七大专班14件
遗留问题、12个乡镇街道24件遗留
问题解决进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确保全区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化解疏
解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市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农村村民
住宅原址翻建历史遗留问题、徐碧

“城中村”改造项目村集体房屋及 4
个祠堂有效面积置换至徐锦家园 5
幢、7 幢沿街商业店面历史遗留问
题、莆炎高速（三元段）建设项目占
用荆西红酒小镇部分地块土地历史
遗留问题……民生无小事，枝叶总
关情，任务清单上，一项项打勾的问
题，是全区各有关部门单位拒绝百
姓为“历史遗留问题”买单，全心全
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生动写照。

截至11月1日，三元全区共化
解45件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城市开
发建设类 15 件、城市管理类 8 件、
财政资金类8件、行政审批服务类5
件、园区服务类 5 件、用地类 2
件、信访积案类2件。

画上群众急难愁盼历史句号
三元区持续破解难题推进历史遗留问题顺利解决

●全媒体记者 陈 渴 三元记者站 张倩茹

“快来！这里有好多台湾商
品，我们去看看。”11月8日，在
林博会现场，不少市民呼朋唤
友，相约进入海峡两岸 （三明）
融合馆内参观。

随着众人的脚步，记者也走进
了展馆内。目之所及：沙县小吃与
台湾美食巧妙结合，花生酱凤梨
酥、花生酱牛轧糖等特色食品引来
大家驻足品尝；台湾乡建乡创团队
的文创产品更是创意十足，令人爱
不释手。一个小小的展馆，成为了
两岸交流的生动缩影。

“今年的林博会首次由国台办
经济局作为主办单位，进一步提升
了办会层次和规格。为了展示近
年来三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工作

的成效，在林博会上特别设立了海
峡两岸（三明）融合馆。”据市委台
港澳工作办公室宣传交流科科长
肖树成介绍，这个展馆以“融合”为
主题，通过前言、产业合作、交流交
往、共建共治、台青筑梦五大板块，
全面展示我市在推动两岸融合发
展中的探索与成效。

近年来，我市抢抓海峡两岸乡
村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重大机遇，
积极推动明台在产业合作、乡村融
合、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全市现有台资企业215 家，台资投
资领域拓展至冶金铸造、工业地
产、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多个产
业；每年举办 30 多场对台交流活
动，累计吸引超过100 万台湾同胞

来明观光考察、交流参访；引进上
趣智业、跨界自造等26个台湾乡建
乡创团队，为我市90多个乡村提供
驻村“陪伴式”服务；通过两岸青年
交流活动，吸引台湾青年到三明参
加体育赛事、品尝沙县小吃、体验
客家朱子文化、参与乡村建设。

走着走着，记者在人群中发现
了一位林博会的老熟人——台湾
客商曾国隆。从第二届林博会开
始，他每年都带着产品参展，从未
缺席。这会儿，他正忙着向顾客介
绍台湾高粱酒和休闲食品。

“2000年，通过政府招商引资，
我从台北来到三明投资兴业，这一
晃就是 20 多年。三明的山好、水
好、气候好，营商环境也很不错，我

现在已经扎根三明了。”曾国隆说，
从最初的农业种植到如今的产品
加工，他的事业越做越红火。这两
年，借着沪明对口合作的东风，曾
国隆更是把种植的蔬菜卖到了上
海，每年可以为1800个社区提供新
鲜的农产品。

谈及为何坚持参加林博会，曾
国隆坦言：“借助林博会这个重要
的展示窗口，能吸引更多台资、台
企和台商来三明投资兴业。”对他
而言，林博会不仅是推广台湾特色
农产品的绝佳平台，更是联结两岸
商机的桥梁纽带。他希望将三明
的良好投资环境展示给更多台湾
同胞，让他们走进三明、了解三明，
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融合馆里话“发展”
●全媒体记者 章 龙 见习记者 余国龙

台湾手工玫瑰红糖、雪山松
茸、台湾风味肉松、台湾柚子参、张
国周强胃散、宝龄四益乳膏……11
月7日，走进第十九届海峡两岸（三
明）林业博览会台湾商品展区，琳
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了众多市民前
来品尝、试用。

本届林博会台湾商品展区面
积600 平方米，设计简易特装展位
60 个。邀请南投农业整合行销协
会、高雄世贸会展协会、中华两岸
农渔牧经贸暨科技文化发展促进
会、金门农渔生产运销合作社等多
个台湾工商社团组织台湾参展商
60 家，展示展销农林特产、生物医
药、食品饮料、生活日用品等台湾
特色商品及三明市台资企业产品
500多种。

“我们每年都会来参加林博
会，希望通过林博会这一平台扩大
知名度的同时，寻找到固定客户。
这次我们带来了5款商品，鱼松和
白胡椒饼比较受欢迎，尤其是这款
产于台湾的白胡椒饼，吃过的朋友

都说好。”福跳墙餐饮文化业务员
申兴平说。

在不远处的玖晔生态农业展位
上，刚满载而归的台农尤碧云向丈夫
展示着自己的收获。20多年前，尤碧
云跟着丈夫来到建宁发展农业，夫妻
俩在林间“淘金”，实现了农业创业的
梦想。这次林博会，他们也将自家基
地种植的黄花菜带来参展。

“虽然每年都回台湾两三次，
但是家乡的味道总是令人念念不
忘。在展会上看到这么多的台湾特
色美食，忍不住买了很多，想要带
回家给孙子尝一尝。”尤碧云说。

跟着人群走进明台特色名小
吃展区，阿里山烤肉、沙茶大鱿鱼、
台湾蚵仔煎、章鱼小丸子等台湾地
区特色小吃展位前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购买品尝。

“这次林博会，我是特地过来
品味美食的。三明与台湾同根同
源，在饮食习惯等方面有着共同的
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我想尝尝这
些台湾美食和三明有什么不一样

的地方。”市民金女士一边吃着手
上的阿里山烤肉，一边让老板做几
份沙茶大鱿鱼。

“这么多年来，我们陆续带了四
五十种台湾特色小吃参展，今年只留
下了十几种卖得比较好、适合三明人
口味的小吃。”在台湾参展小吃现场
协调人洪宽裕看来，林博会以美食为
媒，为两岸搭建起了沟通桥梁，让两
岸同胞的心越来越近、越走越亲。

美味的台湾特色小吃不仅满
足了人们的味蕾，更让大家感受到
了浓浓的台湾风情。而在马路对面
的台湾三义根雕馆，同样吸引着众
多游客驻足欣赏。

台湾苗栗县三义乡素以木雕
闻名，是名副其实的木雕之乡。此
次台湾三义根雕馆共展出台湾根
雕大师林荣宗的根雕艺术作品 20
余件。这里的木雕作品线条流畅、
造型生动，无论是神像、人物还是
自然景物都栩栩如生。

在北京经营首饰、玩具生意的
市民陈田荣趁着有空特地来林博

会参观并寻找商机。在他看来，林
博会集中展示了三明各县（市、区）
的特色产品和美食，是一个充满机
遇与活力的平台。

“这次逛展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台湾三义根雕馆，这里的作品
都是原创的，非常具有观赏性和艺
术性。我身边不少朋友有购买这类
艺术品的需求，所以我加了林大师
的微信，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合作。”
陈田荣说。

“三义乡和三明地缘相近，一
样都是山区，这让我感觉特别亲
切。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林博会参
展，希望通过林博会让更多三明甚
至福建的朋友认识三义乡的根雕
艺术，也寻找到合适的代理商，经
销我们的产品。”林荣宗说。

第十九届海峡两岸（三明）林
业博览会终将落幕，但浓浓的“台
湾味道”，深深的两岸情谊，却搭起
了一座座跨越海峡的桥梁，为两岸
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提供着助
力，续写着两岸的合作新篇章。

展会里的“台湾味道”
●全媒体记者 黄宝琴

本届林博会期间，明溪展馆的
欧洲进口商品展区吸引众多逛展群
众询价选货，俄罗斯蜂蜜、奶酪，意
大利咖啡，西班牙橄榄油等几十种
商品令人目不暇接。作为“八闽旅
欧第一县”，侨乡明溪近年来聚侨
力、引侨资、汇侨智，大力发展欧洲
进口商贸，并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重要板块。

（明溪记者站 詹铁笛 摄）

欧洲进口商品
亮 相 林 博 会

本报讯 三明市中心血站近日
乔迁至生态新城。为更好地服务社
会，为献血者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
11 月 8 日，三明市中心血站技术业
务大楼正式启用。

作为2024年市委市政府为民办
实事项目之一，三明市中心血站技
术业务大楼，配备了先进的血液检
测设备、智能化的血液储存系统和
舒适安全的献血环境，血液供应、用
血管理、用血安全等技能方面将上
一个新的台阶，更好地为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三明市中心血站成立 20 多年

来，年采血量由原来的2吨左右，增
至目前8吨，采供血工作在全省处于
中上水平，保持临床用血100%来自
自愿无偿献血，未发生一起采供血
安全事故，未发生一例经供血途径
传播的疾病，确保了全市临床用血
需求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自2008 年以来，三明市已连续
16 年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
号，为三明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添砖加瓦。2024
年，在全省九地市当中，三明市唯一
被推荐参加下一届“全国无偿献血先
进市”评选。（全媒体记者 林文斌）

三明市中心血站技术业务大楼正式启用

11月8日，围绕“牢记嘱托 奋勇争先”主题，三元区“福小宣·三言明理”
宣讲团走进徐碧街道六路社区开展微宣讲志愿服务活动。宣讲员结合自身
经历和生动案例，用青年的视角把万寿岩遗址的保护历程、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一老一小”的惠民政策等传递给社区居民，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

（三元记者站 邓林帅 通讯员 陈璇艺 罗 玲 摄影报道）

“福小宣·三言明理”宣讲团进社区

本报讯 11 月 2 日，经国家相
关专家遴选，三元区心语星特殊教
育中心成为“全国儿童语言沟通研
究与实践共同体项目建设单位”。
项目完成时限是2024—2027年。

2023 年 10 月，为进一步深化
沪明对口合作，加强残疾人康复
专业人才培养，提升康复机构的
专业服务能力和规范管理水平，
市残联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康复
科学系签订了框架合作协议。同
时，制定了为期3年的《三明市特
殊儿童康复从业人员康复技能提升

培训实施方案》。
按照此方案，3 年内在我市培

养近百名教育康复人才，其中教育
康复骨干6名，确保每个康复机构
有 3 至 5 名残疾儿童康复专业人
才，确实提升师资水平。培训中，
理论和实践掌握水平，均达到项目
建设要求的单位，将吸纳为“华东
师范大学——三明市特殊儿童教育
康复理论与实践共同体”，进行长
期的交流合作，进而持续提高三明
全市的儿童康复质量。

（全媒体记者 巫瑞万）

三元区心语星特殊教育中心
喜获国家级建设项目

本报讯 11月4日，宁化县总医
院骨科专家工作站获三明市委组织
部、市科协、市财政局、市科技局联
合批准正式成立。这是三明市首家
骨科专家工作站。

该工作站秉持“以病人为中心，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服务理念，涵
盖了创伤骨科、脊柱、关节、骨病矫
形、小儿骨科、手外科等多个领域。
站内配备有德国西门子 C 臂 X 光
机、显微镜、关节镜以及专业骨科手
术床等设备。

该站由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许卫红领衔，带有实力雄厚
的专家团队。该团队借助与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骨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等
紧密协作的优势，全身心投入到关
节和脊柱疑难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
中，同时积极开展相关的基础研
究。这不仅为宁化及周边地区的患
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之光，更是三
明市医疗事业迈向专业化、协同化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将有力推动骨
科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造福革命
老区一方百姓。

（肖庆星）

三明市首家骨科专家工作站落地宁化

今年2月，尤溪县列入2024年度省级无障碍设施样板区。尤溪无障碍
设施样板项目总投资约120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无
障碍卫生间、无障碍电梯、钢结构福道等，切实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让
残疾人和老年人群体能出门、好出门。目前，这个项目正进行集中攻坚，预
计11月中旬可全线预验收。 （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摄）

尤溪：创建无障碍设施样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