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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前夕，屏南县代溪镇北墘村的何
小红收到“幸福工程”续助款，心中满是欣喜，
她觉得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今年是宁德市计生协会实施“幸福工程”
二十五周年，累计投入2.42亿元的滚动资金，
帮扶像何小红一样的“幸福母亲”1.8万多户，
项目覆盖 119 个乡镇（街道）。在扶弱济困的
同时，还通过扶智赋能、扶助健康等方式，聚
焦困境母亲，帮助她们建设幸福家庭，打开新
生活。

帮助“她”，撑起家

北墘村是历史悠久的红曲黄酒文化之
乡。2020 年，宁德市计生协会对该村的黄酒
文化特色产业、文旅项目资源优势等进行多
次调研，了解计生母亲的发展需求，将“幸福
工程”帮扶融入乡村振兴工作，投入 50 万元
幸福工程款帮扶 10 户计生母亲发展项目，何
小红正是帮扶对象之一。为了照顾家庭，何
小红和丈夫没有外出务工，留在了村里，生
活压力时常让她发愁。看着来村子旅游的
人越来越多，她感觉往前迈一步就能摸到

“幸福门”。何小红家在村中心，她想借此优
势，建一个属于北墘人自己的饭店，可资金
这把“锁”把她锁在了门外。于是她想和村
里平常关系好的几个姐妹一起集资干，可她
们也有心无力。正当发愁时，“幸福工程”犹
如一把“金钥匙”帮助她解开了资金“锁”。
她叫上大姑子，一起申请了幸福工程帮扶资
金，经过审核，两人顺利拿到了为期2年的10
万元幸福工程款。随后，一家富有当地特色
的“吴妈妈乡愁美食文化体验馆”开业了。

口感好、卖相好的美食，让她的生意蒸蒸日
上。美食馆常常爆满，也带动了她自酿黄酒
的销量。何小红勤劳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去年在宁德市区买上了房。得到幸福的她
也没忘记村里曾和她一样的姐妹，拉上她们
一起干。还想让幸福生活更上一层楼的她，
今年再次申请了“幸福工程”帮扶资金，希望
幸福之路越走越宽。

近年来，宁德市计生协会主动融入乡村
振兴大局，创新帮扶与发展模式，以省、市、县
（区）乡村振兴试点村为重点，加大产业帮扶
工作力度，不断完善“X(公司、合作社、基地、
能人)+”帮扶模式，通过产业引领、能人带动，
让更多计生母亲实现家门口致富，共享乡村
振兴发展红利，打开幸福新生活。

帮助“她”，掌技能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幸福工程救
助模式中得到充分体现：小额资助，直接到
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为激发贫困母亲自
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宁
德市各级计生协会通过开展技能培训创业辅
导、典型宣传等开展“志智双扶”。

“感谢计生协会的帮助，让我实现了梦
想……”几年前，来自霍童镇梅溪村的黄玉
虾全家 7 口人，仅靠丈夫打工的微薄收入维
持生计。她也很想找份工作减轻家庭负担，
可无技傍身，只能打零工。当接到蕉城区计
生协会举办美容技能培训班的通知时，黄玉
虾觉得一道光正指引着她寻找幸福的方
向。在培训学习期间，黄玉虾冒着酷暑，每
天乘车进城学艺，与同期的计生母亲一起学

知识、埋头苦练服务技能，无时无刻不想着
早日上岗成为一名美容师。如今，她早已实
现梦想，在镇区开了一间“美容美发沙龙”，
每月的收入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贴补家
用，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为帮助更多像黄玉虾一样无技能的计生
母亲提升就业能力，去年，宁德市计生协会开
始启动“幸福赋能－千名母亲能力提升与技
能培训”项目，为3077名计生母亲提供职业技
能培训，帮助她们获得自我“造血”能力。

帮助“她”，享健康

没有健康就没有幸福生活。为守护住计
生母亲们的幸福，宁德市计生协会在帮助她
们摆脱困境、寻找富足生活的同时，尽心做好

“扶助健康”工作。
全市各级计生协会主动协调卫生、妇幼

等部门，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依托县（市）
医院、妇幼保健院和乡（镇）卫生院等医疗机
构，为计生母亲提供健康体检、两癌筛查、不
孕不育援助以及举办生殖保健讲座等健康
服务行动；积极探索针对计生困难母亲的疾
病预防、治疗、愈后关怀“三位一体”健康扶
助运作体系，加大对患病计生母亲关怀关爱
力度，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患病母亲提供紧急
救助；围绕家庭不同年龄段的全生命周期健
康服务需求，与第三方合作，整合各级医疗
服务资源，组织开展“健康家庭·你我同行”
健康服务下基层和健康知识大讲堂活动。
这些举措为计生母亲的幸福生活又提供了
一份保障。

□ 郑巧星

五月，正是栀子花开的季节，福鼎贯
岭镇在全国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2023 年
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5月9日，“百万
村财、千万乡财”行动专班前往贯岭栀子
科研生产基地调研栀子产业强镇工作。

“百万村财、千万乡财”专员张世旭说：“我
们将对接栀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协助乡
镇聚焦栀子主导产业，建设栀子种植基
地，培植加工企业，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
推进栀子产业强镇。”

产业兴则乡村兴。贯岭茗洋村依托
贯茗线开发契机，新增设施用地 3 个，投
资约200万元建设栀子（白茶）仓储用地，
发展栀子乡村游，实现“旅游+”，村集体
经济收入年增加15万元以上。

近年来，福鼎紧跟乡村振兴步伐，以
实施“百万村财、千万乡财”行动为抓手，
盘活农村资源，打造乡村自有产业，推动
村集体经济迭代升级。当前，全市村财
达 50 万元以上村 81 个，其中“百万村”
27 个。

专班推进“组团式”帮扶补短板

“近两个月，专班实地走访全市72个
集体经济收入20万以下的村，逐村研判，
形成调查报告，通过与国资办对接商讨，
制定《福鼎市国有资产委托管理申请表》，
由国资办下发至各乡镇（街道），收集有意
愿委托管理的项目共10处。”张世旭介绍。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夯实党在
农村执政基础、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
力的重要举措。去年，福鼎成立以市委书
记为组长的“百千”行动领导小组，出台

《福鼎市“百万村财、千万乡财”行动方案》
及《福鼎市“乡村振兴·富村贷”实施方案》
等 6 个配套文件，并实行“一月一调研、
一季一推进、一年一考核”推进机制。同
时，首创“项目专员”制度，在全省率先建
立项目专员（助理）选派制度，选派 3 名
熟悉产业发展、工作经验丰富的市管干部
退出现职担任项目专员，配备 3 名优秀
年轻干部担任项目专员助理，组建“百千”
行动项目专班，为行动推进提供服务保
障。2022 年，专班协助配合市委组织部
创新推出“乡村振兴·富村贷”，研究实施
富村贷支持项目48个，贷款金额11380万
元；开展“国有资产委托管理”专项行动，
梳理出全市闲置国有资产资源共117处，
其中41处已同意委托；参与福鼎市“农村
集体资源承包合同规范整顿”行动督查，
清理问题合同145份，其中89份已经协商
完成，收回被侵占资产资源23处。

为了让各部门都“动”起来，福鼎市优
化“组团帮扶”制度，组织 102 个市直单
位、市属国有企业，整合 258 名“一书记
三大员”等工作力量，组建“村财帮扶团”，
对 110 个有条件、有基础的“争创百万重
点村”挂钩帮扶，帮助谋划增收项目 228
个，协调发展资金 1600 万元。

创新机制打好项目筹资组合拳

去年秋季，福鼎沙埕镇黄岐、大白鹭
等环敏灶湾 8 个村，依托海洋资源优势，
以“1+8+N”紫菜养殖产业发展模式为抓
手，跨村联建抱团发展建设1个紫菜养殖
联合体，打破毛竹养殖传统模式，先试先
行，在环敏灶湾海域实施玻璃钢撑杆紫菜
养殖项目，规划养殖海域5500亩，可养殖
面积 4000 多亩，以玻璃钢撑杆作为插杆
材料来算，需投入资金3000万元左右。

乡村要发展，资金哪里来？福鼎在全
省率先开发低利率、财政全额贴息的“乡
村振兴·富村贷”，每个村贷款总额度
500 万元。2022 年以来，福鼎全市共申
报实施富村贷项目 48 个，贷款额度

1.15 亿元，年收入 1250 万元。其次，完
善财政奖补制度，该市财政每年安排不低
于 1500 万元集体经济专项资金，用于集
体经济项目奖补。对获得上级补助资金
超过 200 万元的单个项目，市财政按争
取到的项目资金 15%比例配套补助。对
产业发展成效突出的示范村，每个村给
予 30万元至50 万元奖励。同时，优化专
项债使用方向，推动专项债向集体经济项
目倾斜，已谋划生成特色白茶产业园、农
产品加工产业园、冷链物流仓库等集体经
济增收项目 7 个，争取专项债资金 7.65
亿元，有效破解乡村发展融资难、融资慢
问题。

环敏灶湾海域紫菜养殖涉及黄岐、交
椅坪、后岙、川石、敏灶、王谷、大白鹭、水
岙等8个村，沙埕镇党委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集思广益研究解决资金问题，通过“融
一点、补一点、投一点”的方式筹集资金，
有效将政府、银行、村集体和群众的资金
充分整合利用起来。在上级“富村贷”政
策支持下，由政府贴息，每个村向信用社
申请贷款各 300 万元，共 2400 万元，解决
了大部分资金问题；积极争取农业、海洋
等部门补助，最高每亩可补助2500元，帮
助解决资金缺口；通过与材料商、工程方
协商，分期付款，通过收取养殖租金解决
尾款问题。为降低施工费用，雇请养殖户
参与插杆布杆，用养殖租金抵扣作业工
资。据了解，实施玻璃钢撑杆紫菜项目，
每亩投入成本约 8000 元，总投资约 3200
万元，每年每亩平均可收取租金约 1350
元，共收租金约540万元，每个村年平均可
增加村集体收入约67万元，为沙埕镇多个
村实现“百万村财”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规范管理抱团发展拓宽增收链

太姥山镇的樟岐村陆岛交通码头和
小筼筜村的二级陆岛交通码头，因码头属
于公益性资产无法租赁，经“百万村财、千
万乡财”行动专班与太姥山镇樟岐村、小
筼筜村对接，将码头委托至村委管理，利
用码头盘活周边资产资源。樟岐村陆岛
交通码头边上有一处 12 亩的集体用地，
村委拟将该地作为建筑材料转运场，预计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32万元。

福鼎创新土地开发方式和监督管理
机制，推动设施农业用地由村集体统一申
报、统一管理。每年安排不少于 10%的
建设用地指标，用于保障乡村产业用地，
支持乡村零散集体土地集中连片开发，推
动乡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开展农村集
体资产资源承包合同规范整顿、闲置国有
资产委托管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等专项
行动，排查问题合同和被侵占集体茶园，
收回被侵占集体茶园 878 亩，年增收
210 万元；委托乡镇管理闲置国有资产
25 宗，年增收 260万元；全面开展海域使
用租金征收工作，年增收 807 万元。强
化乡镇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领导把关
作用，农村集体资产流转合同由乡镇提级
审核管理，凡涉及农村大额资产处置等重
大事项应经乡镇研究后实行，推进资产规
范管理。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福鼎各村因地
制宜、因村施策，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多元化、特色化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通过
国企联营、村村联营、村企联营等方式，组
建产业党建联盟等党建联合体 33 个，实
施抱团发展。如，依托茶产业党建联盟，
推行“村集体+茶企+村民”茶园绿色防控
机制，由村集体提供茶园统防统治服务并
收取服务费，推进现代标准化生态茶园建
设和村集体经济增收。

□ 蔡雪玲 彭桂汤 文/图

纸短情长 福“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非遗
——走近首批“宁德工匠”郑平芳的剪纸世界

“三扶”共启，打开“幸福母亲”新生活

村集体各显神通
跑出27个“百万村”

福 鼎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巧手翻飞间，一张
栩栩如生的“玉兔送福”剪纸便好了。5 月 10
日，记者来到柘荣郑平芳省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只见房间里挂满了剪纸作品，在应接不暇
的作品里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和满
满福气。

郑平芳，柘荣县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剪纸
项目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省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多年来，她以传
承剪纸技艺、弘扬传统文化为使命，扎根校
园、敬业奉献，用剪纸技艺传递爱心和祝福，
为传承好剪纸技艺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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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剪纸艺术焕发时代活力，强化其表
现力和生命力。郑平芳积极探索新的剪纸形
式和剪纸主题，开发套色剪纸、多层剪纸、立
体剪纸，融入阴阳剪相结合的技艺，吸引众多
学生和群众加入剪纸行列。随着郑平芳剪纸
技艺越发成熟，其作品也被越来越多人认可。

郑平芳的剪纸作品涉猎广泛，不拘泥于
传统乡土题材，其剪纸作品《星耀八闽》获福
建省宣传部、省教育工委、省文联举办的主
题评选剪纸类一等奖。她的金奖剪纸作品

《妈祖林默》被台湾各妈祖宫庙收藏，用实际
行动促进海峡两岸和平与文化交流。她还
将剪纸与传统文化结合，用巧剪讴歌传统美
德、表现传统诗词等，使剪纸作品内蕴价值
越发深厚，2022 年，郑平芳带着学生，以剪纸
弘扬传统文化，彰显民间艺术之美，集体创
作并出版了《剪唐诗》一书。

“今年，创作最复杂，花时间最多的应该
是《交警四季平安图》了，花了半个多月时间，
阴剪、阳剪、阴阳结合剪等技法都用上了，希
望我们的剪纸技艺能为交通安全宣传发挥作
用。”郑平芳告诉记者。记者在现场看到，在
一张 1.3 米乘以 0.6 米的纸张上，人物就多达
21 个，有交警、小学生、货车司机，人物多样，
场景丰富，锯齿纹、月牙纹、朵花纹等剪纸效
果复杂呈现，十分精美，展示了一年四季，交
警为保平安的忙碌身影。

由于剪纸技艺高超，郑平芳经常在国家
级的平台上现场表演剪纸技艺，并得到赞
许。剪纸作品分别被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福建省美术馆，福建省
工艺美术珍品馆、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福
建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等收藏。

凭借高超技艺，郑平芳今年还被评为了
我市首届“宁德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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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平芳以“弘扬传统艺术，培育剪纸人
才”为己任，倾心培育职校学生，她充分运
用柘荣剪纸技法、剪纸工艺丰富的优势，在
激发学生兴趣上“开足马力”，有时为了让
受挫的学生重振信心，她谎称其作品可以
装裱出售，学生们不知道自己从郑老师手
中接过的“作品费”，都是郑老师从工资里
挤出来的钱，而作品至今还躺在郑老师的
工作室里。

今年，世界水日，郑平芳带领团队百人剪
纸绘河湖，在靴岭尾村完成20米的节约用水、
幸福河湖剪纸长卷；3月23日，参加央视科教
频道《地理中国》栏目“深山巨宅”现场剪纸和
作品展活动；3月28日，柘荣县教育局组织启
动“剪唐诗”校本课程进校园试点……多姿多
彩的剪纸活动得到媒体广泛宣传报道，让柘
荣剪纸名扬四海。

十几年来，上过郑平芳剪纸课的学生近

万人，他们有的走进学校，用心培育剪纸之
花，让柘荣剪纸在校园里蔚然成风；有的开
办剪纸艺术馆，专门从事剪纸艺术的设计、
剪刻、传承；有的注册剪纸公司，从事剪纸生
产、销售；有的专职在培训机构里调教剪纸
能手……他们中有 4 名工艺美术师、3 名助理
工艺美术师和5名剪纸高级工。

弟子们的成长也带动了剪纸文化艺术的
繁荣发展，让剪纸产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与
进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剪纸产业展现出
欣兴向荣的局面。郑平芳坚信，剪纸必将为
闽东大地乡村振兴剪出一片独特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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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人师，郑平芳有一个让她最上心，也
倾注了最多心血的特殊学生群体——残疾学
生。截至目前，她带过的残疾学生已超过 20
人。她发挥自身所长，依托剪纸艺术，亲力亲
为，让这群特殊的孩子们获得力量感、价值
感。“我想通过剪纸，引导他们融入社会，一点
一点把他们带进阳光里。”郑平芳说。

学生小金一出生就被开水烫伤，皮肤溃
烂，落下重度残疾；小达年幼时因高烧双耳
失聪；小霞因住在偏远乡村，生病救助不及
时腿伤了……他们的遭遇虽然各不同，但都
曾有共同障碍：自卑、压抑，难与人正常交
流，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

郑平芳教他们设计剪纸，为他们展示很
多类别的工艺，让他们从学习剪纸技艺开始，
增强信心。为培养孩子们的信心，郑平芳还
将他们从剪纸的后台推到公益传承剪纸活动
的前台，让他们发挥所长，指导初学者，激发
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让他们从恐惧面对大众、

羞于表达自我到勇敢面对人群，渐渐走出阴
影，慢慢走向自信。

这些孩子没有辜负郑平芳的期望，在跟随
郑平芳开展公益传承剪纸活动百余场后，他们
不仅掌握了教学方法，还赢得了自己人生。小
金被评为柘荣县第一批“农村实用剪纸人才”，
全家获批宁德市第五届“最美家庭”。小达评
上全国最美中职生，获得柘荣青年五四奖章，
如今是柘荣一中剪纸老师。小霞成为职校剪
纸社团外聘教师。他们说，当学生叫他们老
师时，他们的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郑平芳给予残疾学生的关爱是全面
的。为便于腿脚不便的残疾学生出行，她捐
助小金 3000 元、小燕 2000 元、汪斌 1000 元用
于购买代步三轮电动车；为了让残疾学生安
心参加公益传承活动，她自掏腰包买剪刀、
纸张等物料；为了让残疾学生有归属感，她
将自己所住的套房出售，换购同等面积的一
楼工作室，作为学生交流场所，自己则在储
藏间住了多年。

用郑平芳资助过学生的一句话说，她就
像一座灯塔，用心用情，发光发热，引领残疾
学生从人生的灰暗处走向生活的阳光里、从
个人的小世界奔向社会的大世界。

郑平芳将公益大爱与自己的艺术人生紧
紧融合在一起，她曾经用上等绒布剪了100幅

“龙凤呈祥”“百年好合”“鸳鸯戏水”的婚庆剪
纸，赠送给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伴侣。她连续
10 年剪各种“寿”“福”剪纸，每年底赠送给寿
星，累计赠送 1800 多幅。她的剪纸作品从不
出售，都用于回赠帮过她的爱心人士，不收一
分钱，既宣传剪纸，亦彰显了她的大美人格。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李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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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四季平安图

郑平芳在指导剪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