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本报收到市民反映称：蕉城区蕉北街道
灵秀社区灵秀山庄小区进入无人管理状态，致使
地上垃圾增多、电梯损坏无人修理以及门口无保
安值班。该市民希望能尽快将小区管理起来，以
改善住户居住环境。

收到市民反映，“新宁德”APP“呼应”栏目第
一时间抽调记者核实事件进展并做出回应。当
天，记者从灵秀社区处获悉，新物业已进场灵秀山
庄。随即记者对灵秀山庄进行实地探访后发现：
小区已建垃圾分类屋、小区地面环境干净整洁；大
门口保安亭已安排保安；记者随机挑选了该小区
1、3、5 号楼的各一部电梯进行搭乘，均能正常使
用。此外，小区还出现了部分绿化带正在翻新等
变化。至此，市民反映的灵秀山庄小区无人管理
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

上诉事件，其中的市民反映、部门积极解决和
记者现场走访已及时在“新宁德”APP“呼应”栏目
发布。该栏目是市民关注社会民生、参与城市建
设的平台，也是政府部门发布信息、回应关切、收
集民意的渠道。

点开“新宁德”APP，首页即可看到“呼应”栏目
的板块，内设头条、提问、回应、发布、辟谣五个子分
类。市民在页面上点击“我要问”，填写相关信息，
即可提交所要反映的问题。

“到底是‘闽东中路’还是‘闽东东路’？”“被餐
饮商家‘捆绑’销售纸巾，怎么办？”“繁华商圈的垃
圾桶群何时能消失？”民有呼，我有应——

“闽东中路拼音标注错误的道路标示牌已修
正”“多家餐饮房‘捆绑’销售纸巾，监管部门表示
违法”“繁华商圈垃圾桶群占道，社区回应来了”，
通过一线走访，紧抓问题重点，一条条叙事清晰的
回应出现在“呼应”栏目，涵盖面广，多涉及噪声、
占道等市民生活较为关注的问题，形成群众有反
映、媒体有呼应、部门有行动的好局面，做实民生

“微实事”。
发现问题不能只靠群众反映，需用心寻找、主

动出击。只有深入调研听声察情，才更能回应群
众关切、破解急难愁盼。本报记者还通过宁德
12345 平台、生活中接触到的人提出的意见建议
等渠道收集信息，并以小组形式对收集到的信息
进行研究分析，探讨如何跟进。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民生无小事。后续，本
报将继续有效倾听民声，畅通沟通渠道，进一步收
集群众的意见建议，把“呼应”栏目这个群众对我市
发展可视、可听、可感的平台做得更有影响力。

@彩虹123456：真正落在实处。
@刚强：这个接地气。
@向未来：生活中的小事就是事关百姓的

大事。
@宝贝不哭：一步到位，深入人心。

□ 本报记者 余根坤

诗咏闽东，寻美霞浦。近日，第
二届中国·霞浦海洋诗会在霞浦县开
幕，广大网友通过图文、海报、短视频
等形式感受现场盛况。

@海的女儿：诗是甜的。
@大脚：用耳朵感受霞浦的美。
@异：翱翔的鸥鸟，声声吟唱；

相思的海岸，诗情激荡。
@孤独星球旅客：霞浦，诗歌的

故乡，艺术的海洋。
霞浦，千年古邑，诗情漫溢，1741

年的建县历史，赋予了霞浦古老灿烂
的诗歌渊源和生机勃勃的时代抒写；
霞浦，千里海疆，万顷波涛，拥有全省
最大海域、最长海岸线、最广浅海滩
涂、最多岛屿，造就了霞浦独特的海
洋文明与文化基因。20世纪80年代
以来，以汤养宗、叶玉琳、谢宜兴、刘
伟雄为代表的诗人，创作了数以千计
的优秀诗作，诗歌和海洋在这里交相
辉映。

近年来，霞浦县坚定文化自信，大
力弘扬“闽东之光”，大念“山海经”，以
积极主动的姿态着力推动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依托三沙光影小镇、

“东海1号”观光道等载体，将霞浦的诗
歌文化、海洋文化、山海资源等串点成
线、串珠成链，打造海洋诗歌文化地
标，绘就“诗和远方”新画卷。

以诗为名，相聚海岸。本届诗会
以“相思”为主题，从往届主打的“自
然的海”提升为“情牵两岸人文的
海”，旨在激活海洋诗歌创作中的“乡

愁”脉动，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
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诗人代表、
台港澳诗人代表、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代表、“闽东诗群”诗人代表等相聚于
霞浦，他们以诗会友，凝聚共识，以诗
寄情，礼赞新时代。

活动期间，参会的诗人、嘉宾分
别赴下尾岛、大京沙滩、“山海交响”
号游轮、杨家溪榕枫公园、“愉村半
舍”民宿、半月里村等地采风，近距
离拥抱大海，领略了诗歌海岸魅力
风情，探寻霞浦人文历史，激发创作
灵感，激活创作源泉，为“闽东诗群”
发展献计献策。同时，他们还参加
了“抒写时代 奔向蔚蓝”诗歌主题
研讨会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霞浦
籍诗人汤养宗的诗集《伟大的蓝色》
首发式。

同时，多家主流媒体、新媒体也
对活动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元
化宣传报道，第一时间通过公众号、
视频号以及 APP 等平台，利用短视
频、H5图文等新媒体形式跟踪报道，
让广大网友身临其境感受诗会盛
况。接连数日，诗会报道频频“霸屏”
朋友圈，“闽东诗群”“闽东之光”大放
异彩。网友们也通过微信、微博、抖
音等社交平台留言，发出美好祝福。

@张老三：大美霞浦，越来越
好。

@喜欢温柔：又见霞浦，这一座
光听名字就很喜欢的小县城，有诗有
景有远方。

@土豆遇上番茄：别样的霞浦，
别样的美丽，我们的大霞浦真的是越
来越美了！

□ 本报记者 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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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宁德”APP推出“呼应”栏目，聚焦社会民生——

回应关切 线上看得见

▲“呼应”栏目页面

郁郁葱葱的古榕林下，披蓑衣的老农牵着
牛，畲族阿婆挑着担，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冠，洒在
慢悠悠行走的二人身上，给人圣洁的感觉……连
月来，一张霞浦县牙城镇渡头村杨家溪景区的照
片走红互联网，堪称现实版“绿野仙踪”的画面，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摄同类照片。

@驴妹子带你游：古榕树下，老人牵着牛，
袅袅青烟升起。如此美景让许多摄影爱好者专
程前往。

@倩倩：上次去拍照了，有一种意境美。
@芸芸：如梦般仙境，向往的生活。
@英姐：好美的画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渡头村旅游因照片而兴，也催生出许多就业

机会。现场，许多村民为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提供
服装、道具租赁等服务。水牛和大鹅都是供“摆
拍”的道具，村民杜雪丰被游客称为“鹅姐”，靠着
赶鹅和自己偶尔出镜当“模特”，她每月能多四五
千元的额外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为让更多人
看到渡头村的风景、了解当地的摄影项目，“鹅
姐”正努力学运营视频账号以做推广。

@MR.Shi：看着清新的自然风光，感到心旷
神怡。

@不爱自拍的杨先森：这是我梦寐以求想
去打卡的地方。

@公子格：很美的地方，大榕树郁郁葱葱，
让人感到宁静，现场还体
验了赶鹅的乐趣。

@哦吼：自然环境很
好，孩子玩得很开心。

一张照片带火一个
村庄的背后，是多年来渡
头村努力谋求经济与环
境 共 同 发 展 的 努 力 尝
试。近年来，该村充分利
用区位优势，大力引导农
民调整产业结构，深挖旅
游资源优势，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特色民宿、现代
农业等，走文旅融合发展
的新路子。

该村在保持原生态
的前提下，对基础设施进

行升级改造，先后完成榕枫林景区提升、修建停
车场、修建游客服务中心、完成全村主干道“白改
黑”、提升改造民房外立面等工程。如今的渡头
村，白墙灰瓦的房子风格统一、错落有致，宽阔平
坦的村道干净整洁，道旁风雨连廊雅趣横生，古
榕树郁郁葱葱，林间小溪清澈见底。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在渡头村农旅、民宿
游已形成产业的情况下，该村帮助村内民宿公司
顺利与8座民房户主签订租赁协议，租期15年，
每户可获取6万元至10万元租金收入。

此外，渡头村还成立了三个农业专业合作
社，以整合全村土地、打造千亩观光园，种植火龙
果、苦柑、蜜柚、枇杷等水果，形成“种植+采摘+
销售”的农旅产业链，让游客更充分体验到田园
生活的乐趣。2022 年，渡头村的农产品年产值
可达1800万元，年效益可达800多万元。

渡头村是牙城镇近几年实施乡村振兴行
动的一个缩影。因文旅等产业发展，2022 年，
该镇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32.07 亿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 2.4 万元。“未来，我们会继续用产业提
质增效给村民一个富裕的生活环境，用生态之
美给游子一个身心休憩的家园，用强业之美给
全镇一个勃勃发展的生机，全力推动牙城镇环
境更美、产业更旺、群众生活更有奔头。”

□ 本报记者 余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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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观光游览嘉宾观光游览
（（霞浦县融媒体中心供图霞浦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开幕式启动仪式 刘霄鹏 摄

▲开幕式文艺表演
朱灵塬 摄

▲诗歌成就奖颁奖仪式
朱灵塬 摄

▲诗人漫步大京沙滩
诗歌长廊 朱灵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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