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周，这个月的‘我爱我家’乡
村治理积分又名列前茅，再接再厉
啊。”“最近银耳长势怎么样，价格还
行吗？”每天早饭过后，古田县凤埔乡
苏墩村党支部书记周开灼总是习惯
四处走一走、巡一巡，与乡亲们拉拉
家常、问问近况、讲讲政策。

到了夜晚时分，村里的党群议事
长廊常常坐着许多人，党员干部群众
围坐一起，聊一聊村事、议一议村
务。“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意见，大家
都摊开来说，不要让问题过夜。”周开
灼开门见山说道。

清晨巡村入户、晚间聚民议事，
“晨巡晚议”是苏墩村传承已久的一
项群众工作制度。在村里兴建的移
民记忆馆，详细记录了这项工作制度
的由来，还有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库
区移民史。

时钟拨回至 1958 年，为支持国
家建设古田溪水电站，古田迁建整个
县城，4 万多人为此告别故园。在这
项当时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库区移民
工程中，苏墩村便是其中一个实施整
村搬迁形成的库区移民村。

房屋良田被淹没后，县里在离旧
址 2.5 公里的凤埔主村旁，规划出一
块 30 亩的土地作为安置苏墩村移民
的新址。彼时，村民背井离乡，面对
的是陌生荒芜的环境，不免失落不

安，甚至心生消沉。
故土难离，人之常情。为了解开

村民的心结，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周开
华晨起就在村里巡访，晚间组织党员
群众民主商议村集体事务。谁家的
粮食见底了，谁家的老人生病了，都
能第一时间知道并及时帮助解决。
日复一日，村民对党组织多了信任，
对移民政策多了理解，终于安下心来
重建家园。

“当时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是大
家都有一股奉献精神，在老支书的带
领下，各家各户义务投工投劳，就是
为了早日建成新村。”年过七旬的周
和平是这段库区移民史的见证者之
一，每每回忆起往事，心内总是感慨
良多。

为了不耽误日间的生产生活，苏
墩村干部群众集中力量在夜间建设
新村。没有路灯，就点煤油灯照明；
没有建筑材料，就推着板车搬运从旧
房上拆下来的旧门、石头、木板等。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原计划一
年完成的移民工作，仅用半年时间就
提前完成。全村建成 7 座“卫星厝”，
共安置 74 户 346 人。在周开华的提

议下，厝与厝之间还搭建了“过雨
亭”，寓意家家户户互相有个照应，矛
盾心结拿出来说一说就能雨过天晴。

由于水库建设淹没了移民赖以
生存的田地，新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一
直较为突出。为此，苏墩村党支部积
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出党员带头
开山种果、搭棚育菇，带领群众靠山
吃山唱山歌，在山垅田里种起水稻，
在荒山里种植油柰、芙蓉李等果树，
在菇房里栽培食用菌，这些产业至今
仍然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多年来，苏墩村干部群众在无私
奉献、艰苦奋斗、众志成城的库区移民
精神指引下，在移民后扶政策的支持
下，不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人居环境，创新乡村治理，拓展增
收渠道。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过2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21800元。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从一
穷二白的库区移民村，到如今成为环
翠屏湖移民后扶示范带的明星村，苏
墩村的今昔巨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的古田库区移民凝心聚力，共创美好
未来。

□ 本报记者 龚键荣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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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忘 来 时 路 方 知 向 何 行
——一个古田库区移民村的变迁

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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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木拱廊桥保护管理条例》于2023年10月31日经宁德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于2023年11月23日经福建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11月28日

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四号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1月27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进
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
策措施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事工
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战略实施以来，思想认识、生
态环境、发展方式、区域融合、改革开放等
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质量稳步提
升，发展态势日趋向好。

会议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

生态环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
功夫，守住管住生态红线，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要坚持把科技创
新作为主动力，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
赛道，加强区域创新链融合，大力推动产
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要统筹抓好沿江产
业布局和转移，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用好两种资源，提升国内大循环内
生动力和可靠性，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
引力、推动力。要坚持省际共商、生态共
治、全域共建、发展共享，提升区域交通
一体化水平，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维护国家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提升流域防灾减灾能力，以一域之稳为
全局之安作出贡献。要坚持中央统筹、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加强
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在重点领域推动一批重大改革。沿
江省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强化工作落实，步步为营、扎实推
进、久久为功，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事工
作条例》对党领导外事工作作出规定，
把党长期以来领导外事工作的思路理
念、体制机制和成功实践转化为制度成

果，对于确保党中央对外大政方针和战
略部署得到有力贯彻执行具有重要意
义。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外
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加快形成系
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不断提升外
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要深刻认识新征程上党的外事工作使命
任务，把习近平外交思想贯彻落实到外事
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创造有利条件，为维护世界和
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召 开 会 议
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事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张瑜）道路干净通畅，
渣土车辆遮盖帆布……时下，行走在宁德
中心城区，天蓝、路净、景美，让人感到心
情舒畅。

今年以来，为让扬尘“尘埃落地”，我
市根据省纪委监委“点题整治”工作要
求，在全市范围开展城市扬尘整治，着力
解决城区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及拆除工程施工扬尘、城市道路扬尘、工

业企业扬尘、储备土地扬尘、港口码头扬
尘等粉尘颗粒物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
市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城市管理局、交
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局、福州港口发展中
心宁德分中心等部门加强联动协作，精
准施策、重拳出击，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合
作的良好工作格局，有力推动城市扬尘
污染整治。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成立市级城市扬

尘整治局际联席会，定期召开工作部署
会、推进会，并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市
对县下沉督导帮扶，每月通报工作开展情
况，切实推进整治工作落实；市生态环境
局东侨分局联合城管执法东侨大队等开
展“点题整治”之扬尘、噪声协同整治联合
执法专项行动，针对辖区被重复投诉的建
筑工地扬尘、噪声问题检查核实，并督促
建筑工地合理安装使用在线监测设备，防
止扬尘、噪声超标；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
员夜查辖区建筑工地，现场监督渣土车辆
轮胎清洗干净和遮盖帆布，才允许其驶出
工地……截至目前，全市共开展各类扬尘
敏感点位执法检查巡查4972家次，发现各

类问题271个，下达书面责令整改174份，
行政处罚130件。

整治有力度，治理见成效。整治工作
开展 4 个月以来，我市空气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中心城区1月至10月颗粒物浓度均
值为33μg/m3，低于年度指标限值35μg/m3，
达到年度考核要求。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相
关部门将继续保持扬尘整治高压态势，切
实落实扬尘防治监管职责，加强部门密切
协作，深化提升城市扬尘污染整治质效，
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营造安静、舒适、
文明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市扎实推进城市扬尘污染整治——

守 护“ 路 净 天 蓝 ”

宁德市木拱廊桥保护管理条例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人 大 法 制 委 主 任 委 员
刘水金就《宁德市木拱廊桥保护管理条例》答记者问

（详见第6版）

本报讯（记者 张瑜）11月27日，中央第一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福建省转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
件涉及宁德市 3 件，其中来电举报 1 件，来信举报 2
件。从信访举报件生态环境问题类型来看，涉大气
1 个（重点）、涉水 1 个、其他污染 1 个。从区域分布
上看，市辖区、柘荣、古田各 1 件。市信访工作组于
当日查收并即时进行交办。

环境信访交办件的办理情况将按照相关要求反
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开。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
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3年11月22日—
12月22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591-87851369，专门
邮政信箱：福建省福州市A22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主要受理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
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本报讯（吴丽枝 张太利）11月24日，寿宁县收
到市信访局转来的中督闽信转〔2023〕15 号-1 转办
件：宁德市寿宁县犀溪镇际武工业区七八家铸造企
业如福建圣华铸造、瑞祥阀门制造等，春夏季夜间
22 时至次日上午 7 时排放废气，臭味扰民。寿宁县
快速响应、立即行动，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
实地调查。

联合调查组分别针对福建圣华铸造有限公司、
寿宁县瑞祥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等7家铸造企业环保
手续和环保设施运行情况以及工业园区周边情况开
展调查，组织执法、监测力量实时监督监测，并对周
边企业员工和村庄村民实地走访，倾听民声。

截至目前，寿宁县仍在持续跟踪该信访件整改
工作情况，着力化解群众诉求。下一步，寿宁县将继
续做好蹲点调查和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举一反三开
展问题排查整治，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家
门口”的异味、噪声、扬尘等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
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寿 宁 县 第 一 时 间 调 查 处 置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交 办 信 访 件

中 央 第 一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向福建省转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涉及宁德市3件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人
民银行27日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目标和重
点，并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的 25 条具体举措，持续加
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经济的
支持与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
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全国工商联等八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通知》。通知明确，在总量上，要通过制定民营企
业年度服务目标、提高服务民营企业相关业务在绩
效考核中的权重等，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
度，逐步提升民营企业贷款占比。在结构上，要加大
对科技创新、“专精特新”、绿色低碳、产业基础再造
工程等重点领域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通知强调，要从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特点出发，着
力畅通信贷、债券、股权等多元化融资渠道。银行业
金融机构要加大首贷、信用贷支持力度，积极开展产
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不盲目停贷、压贷、抽贷、断
贷。优化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机制，鼓励和
引导机构投资者积极科学配置民营企业债券。支持
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和并购重组，发挥区域性股权市
场、股权投资基金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服务作用。通
过提升经常项目收支便利化水平、完善跨境投融资
便利化政策、优化跨境金融外汇特色服务，支持民营
企业“走出去”“引进来”。

通知提出，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财政奖补
和保险保障等措施，提升金融机构服务民营经济的
积极性。加强部门合作，完善信用信息共享、融资担
保、便利票据贴现、应收账款确权、税收等配套政策
和机制。各地金融管理、发展改革、工信、财税、工商
联等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提升政策实效。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
门将指导金融机构抓紧落实通知要求，制定具体实
施细则。同时，加强统计监测和政策效果评估，确保
政策惠及民营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推出
25条举措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