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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 通讯员 陈语多）2023 年
以来，市无线电管理局坚持以党建工作为抓手，强力
推动模范机关创建，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以高
质量党建助推无线电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党建工作，深化主题教育。依托我市红色
教育基地、网络学习平台等阵地，组织开展专题交
流研讨、主题党课等学习活动，进一步强化理论思
想武装。截至11月，今年开展集中学习22次、交流
研讨 9 次，撰写学习心得 28 篇；主题教育期间，开
展课题调研 2 个、实地走访企业 7 次，积极探索无
线电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防建设的新举措、
新办法。

推进“放管服”改革，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持续
推进行政审批“零跑腿”，梳理优化审批程序，开通电
子证照服务。截至 11 月，已完成 64 个行政许可办
件、发放电台执照9353份。针对四大主导产业发展
需求，开展前瞻性用频研究，提供用频指导服务，加
强对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性监测和干扰协
调。同时，对5G基站设置许可、开辟绿色通道，助推
宁德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进程。

开展专项治理，排查风险隐患。积极开展重要
频段和重点区域专项监测工作。今年，已累计监测
时长约8万小时，开展沿海重点区域专项监测8次、
高铁站点沿线专项监测3次，排查不明信号32个、定
位干扰信号源3个，形成监测日志137份、不明信号
测试报告5份、专项监测报告7份。精准收集5条违
法线索，立案查处4起、行政约谈1起；实地检查7个
设台单位台站65个、检测（监测）台站20个，为管好
电波秩序打下坚实基础。

市无线电管理局：

坚持党建引领
无线电赋能发展

安 全 生 产 大 检 查

尊敬的电力用户：
以下用电户号已在国网营销系统完成销户，账户中剩余部分电费账款未清理。请在见报30日内携带户主身

份证件，企业用户还需携带营业执照等户主证明材料前往宁德城区供电营业厅办理退费或互转手续。逾期未办理
视为自动放弃该电费账款，我司将统一办理清算手续。联系电话：0593—2824745。

特此公告。
国网宁德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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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枋宸）为保障我市农业安全生
产、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乡村振兴，市农业机械化发
展中心多措并举提高农机安全监管能力，联合道安
平台开展拖拉机安全治理，对存量较多、清零进度较
慢的县（市、区）配合道安办有针对性的督导，督促落
实监管措施。

加强动态监管，强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大检
查，全面排查整治农机安全隐患，深入基层和生产一
线，精准开展督查、检查和服务指导，针对排查出的
风险隐患，坚持边查边改、以查促改，做到精准施策、
标本兼治、合力共治，确保按时整改完毕。同时，组
织开展全市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培训，解决监理持证
上岗人数少等“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规范农机监
理人员的执法行为，提高全体农机监理人员的业务
水平和执法能力。

此外，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加强
安全警示教育。经常性对重点人群开展农机安全知
识教育普及，深入开展农机安全常识、法律法规的宣
传，把安全宣传工作落到实处。切实增强农机操作
人员的法治意识、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扎实推进

“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营造“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的良好氛围。

“这口井两家共用，凭什么维修费我
出大头？”“你家用水量大，当然得多出一
份钱。”清晨时分，一阵吵嚷声打破宁静，
古田县凤埔乡凤埔村两户村民因用水问
题起了纷争。

正当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时，凤埔
乡“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专职调解
员谢锦芳闻讯到场，劝导双方保持冷静，
耐心听取双方说法，让矛盾“降温”。

原来，这两户村民长期共用一处水
源和出水管道，供生产、生活使用。近
来，因水井年久失修造成底部漏水、供水
量不足等问题，双方多次发生口角。

在理清事件原委后，经调解员多次
调解，促成双方根据事实基础、共同出
资维修水井并增设一条出水管道，妥善

解决矛盾问题，也让邻里关系更加和谐
融洽。

这是今年凤埔乡“一站式”矛盾纠
纷调解中心成功化解的纠纷之一。凤
埔乡下辖 13 个行政村，部分村地处偏
远、人口分散。近年来，该乡传承和发
扬源于苏墩村的“晨巡晚议”制度，组织
乡、村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推动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着力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晨巡晚议”由来已久。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苏墩村党支部探索推行村干部
清晨巡村走访、夜晚聚民议事的群众工
作制度，加快了库区移民新村的建设和
发展。

随着时代变迁，“晨巡晚议”制度的

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从苏墩村推广至
凤埔全乡。通过织密“微治理”服务网
络、共建“一站式”联动机制、健全“常态
化”监督机制等，打破“晨、晚”的限制，延
伸了“巡、议”的触角，不断提升乡村治理
成效。

以“访民情、增感情、办事情”为落脚
点，凤埔乡建立村两委成员“巡村入户”
机制，将全乡 13 个村划分为 58 个网格，
全域收集村情民意。同时，在群众相对
聚集的公园、广场、休闲亭、便民超市等
设立 20 多个联系点或议事点，方便群众
参与议事决策。

为切实将矛盾纠纷调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凤埔乡成立由派出所、
司法所、人大代表联系处等组成的“一
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并成立“晨巡
晚议”诉非联动工作室，构建“特邀调解
员+法官”模式，实现矛盾纠纷及时、高
效、源头化解。在今年上半年“平安三
率”调查结果中，该乡三项指标均位居

全市前列。
制度不在多，在于精，在于务实管

用。为确保“晨巡晚议”制度落地落实，
凤埔乡党委对各村任务完成情况及时
进行考核评议，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回
头看”监督检查，并聘请 26 名村级监督
联络员共同督促村干部认真履职、服务
群众。

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凤埔乡将“晨巡晚议”制度
作为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
统，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有力抓手，收集村情民意68条，成功化解
征地、民事等疑难纠纷 18 件，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26件。
“推广‘晨巡晚议’制度的初衷是为

了办好民生大小事、解决群众烦心事，我
们会继续探索接地气、贴民心的乡村善
治路径，让乡村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凤
埔乡党委书记蔡欣说。

□ 本报记者 龚键荣

12月4日，宁德维杜精密制
造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忙着
加工大型配件。该公司作为锂
电新能源上游企业，致力于为新
能源汽车及储能电池行业提供
高端智能精密制造服务，从事精
密加工、产品加工等业务，是一
家锂电新能源产业链中主产能
布局在宁德的高端智能精密制
造企业。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摄

初冬时节，屏南县熙岭乡四坪村的田
垄山间、房前屋后，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
与黄墙黛瓦古村落相映衬，形成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为初冬的乡村增添了一抹别样
的“柿”情画意。

“这里不仅景色美，空气也清新，红彤
彤的柿子挂满枝头，煞是好看，不虚此
行。”来自福州的游客何女士惬意地走在
乡村小道上有感而发。

柿子让四坪村成了网红“打卡地”，一
批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

曾经的四坪村，荒草丛生，寂寥颓败；
如今的四坪村，业态丰富，热闹非凡。

无独有偶，距四坪村不远的龙潭村，
因柿子而喜“柿”连连。“这两周，民宿爆
满，忙得不可开交，客人预订晚了只能另
觅他处。”龙潭村“檀舍”民宿主演真说。
一旁的游客刘先生也感慨：“每天在鸟鸣

声中醒来，漫步乡野小道，观赏古朴美景，
享受慢时光，真不想离开这儿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墘头村的景观
灯、路灯陆续亮起，和着民居中透露出的
暖黄灯光，驱散了冬夜的寒冷，点亮了寂
静的山谷。

墘头村距离“网红村”龙潭村仅数百
米，有着七百多年的历史。漫步村中，只
见一座廊桥，将古村分成新旧两个区域。
旧区，是村民的生活区，这里有供游客休
憩的民宿，也有农家菜馆；穿过廊桥，复行
数十步便到了新区，沿溪两岸多座独具特
色的仿古建筑，在夜色中“魅力十足”。

2019年，墘头村被列为熙岭乡文化创
意产业片区延伸区，投入约1600万元修缮

或改建村内民房，并加大力度改善村中基
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村庄“颜值”不断提
升，吸引了30名新村民入驻。

“对比往年，今年的游客量增加两倍，熙
岭乡文化创意产业片区最高一天的游客量
超3万人次。”熙岭乡组织委员陈文林说。

纷至沓来的游客在屏南的秀美山水
间呼吸着清新空气、在古村漫游中享受岁
月静好，已成为许多游客追逐体验的“诗
与远方”。

而这背后，源自屏南县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强化改革推动乡村发展，围绕打
造“全国一流的乡村文旅康养基地”的目
标，在组织振兴、古村落保护利用和农村
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并充分发
挥旅游业拉动、融合、催化、集成作用，做
好“+旅游”“旅游+”文章，通过体育+旅游、
文创+旅游、休闲农业+旅游、药膳美食+旅
游、影视+旅游等，形成了文创、休闲、康
养、研学等系列旅游产品，全县文旅业态产
品不断丰富，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具有
屏南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 甘叶斌

市农业农村局：

多措并举提高农机
安 全 监 管 能 力“晨巡晚议”察民情“四下基层”解民忧

正“柿”好时节 屏南乡村旅游持续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