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6 日，周宁县山海协作产
业园的立源棉纺一期项目车间内，
员工正在加紧生产。据了解，该企
业主要生产赛络纺和紧密赛络纺，
产品销往广东、浙江等地。预计整
个项目投产后，年产差别化高性能
纱 20 万锭，可实现年产值 6 亿元，
新增社会就业约1000人。

李何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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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安 全 生 产 大 检 查

金秋时节，走进屏南县甘棠乡小梨
洋村，青山葱郁，碧水长流，一座座黄墙
黛瓦的古民居簇拥在山水间, 高低错落
有致，散发着浓厚的古韵。

小梨洋村始建于 1609年，建村历史
400多年，是戍台名将、福建历史文化名人
甘国宝的故里。甘国宝，戎马一生，在海
南、甘肃、青海、贵州、云南、山东、浙江、江
苏、台湾、广东、福建多地任职。其中，最
让后人称道的是他两次驻守台湾、治理台
湾的功绩。特别是他对安定台湾海疆作
出的贡献，更广为台湾人民所传颂。

作为甘国宝的出生地，近年来，小梨
洋村深入继承弘扬甘国宝文化，充分挖掘
其精神内涵，运用甘国宝文化在乡村振兴
中的价值，发挥历史名人效应，重点打响
甘国宝文化、传统古村落、非物质遗产“梅
花棍”戏曲等传统文化品牌，开发乡村游，
发挥本村山、水、田、林等生态优势资源，
加速农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

小梨洋村一方面按照“一清二拆三
改造”原则，坚持“村中景、景中村”的思
路，通过“补工+补绿”工作法，实施道路
修整、旧房改造、河道整治、古廊桥修缮、
夜景工程、农民生态公园建设、边角地绿
化、夜景亮化等村庄建设工程，不断改善
基础设施，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另
一方面，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整修村
内甘国宝故居，建成甘国宝展示馆、甘国
宝文化主题公园等，逐步打造集古玩陈
列、古玩展览、古玩民宿、休闲康养为一
体的古玩一条街特色文化体验游。

在此基础上，梨洋村还大力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将非遗武术梅花棍武术招式
整理编辑装订成册，鼓励武术传习，开展
武术进村居、进校园、进广场活动，打造小
梨洋特有的艺术形象，积极承办“一镇一
孝廉”活动、甘国宝文旅小镇武术文化周
等活动，充分展示甘国宝文化魅力，持续
打响小梨洋村文旅知名度。每逢周末、节

假日小梨洋村旅游景区总是人气满满，彩
虹滑道、丛林穿越、空中索道、甘溪漂流等
休闲项目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在美化村庄的基础上，我们依托人
才‘引育聚’工程，通过‘人才+旅游+项目’
模式，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游、森林人家等
乡村旅游项目，引进文旅企业和家庭农
场，培育小梨洋农民种植合作社，通过村
集体经济入股，村民（贫困户）参与建设的
方式，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带动
村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小梨洋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甘乾居说。

历经几年的发展，小梨洋村成功引进
祥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丘山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福建省通玖晟文化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等10个市场主体参与乡村建设，打造
高空滑索、彩虹滑道、星空牧场、丛林穿越、
特色民宿、花卉、农业休闲自助采摘、现代观
光休闲农业、餐饮、特色养殖、特色种植等休
闲旅游项目，满足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

“目前，我们村有 2个大型停车场和
3个临时停车场，车容量达 200辆，餐饮
设施可同时接待500人次用餐，民宿拥有
80个床位，实现年游客 15万多人次，年
旅游综合收入超 200万元。”甘乾居说。

曾经的小梨洋是省定重点贫困村，
如今的小梨洋立足资源禀赋，顺利走出
了一条“产业升级+乡村旅游+美丽安居”
小梨洋村乡村振兴之路，早已成为生态
优美的国家 AAA 级景区、国家森林村
庄、高级版“绿盈乡村”、福建省首批传
统古村落、福建最美休闲乡村，成为农村
群众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下一步，小梨洋村将积极探索美丽
乡村建设新模式，进一步发掘更多的新
业态、新模式，着力打造集游古村落、感
国宝文化、历农家生活、玩民俗活动、观
生态农业基地、品生态产品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闽东特色美丽乡村。

□ 本报记者 陈容

“如何推进建设基地化生态茶园、观
光茶园、畲家茶园，拓展茶主导产业体系，
提高茶主导产业收入的带动效应，这是我
们村亟待解决的问题。”12月8日，在蕉城
区九都镇九仙村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 村
干部和村民代表齐聚一堂，一场别开生面
主题教育交流讨论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

走出会议室来到村前，宽敞村道被
打扫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的崭新楼房
在蓝天绿树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卫生
所、畲族文化活动中心、休闲活动广场、
水电路讯等设施一应俱全。

九仙村现有246户881人，其中畲族
人口达 65%以上，是著名的畲族文化
村。曾经贫困的小山村，如今洋房林立，
村民可支配收入达 2.06万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50多万元。从“小山村”蝶变成

“九仙花苑”，从“泥石流灾害受灾村”到
“电力智慧能源村”。35年来，九仙村“破
茧成蝶”华丽蜕变。

“35年前，村民大多居住在半山腰，
茅草为顶、泥土为地，依靠传统农业种
植、茶叶粗加工、零散家禽养殖等自给自

足，交通、用水、用电落后。”九仙村党支
部书记钟罗德告诉记者，1987年9月，一
场百年罕见的泥石流灾害，让原本艰苦
的生活“雪上加霜”，一夜间，5座房屋倒
塌，31人遇难，泥浆、乱石、碎瓦淹没整个
畲村，赖以生存的家园不复存在。九仙
村村民“告别”大山，搬到九仙新村。
2018年，因衢宁铁路宁德段的建设需要，
九仙村民第二次搬迁，搬进了别墅式九
仙花苑。

该村历届村委高度重视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35年来，先后引进福云六号、金
牡丹、黄观音、金观音等茶树品种，通过
与周边茶叶龙头企业对接，形成“企业+
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并实施“茶叶
认筹制”，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
售，实现茶产业增量、提质、增效。

在九仙村柏院自然村后茶园，数十
名茶农正忙着修剪茶树，确保来年春茶

早产丰产。
村民钟晓名笑着说：“以前，村里没有

好产业，我只能外出务工，一年到头很少
回来，收入也不高；现在，村里栽种茶树并
形成了长效产业，我也就愿意回到村中，
既能照顾好家人，又能获得稳定的收入。”

得益于茶业开发发展，九仙村村民
雷挺珍一家从事茶叶生产、加工、销售
等，一年纯收入达 20多万元。雷挺珍回
忆起过往不禁感慨道，以前以种田、种地
瓜、砍柴为生，住的屋子一到刮风下雨人
就得躲着，家里大桶小盆全部拿出来接
屋顶的漏雨。现在经济效益好，收入稳
定，他也在九仙花苑建起了新房，生活过
得越来越红火。

九仙村在发展茶产业的同时，积极
推广夏橙、芦柑、爱媛、沃柑等十多个水
果品种。如今，该村水果投产面积约400
亩，年总产值约400多万元。

“我种了 4亩六月柑，每年能产 4800
公斤柑橘，收入能达6万多元，除去成本，
一年下来有 4万多元利润。”九仙村村民
赖玉周介绍，他们村的柑橘销售非常好，
群众不愁销路，柑橘等水果已成为群众
增收的“致富果”。

近年来，九仙村通过发展“农业+旅
游”的模式，挖掘畲家资源，走出了一条
集生态农业、研学旅游、畲族文产为一体
的新路径，实现村集体和群众双增收。

“现在的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九仙村第一书记钟乃恩说，两次搬迁，村
里变化太大了。如今村里有了稳定的产
业，又遇到国家的好政策，种植业、林木
业、物流业、旅游业全面开花，村民们在
家门口就业。下一步，将依托独特的山
水风光发展乡村旅游业，着力打造“茶果
新村”，让村民奔向更美好的小康生活。

□ 李加进

屏南小梨洋：

弘扬甘国宝文化 奏响产业融合交响曲

茶果飘香 看昔日穷山村这样“破茧成蝶”

本报讯（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
婷）12月11日，福鼎市举办首届民间林长
聘任会，为20名“民间林长”颁发聘书。

据了解，“民间林长”为公益性志愿性
质，由各行各业热心森林资源、保护公益事
业的社会志愿者担任，是林长制的延伸和
拓展，两者相辅相成。“成为‘民间林长’后，
我们将积极倡导生态环境文明理念，开展
森林资源保护相关的宣传活动，并协助监
督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违规行为和各级林

长履职情况，及时反馈社会各界对林业发
展的意见和建议。”民间林长胡瑞海说。

聘任“民间林长”，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林业建设是福鼎市深化“林长制”促进“林
长治”的生动实践之一。作为省级森林城
市、中国栀子名市、中国栀子花之乡，福鼎
市森林资源丰富，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43.42%。近年来，福鼎市积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推深做实
林长制，建立健全市、乡、村三级林长组织

体系，创新开展“百村千企万人”植树三年
行动，引进蚂蚁森林公益基金4100万元参
与生态修复。据统计，2022年，福鼎完成造
林绿化 5.2万亩，新建义务植树基地 3个，
种植红树林1700亩，在嵛山岛开展重点区
域林相改造和海岛绿化提升3950亩。

山林披绿，林下生金。福鼎市持续壮
大特色林业产业，科学发展林下经济，推
动竹林花卉、油茶、山苍子等特色木本油
料、中药材“百花齐放”，打通“绿水青山”

与“金山银山”双向转化新通道。同时，专
门出台“金山银山”计划，对今后林业产业
和林下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
策和措施。

“这次‘民间林长’选聘工作的目的就
是壮大森林资源保护队伍，推进护林治林
社会协同治理。希望民间林长主动当好

‘监督员’‘宣传员’‘巡护员’‘联络员’，群
力群策，让福鼎的山更青、水更绿。”福鼎
市委副书记林乃平说。

福鼎成立全市首支“民间林长”志愿者服务队，探索护林治林社会协同治理新路径——

“民间林长”上岗 共护绿水青山

本报讯（记者 吴枋宸 通讯员 孙典正）为扎实
推进全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确
保加油站一线安全平稳运行，日前，中国石油宁德分
公司开展全覆盖、地毯式安全大检查、隐患大排查工
作，全面落实“一岗双责”，进一步夯实油站安全管理。

通过精心部署，落实一岗双责，中国石油宁德分
公司成立以领导班子为组长，各部门经理和业务骨干
为小组成员的专项检查行动领导小组。检查前投资质
量安全部编制《安全大检查、隐患大排查指导书》，围绕
油品接卸、作业许可、应急管理等十四个方面开展专项
培训，明确各成员职责，为此次检查工作打好基础。

同时，组织各检查小组深入加油站现场，检查加
油机、操作井、配发电机房等关键设备设施，回放视频
查看油品接卸规范情况，查阅资料，看演练、培训、巡检
等资料的完整性。每个团队随机抽取一个加油站开展
一次现场演练，并现场点评。检查完成后组织油站经
理、值班经理复盘检查发现的隐患和存在的问题。目
前，累计发现各类问题隐患293项，现场整改239项，上
报维修21项，33项问题在整改中。逐项制定了整改措
施、明确责任人（部门）和整改时间、建立问题档案。

中国石油宁德分公司：

多举措抓落实 筑牢“安全生产墙”

本报讯（记者 张瑜）12月11日，中央第一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福建省转办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
报件涉及宁德市5件，其中来信举报3件、来电举报
2件。从信访举报件生态环境问题类型来看（部分
信访件同时涉及多个问题类型），涉及生态 2个（其
中1个为重点）、其他污染4个。从区域分布上看，屏
南2件、柘荣1件、霞浦1件、福安1件。市信访工作
组于当日查收并即时进行交办。

截至12月11日，对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福建省移交的第二批（1件）、第四批（3件）、第
五批（3件）、第六批（8件）、第七批（5件）、第八批（8
件）、第九批（4件）群众信访举报件涉及宁德市 32
件，各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报调查处理情况。根据
督察要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一览表在报纸、网站等媒体上公布。

中 央 第 一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向福建省转办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涉及宁德市5件

扫 描 二 维
码查看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
察群众信访举
报转办和边督
边改公开情况

本报讯（记者吴枋宸）12月11日，全市主题教育
调度会暨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委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练欣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
组长邓伟斌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惠作具体工作部
署。省委第八巡回督导组副组长陈忠霖莅会指导。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
措抓紧抓实整改整治工作，以整改整治的真功夫检
验主题教育的“含金量”。要紧盯重点问题，深入检
视查摆，坚持分类整改和集中整治相结合，坚持质量
和效率相统一，逐项抓好整改措施落实，确保改彻
底、改到位。要带头用好“四下基层”这一传家宝，突
出问题导向，扎实开展“四下基层贴民心、感恩奋进
建新功”实践活动，深入一线察实情、解难题、促发
展、办实事，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气
象新变化。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整改整治工
作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发扬钉钉子精神推进整改落
实，及时做好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整治成果。

会议要求，要坚持把“学思想”摆在首位，持续深
入开展“沿着足迹学思想悟伟力”活动，用好用足特
色学习材料、特色现场教学点、特色学习课程等，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真信笃行。要更加注重
强基固本，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大整顿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力度，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要把开展主题教育与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谋划明年工作思路统筹起来，做到两手抓、两
不误，切实用推动中心工作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全 市 主 题 教 育 调 度 会
暨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