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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爱我国防”福建省第七届大
学生演讲比赛中，宁德师范学院退伍大学
生郑珊妮凭借朗诵作品《我心中那份“清
澈的爱”》，获得三等奖的好成绩。

“如果您问我青春是什么？我会回
答，青春是来自昆仑山上那份清澈的爱；
如果您要问我青春是什么颜色？我会说，
青春是我生命中永不褪色的迷彩……”字
句真情的朗诵，不是来自媒体的报道，也
不是来自别人的讲述，而是来自郑珊妮五
年的戍疆经历，来自老乡英雄陈祥榕在同
一个时空的青春共鸣。

花季年华，选择成为一名高原女兵，
这是郑珊妮的无悔选择。“小时候，看到电
视里国庆阅兵仪式，被军人的形象深深吸
引。长大后听到最多的就是男的去当兵，
女生比较少。家里人也说女生一般吃不
了苦，所以我当时就说要证明自己，女生
也可以。”郑珊妮说。

青春热血，不只有冲动，更有行动。
高考完后，她就报名当兵了。让郑珊妮一
直紧张的是，女兵考核比男生更严，名额
更少。“当时女生招兵比男生会晚，一直到
我开学也没收到消息，我以为自己没机会
了，想着下一年再报名。”郑珊妮说。

“新疆西藏边疆地区去不去？”“我要
去！”有天上课，郑珊妮接到电话，几乎激
动地要跳起来，斩钉截铁地回答，展现着
青春最美的模样。

2018年9月，和郑珊妮一道的10个女
生，作为福建省首批入疆女兵开始了雪域
高原的热血人生。

“我记得那天早上开始坐飞机，到新
疆喀什已是晚上八点多，落地以后，才真
正意识到我到达了祖国的最西端，这是和
东南沿海完全不同的地域，赞美祖国的辽
阔，也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心中埋下一股
劲儿，一定要做出点成绩。”郑珊妮说。

困难比想象的要大。新兵连第一个

三公里，就让郑珊妮有了挫败感，拼尽吃
奶劲儿，也只跑出刚刚合格的成绩。于
是，第二天开始，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成了
郑珊妮的必修课。手榴弹投掷不合格，就
中午午休时间自己加班练；三公里跑不
快，就一天三个三公里跑……

班长和战友们的鼓励，每次与家人的
通话，爷爷的来信，都成为郑珊妮坚持下
来的力量源泉。新兵三个月，从一开始新
兵连的勉强合格到下连后体能总分排在
连队第一名，她从一个地方青年转变成一
名军人，从一开始的训练中“我肯定不
行”，到“我一定能行”，每次都是以“争第
一”的想法去对待每一次考核，无论是军
事还是理论。

延绵的边境，是郑珊妮的青春战场。
你要问她边防战士苦吗？真的苦。零下
20摄氏度的气温，令人头痛欲裂的高原反
应，强烈的紫外线让皮肤脱了一层又一

层。脱下衣服，身上全是训练留下的伤
痕。但凌晨四点的站岗哨时，抬头看到班
公湖上空，瞧见世上最美的银河，心里又
觉得特别地甜。2020年5月，郑珊妮所在
的单位从新疆转战西藏。1000多个日日
夜夜，扎根边防、奉献边防、建功边防的思
想早已刻进了郑珊妮的骨子里。

2020年不仅是郑珊妮戍边经历的转
折点，也是她心路历程的转折点。在她转
战阿里不久后，前线传来四名官兵牺牲的
消息。其中有一位还是她的老乡，来自福
建宁德，他叫陈祥榕。

那是郑珊妮记事以来，最难过的一
天。郑珊妮看着他的照片，和那句“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的战斗口号，那一刻，她
再也忍不住了。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其实在西
藏不能说苦，只能说觉得最难的时候，是
刚到高原时，在戈壁滩住着帐篷，有时炉

子的煤不够，没有高原蒸炉，只能吃夹生
饭。恶劣的天气导致有时物资运送不到，
菜不够吃，我们就吃单兵自热食品；没有
矿泉水，喝的是水车从班公湖直接抽的湖
水，我到现在都记得，烧开以后腥腥的。”
郑珊妮说。

陈祥榕的精神深深激励着郑珊妮，
作为老乡，她不能丢脸。2021年，单位举
行全能尖兵比武，男兵们嘲笑说：“你们
是来当‘拉拉队’的吧？”她们不服输，利
用休息时间刻苦训练。巾帼不让须眉，
最后郑珊妮带领的小组获得第一名，同
时她也获得个人单项第一名。那年底，
部队授予她三等功，她也成为单位唯一
获此殊荣的女兵。

次年郑珊妮光荣地入党了，她曾多
次郑重地向组织申请加入前线战斗。终
于，在 2022年，她被派驻执行边境点位通
信保障任务，站在前线雪地上，寒风刺
骨，郑珊妮不曾感到害怕，透过那茫茫的
雪山，她感受到自己身后是祖国的万家
灯火，是家的方向。

今年 9月，郑珊妮重返大学校园，她
来到了屏南县烈士陵园，在陈祥榕的遗
像前说：“祥榕，‘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早
已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不仅是你一
个人的战斗宣言，更是我们的青春誓
言。”在学校，她投身到国防教育事业中，
主动请缨担任学校国旗护卫队的教官和
国防展厅义务讲解员，守护五星红旗那
抹鲜艳的红色。

“我庆幸曾是一名高原女兵，庆幸我
的青春有不一样的边关色彩。现在回想
五年军旅时光，部队给予我信念的力量，
让我知道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
作，军营的酸甜苦辣磨炼我的意志力和
自制力，让我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郑珊妮说。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雪域“军中木兰” 传承“清澈的爱”
——记宁德师范学院退伍大学生郑珊妮

尊敬的单位负责人：
您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对于全面
摸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准确把握新时代经济社会
发展特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 2024年 1月 1日起，普查登
记工作将全面开启，届时，你单位需填报普查登记表。为
方便你单位填报普查数据，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在2024年1月1日至4月30日普查登记期间，将
有佩戴普查员证或普查指导员证的普查人员进入你单位
进行登记。

二、请你单位准备好相关经营证件和与经济普查有
关的会计、统计和业务核算等原始资料，积极配合普查人
员准确采集相关信息。

三、采用自主填报方式填报数据的单位，请登录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采集处理系统（https://5jpcjcl.stats.
gov.cn/survey），或在微信登录“五经普自主填报”小程序，
按照要求填报普查登记表。如你单位是投入产出调查单
位，请同时将填写的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导入数
据采集处理系统，报送投入产出调查登记表。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请你单
位积极配合普查工作,及时填报普查数据，确保数据真实
准确。对拒绝或者妨碍普查机构、普查人员依法开展工
作,或虚报、瞒报、漏报普查数据的普查对象,将依法予以
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违法企业将被依法认定为统计严
重失信企业,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

五、各级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将对你单位所填报的

普查数据严格保密。这些数据信息仅用于普查目的,除
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六、如工作中遇到普查机构或普查人员有违法或损
害你单位利益的情况,请及时向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地方普查机构举报。

衷心感谢您对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支持与
配合！

福 建 省 经 济 普 查 办 公 室 普 查 登 记 咨 询 电 话 ：
0591-83270036

福建省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电话：0591-88019242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8512113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邮箱：fgjc@stats.gov.cn
福建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2月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告知书
（面向非一套表单位）

秋冬季节是松材线虫病防控的关键
时节。近日，屏南县林业局发出倡议书，
积极向广大群众科普松材线虫病的危害
性，引导群众配合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控工
作。同时，各乡镇林业站防控人员通过疫
情监测、巡逻普查、松枯死木清理、队伍培
训等举措,有效预防松材线虫病，遏制疫情
发生, 切实保护好全县松材资源。

松材线虫病是危害松树的一种毁灭性
病害，被称为松树的“癌症”，是重大植物疫
情。屏南县拥有林业用地面积183.7万亩，
其中马尾松等松类林分小班总面积121.89
万亩、占有林地面积 66.35%。目前，屏南
县属非松材线虫病疫区县，却处于松材线
虫病疫区包围中，为此，屏南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坚持以强化领导为出发点，以加
大监测为着力点，以科学防控为落脚点，全
力推进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

屏南相继印发《屏南县2023年度松材
线虫病防控实施方案》《2023年度松材线
虫病防控施工作业设计》《屏南县林业局
关于成立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的通知》等，提前编制了《屏南县2024年度
松材线虫病防控实施方案》和《屏南县
2024年松林改造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层
层传导压力，切实提高松材线虫病防控意
识。建立以林长制为抓手的松材线虫病
防控责任制度，夯实县、乡、村三级林长制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按照“党委领导、党政
同责、部门协同、属地负责”,强化工作部

署，狠抓责任落实，全面完成年度松材线
虫病防控目标任务。

长期以来，屏南县坚持“预防为主，科
学治理，依法监管，强化责任”的方针，全年
开展监测普查，组织村级林长、护林员，乡
镇林业站干部及第三方普查监测服务公司
常态化开展松枯死木普查监测，以人工地
面调查为主，无人机核查为辅，开展松林资
源监测全覆盖、网格化疫情监测调查，普查
范围无盲区，全面查清辖区内疫情底数。

同时，通过加大媒介昆虫松墨天牛
防治、及时清理松枯死木、优化松林改
造、加大检疫执法力度、大力开展宣传活
动、多方筹措资金等举措，全力筑牢松材
线虫病防治屏障。今年 4 月至 12 月，全

县共发生松枯死木 842株，按照“即死即
清”要求，已全部清理完毕；2023年，林业
局完成以菌治虫 5000亩，药物防治 5004
亩，打孔注药松木 2000株，乡镇完成药物
防治9045亩。

“今年，我们还与古田县林业局签订
《林业行政执法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备忘
录》，加强与周边县市的沟通联系，互通情
况，交流经验，建立机制，协同防控，防范
疫情。”屏南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屏
南县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监测普
查和检疫执法，毫不松懈、持之以恒地抓
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确保县内森林资
源安全和国土生态安全。

□ 本报记者 叶陈芬 通讯员 甘叶斌

本报讯（记者 张瑜 通讯员 陈影）“以前，办理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缴费，我要从乡镇特意跑到福安市
的办税服务厅交材料。现在好了，可以直接退费，省
去很多麻烦。”近日，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缴费业
务，家住福安市潭头镇南岩村的林先生表示肯定。

过去，在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缴费过程中，
部分低保户、特困户、残疾人、被征地农民等缴费人，
因特殊身份变化导致已在税务部门缴纳的费款，人社
部门无法查询到账信息，需退费重新缴纳。福安市税
务局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涉及此类退费人员较多，且需
要缴费人前往税务窗口提交退费材料，十分不便。

为解决该问题，福安市税务局积极与福安市人
社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定解决方案，切实提升
为民服务质效。经过双方探讨，定为由人社部门提
供未到账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的函件，税务部门根
据函件名单直接受理退费，退费成功后，再由人社部
门负责通知缴费人进行正确费款缴纳。该退费流
程，全程无需缴费人提供材料，也无需到场办理，有
效解决了该类退费群体多趟跑问题，极大方便了缴
费人。截至目前，已通过该机制接收六批次人社部
门的退费函件，涉及缴费人员149人。

福安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严格落
实税费服务诉求和舆情分析办理联席会议制度，通
过第一时间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缴费人关注问题，与
相关成员单位密切配合迅速反应，积极主动探求解
决方式，切实响应纳税人缴费人涉税诉求，提高办税
缴费便利性，进一步提升缴费人获得感和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张瑜）截至12月25日，对中央第
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福建省移交的第二十二批
（7件）、第二十三批（10件）群众信访举报件涉及宁
德市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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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二批、第二十三批）

扫码查看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群众信访举
报转办和边督边
改公开情况一览
表（第二十二批、
第二十三批）

福安市税务局：

及时响应诉求 提升服务质效

屏 南：

防控松材线虫病 守护绿水青山

近日，在霞浦松港街道一
企业海产加工车间里，工人正
在加工海带结。霞浦县作为

“中国海带之乡”，年产干海带
10余万吨，产品畅销国内外市
场。从简单的晾晒、盐渍等粗
加工，到生产各种海洋食品等
精深加工，霞浦海带成为当地
渔业增效、渔民增收的重要支
柱产业。

朱世刚 摄

本报讯（记者 吴枋宸）12月22日，宁德市国资
系统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工作新闻通报会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为妥善解决我市小微企业和“三
农”群体“急难愁盼”的问题，市国投公司下属市再担
保公司和汇融集团以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效、
探索风险机制为抓手，持续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在加大担保产品创新力度上，针对各县（市、区）
特色产业小微企业，市再担保公司推出“产业振兴
贷”“厦担贷”担保业务，并陆续推出针对小微科技企
业量身定制的“精科贷”，解决轻资产科技型小微企
业融资难问题；支持柘荣县传统刀剪制造业的“刀剪
贷”，面向文旅行业的“文旅贷”，加大对传统产业融
资担保支持力度。同时，创新开发新型远程监控模
式仓单质押担保产品，破解监管方资质、监管人员等
限制业务开展的问题。

在丰富渔业产业链产品方面，市再担保公司持
续在助力建设“海上宁德”上下功夫，与市海洋与渔
业局、工行宁德分行合作开发“渔排改造贷”；针对我
市大黄鱼产业链及相关水产行业，创新推出“渔排养
殖贷”；针对海参养殖旺季，联合交通银行宁德分行、
霞浦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合作开发“海参养殖贷”。截
至今年11月末，“渔排改造贷”和“渔排养殖贷”累计
为552户客户提供金融支持5.6亿元。“海参养殖贷”
自今年 11月初首笔贷款放款以来，陆续为127家海
参企业提供金融支持1.53亿元。

在提升融资担保服务水平上，近年来，市再担保
公司和汇融集团运用数据技术创新释放融资担保发展
新动能，围绕各县（市、区）支柱产业，通过金融科技赋
能，积极推进成熟的小微融资担保产品向线上迁移，同
时开发面向不同产业、场景的业务品种，打造成熟的线
上标准化金融产品，增加担保增信产品的市场供给。

在深耕普惠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通过市财政局
安排的风险补偿资金和降费奖补资金，市再担保公
司平均担保费持续下降，有效降低服务企业的运营
成本；在全省率先推出“见贷即保”批量业务模式，配
套“担保费率降至 0.80%、10万元以下免收担保费
用”等政策，实现“2∶8”比例分险机制；大力探索“财
政风险补偿+银行风险分担+再担保风险分担”的

“政银担”新机制，持续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广大经
营主体纾困解难，增添发展信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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