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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蓉中村，围绕“一老一小”开展的
活动丰富多彩，每周六有“培根”文化课
堂，寒暑假有“春苗”传统文化研习营和
青少年家风、党史、四德研习营，假期返
乡大学生则有专门的社会实践项目等，
孩子们的假日生活分外充实；常态化推
出农村幸福院、晚晴文娱工程等面向老
人的活动阵地，大大满足老年人的精神
需求。

从蓉中村推而广之，梅山镇把握乡
村振兴主基调，成立领导小组，统领整镇
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着力打造乡村
振兴示范线，发展富民产业，夯实乡村经
济支撑，为未来发展蓄力造势。

乡村振兴示范线以鼎诚村、蓉中村、
新蓝村、灯光村、竞丰村为核心，在现有
的非公企业党建示范点、智慧灯光网格
化管理工程、小微产业园区等基础上，规
划打造芙蓉岛田园体验中心、梅山华侨
文化中心、应急救援与研学中心“三核”，
建设浅山自然教育示范区、侨乡文化教
育示范区、河谷乡情教育示范区“三区”，
带动整个片区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富民产业侧重发挥梅山镇的文化优
势，深挖教育资源禀赋，聚焦农文旅融合
方向，重点推进“泛教育”产业，发展壮大
以“光前学村”“蓝园学村”为龙头的基础
教育，完善学前教育、初等教育、职业教

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教育
体系，发动成立南安市首个镇级教育委
员会、南安市梅山教育基金会，打造蓉中
村乡村振兴基地、“大思政课”实践教学
基地、南安（梅山）侨批展示馆、李光前故
居纪念馆等研学基地、特色教育基地，让
文化教育资源成为引人留人的“流量密
码”。同时，丰富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稳
步推进蓉中村桂花鱼养殖二期项目，开
展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工作
等，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去年，全镇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0万
元以上村覆盖率100%，其中，4个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超100万元。今年以来，竞
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已超过100万元，
蓉中村、格内村、埔仔村等3个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达到50万—100万元。

集体经营性收入20万元以上村全覆盖

梅山镇实施整镇推进乡村振兴

核心村先行先试 富民产业做大做强
今年暑假期间，来自福州大学、厦

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师生
们，纷纷走进南安市梅山镇蓉中村，参
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暑期实践研修班，
实地了解乡村振兴的基层生动实践。

作为乡村振兴专题实践教学基地，蓉
中村入选教育部公布的首批“大思政课”实
践教学基地。基地成立以来，加强与各地学
校联系，开发特色课程，探索建立合作机
制，打造更加优质的实践教学平台。

走进蓉中村，这里拥有石油化工、
电气设备、儿童用品和生态养殖等经济
产业，近三年村经营性收入平均每年
23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27500元。来
自各地的师生与“取经人”走访工业园
区，参观党建馆、家风馆，聆听相关课
程，村子的发展历程就是最生动的“教
科书”，也是新时代强村富农的生动案
例——以“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
形式，蓉中村带给师生关于乡村振兴的
思考与启迪。

实施整镇推进乡村振兴以来，梅
山镇立足实际，把握乡村振兴主基调，
推出乡村振兴示范线、工贸带动发展
计划，发展富民产业，振兴乡村文化，
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本报记者 蔡紫旻 通讯员 洪清
竹 黄玮虹

近年来，东垵村大力推进农村抛
（撂）荒地整治，整治盘活撂荒地约100
亩。以“认领田”为经营主题，该村与农
业发展企业洽谈合作开发项目，在经过
整治的土地上栽种粮食作物，共建“认
领田”，打造别具特色的生态观光农业
园区，预计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5万

多元。
整治农村“裸房”，告别“素颜”焕发新

姿。梅山镇推出专项整治措施，采取挂图
作战、倒排工期、村书记带头包网格等形
式，全力推动农村“裸房”整治工作，其中，
东垵村既有“裸房”于去年年底完成整治。

为优化乡村环境，梅山镇常态化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日常巡查管
理，集中清理整顿农贸市场占道经营，统
筹推进自来水水质提升、农村污水管网
升级改造工程、天然气管网升级等基础
设施建设。目前，灯埔村移民村人居环境
整治、埔仔村水土流失治理项目通过验
收，明新村道路硬化工程、灯埔村水土保
持生态村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全镇
水、电、路、通信、污水治理、垃圾清理、户
厕公厕建设率均达100%。

盘活撂荒土地打造生态观光农业园区

今年9月18日是我市第二十六个防
空警报试鸣日，为提高市民的国防观念，增
强防空意识、防灾意识和超前防范意识，提
高全民的危机应对能力，保障战时人民防
空和平时抢险救灾的组织指挥，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危机应对法》相关规定，决定在全市范围
内组织第二十六次防空警报试鸣活动，并
在部分单位（区域）组织人口疏散演练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警报试鸣时间：2023年9月18日
10：00至10：18。

二、警报试鸣范围:市辖各县（市、区）、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城
区及部分重点设防镇。

三、警报试鸣信号：

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
复3遍，时间三分钟。空袭警报信号，鸣6
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三分钟。解除
警报信号：连续鸣放三分钟。

四、人口疏散演练：按各县（市、区）人
口疏散演练方案开展。

警报试鸣和人口疏散演练期间，希望
广大市民不要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
秩序，各有关媒体要提前做好信息发放和
宣传报道工作，做到家喻户晓，确保全市警
报试鸣及人口疏散演练活动顺利进行。

试鸣期间热线电话：
28985307、28985315
特此公告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3年8月31日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组织防空
警报试鸣暨人口疏散演练的公告

本报讯 （记者吴宗宝 通讯员林恩文）
昨日，市委党校（泉州行政学院）举行2023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第78期县处级干部
进修班、第36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第96
期科级干部进修班、第59期公务员科级任
职培训班全体学员参加。

本期学习要求学员坚持以学铸魂，切实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做好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深化、内化、转化工作，从思想上正本清源、
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
稳思想之舵。要坚持以学增智，切实掌握科
学方法、提高能力本领。从党的科学理论中
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把看家本
领、兴党本领、强国本领学到手。要坚持以学
正风，切实涵养新风正气、永葆清廉本色，大
兴务实之风、弘扬清廉之风、养成俭朴之风。
要坚持以学促干，切实担当使命责任、开创
发展新局，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提振爱
拼敢赢的精气神，争做狠抓落实的担当者，
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举措、更过硬的
作风，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泉州实践作出新贡献。

市委党校（泉州行政学院）

秋季学期开学

本报讯 （记者庄丹丹）12日，2023年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泉州市活动开幕式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霜
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市领导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抓好网
信领域各项重点工作，推动全市网信事业实
现新的更大发展。要抓住县级网络安全应急
中心成立契机，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着力打
造协调顺畅、步调一致的网络安全工作体
系；要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抓实网
络安全监督检查，健全完善安全、应急、技术

“三位一体”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要压紧压
实各部门网络安全工作职责，引导行业企业
从业者、广大网民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用
法，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活动期间，我市将围绕“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组织举办网络安
全@世遗·泉州、泉网安全论坛等活动，在各
个领域持续掀起网络安全宣传教育热潮。

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

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泉州市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陈淑华 通讯员许侨鑫）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泉州市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代表座谈会在市文
旅局举行。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
保护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题，16

名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工艺美术大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碰撞出
灵感火花，提出不少建设性思路。

6项世界级非遗、36项国家级非遗……
作为非遗大市，泉州非遗资源丰富、技艺璀
璨夺目。蒋钦全、蒋清兰等传承人认为，可在
泉州古城花巷、打锡街等街巷划出若干个集
中区域，引入多种传统工艺美术项目。为提
高辨识度，该区域作为非遗展示空间的建筑
外立面应与内容艺术品相呼应，同时有统一
的非遗标志，从而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
应，带动工艺美术产业化。

非遗进古城，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支持。
座谈中，杨婉红、张秋霞、张红苹等传承人分
享经验心得。他们认为，非遗进古城，既是展

示泉州丰富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应成为游客
近距离看得到、热气腾腾的“活技”。要分项
目类型分配进驻空间，如石雕等大型工艺品
展示项目的空间需要大一点，妆糕人、剪纸
等项目的空间可适当小一些。

傅草艺等传承人认为，非遗是传统工
艺，因此，既要“传”承，又要“统”筹，探索
整合发展的可行性。进驻后，除免除租金
外，可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补贴资金量
建议不要简单按照传承人级别分配，要根
据进驻空间的传承人商业计划来决定，按
照进驻质量决定资金补助额度，可采取与
国企捆绑经营、共同发展的运营模式，将
传承人进驻成本控制在其可承受范围之
内。众人一致期盼，政府层面组建一个专

业的服务团队，从财务、设计、营销方面，
为进驻古城的非遗项目提供线上、线下宣
传、引流服务，增强非遗传承人与古城共
同发展的信心。

此次座谈会组织方为市文旅局、市城
镇工业联合社。据悉，为丰富世遗之城的
文化内涵，挖掘整合非遗资源，我市正酝
酿实施“个十百”非遗展示体验设施提升
工程，切实将泉州古城建设成为遗产丰
厚、特色鲜明、氛围浓厚、群众和游客认可
的非遗特色景区和整体性保护特色品牌。
市文旅局表示，将认真吸收传承人的相关
建议，完善实施方案，更好地推动非遗进
古城，助力泉州古城打造成为全国“最具
烟火气”的旅游目的地。

非遗进古城，传承人争献“金点子”——

要展示也要“活技”要传承也要统筹

本报讯 （记者高慧子）为破解企业办
事多点跑、重复办、手续繁、耗时长的痛
点，洛江区创新政务服务场景，探索推出
审批“圩日”服务新模式，变“窗口分散等
办事”为“组团上门送服务”，切实为企业
解决问题。

“以前我们挨个跑窗口，现在是部门
组团跑园区，既能实地查看项目进度，又
能就近调阅资料和解决问题。”劲力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陈怀民说，有了
新模式，手续和流程既简便又快速，验收

厂房的时间缩短到十几天，投产速度也加
快了。“在‘圩日’服务现场，各部门能现场
给予答复的，马上梳理给出解决办法，联
系对应股室跟进落实；不能马上解决的，
就把具体问题‘打包’带回研究讨论、谋划
对策，并及时将商讨结果告知企业，确保
企业‘念念必有回响’。”洛江区行政服务
中心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圩日”审批
服务队伍已助力辖区内30多个涉企审批
项目审批提速增效。

据了解，洛江区行政服务中心牵头组

织区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市场监管局、不
动产登记中心等多个部门组建联合服务团
队，推出审批“圩日”服务新模式，根据企业
自主“点餐”形成的服务需求，构建“一个项
目、一个团队、一跟到底”的审批服务体系，
由项目审批专家、业务骨干组成专业服务
队，提供上门办、实时办、并联办等“企业服
务包”，实现“全天候、零距离、精准化”审批
服务，让企业线上预约“零跑腿”、坐享服务

“零等待”、模拟验收“零障碍”，实现了涉企
审批服务质效双升。

洛江创新政务服务场景

审批“圩日”组团上门送服务

这是 9 月 12 日拍摄的
已经投入使用的丰泽区实
验小学城东校区。

据悉，丰泽区实验小
学城东校区、丰泽区第三
实验小学教室改建项目、
泉州市浔江小学教学综合
楼等6所中小学新建、扩建
项目本月正式投用，新增
学位3960个。

（张九强 摄）

新学期新学期
新校舍新校舍

本报讯 （记者黄祖祥 通讯员苏奕拉
慈 文/图）11日，第二届晋江工艺美术名艺
人评选暨福建省（晋江）“白兰花”杯工艺美
术现场技能大赛在晋江五店市举行，共有
53名工艺美术匠人参赛，涉及木雕、陶瓷、
漆画、砖雕、剪纸、铜雕、金雕、堆剪等近20
种传统工艺。

晋江拥有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潘山
庙宇木雕、庐山国佛雕等各级非遗项目，这
些传统技艺不但具有艺术和审美价值，同时
具有丰富的文化与民俗价值。近年来，晋江
大力加强工艺美术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传统
技艺传承人，目前共有工艺美术大师或名人
省级12人、泉州级14人。

弘扬工匠精神
传承传统工艺

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水密隔舱福船制作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水密隔舱福船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