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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祖祥 通讯员
戴嫄）近日，晋江东石镇围绕营造安全生活
环境、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职责，在侨声中学
周边开展校园环境整治行动，全面排查整
治城市管理领域影响校园安全的隐患问
题，做到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在此次整治行动中，东石镇聚焦户外
广告牌和门店招牌安全，对校园周边商铺
招牌和广告牌进行全面排查，拆除影响消
防安全的违规广告牌，并督促商户落实安
全主体责任，做好安全防范措施。针对校园
周边餐饮场所燃气使用情况，该镇综合执
法队逐一入店对经营者宣传安全用气知

识，消除燃气安全隐患5宗，保障校园周边
公共安全；同时重点整治校园周边餐饮单
位未规范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设备问题，共
发现问题9个，现场开具行政指导意见书和
整改通知单各6份，责令限期整改。

此外，东石镇综合执法队还对校园
周边占道经营、乱摆乱卖、流动摊点、违
规设置广告横幅、散发张贴小广告等行
为进行整治，确保校园周边市容整洁美
观、无占道经营、无流动摊点。接下来，东
石镇将常态化强化对校园周边环境的巡
查治理，全力为学子打造安全、安静、和
谐的学习环境。

晋江东石整治提升校园周边环境

偶然发现南埔土壤甜地瓜
整合土地引进新品种地瓜

2008年5月，一项在南埔村附近的城
市建设项目完成后，南埔村有约550亩的

土地需要复耕，为了能尽早将土地利用起
来，当时村里规划复耕种地瓜。谁也没想
到，当时一个无意的计划竟然为南埔村的

“蝶变”埋下重重的一笔。
当年这550亩的地瓜不仅产量比平常

多了1/2，而且口感出奇地好。“当时很多
老人都表示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地
瓜，所以当时很多群众骑着大三轮几百斤
地买走地瓜。”南埔村党支部书记陈志贤告
诉记者，那会儿他才意识到原来南埔村的
土地适合种地瓜，也是从那时起，他萌生了
做地瓜产业园的想法。

“为此，我们经过青创会乡贤协助，经
过考察了解到台湾有一家做育苗的公司想

在本地寻求合作，我们了解了一下，他们的
地瓜是很优质的新品种，可以提供育苗和
技术支持，收成后也保证销售兜底，我们就
想试一试。”陈志贤说，有台湾的技术和南
埔村的土地，他对新品种地瓜很有信心。

说干就干，很快南埔村便成立“安吉”
农业合作社，流转村里土地，将闲置和村民
没有耕种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规划。“计
划联合周边村5000亩的土地用来种植新
品种地瓜，目前已有250亩土地平整好了
准备做育苗用。”陈志贤介绍，这是农业观
光村的第一产业，即种植新品种地瓜。土地
整合后，为了方便村民日常种菜，村里也开
辟了30多亩地作为“邻里共享菜园”，有参

与村合作社土地流转的村民可以优先认领
一块地作为自家菜园种菜。

规划“安吉”文化林下共享农庄
发展地瓜第二、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的地瓜育苗完成后，南埔村马
不停蹄建设“安吉”文化林下共享农庄，这个
农庄承载的是地瓜产业的第二、第三产业。

“前面要建一个地瓜的加工厂房，游客
可以直观地看到一块地瓜是如何被加工成
其他产品的。”陈志贤介绍，厂房外还有“一
亩菜园”的研学基地、农家乐采摘基地、露
营基地、儿童游乐场、共享鱼池等设施，这
些便是第三产业了。主题园将休闲和观光
游览融合，集吃喝玩乐于一体，力求打造成
群众节假日短途游的好去处。

“我们现在有技术、有土地、有规划，缺
的是地瓜的销售物流和第二、第三产业的
人才支持，以及村民个体的发展。”陈志贤
表示，不管是地瓜种植还是加工，线上还是
线下，最终都需要寄递物流，而第二、第三
产业需要有相应的劳动力做支持，这两方
面正是村里缺乏的。

邮政物流、职业培训和贷款
打通乡村振兴三大难点

“乡村振兴大篷车”进村解难题。“邮政
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可以有效解决南埔
地瓜的销售、寄递等问题，通过线上网络体
系如邮乐网可以将地瓜销售渠道拓展到线

上，通过遍布全国的投递网络，可以把地瓜
直接送达到全国各地。”惠安邮政涂寨支局
局长吴海燕表示，邮政的助农服务项目中
还有一项人才培训，即村里的宝妈或老人
在村里便可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内容
包含多项，如办公软件学习、家政服务甚至
电商抖音应用等等。“不仅培训免费，参加
培训的还有日用补贴。”吴海燕说。

“这样太好了，他们学成之后如果想做
电商，村里的青创园里可以免费为他们提供
办公场地。”陈志贤介绍，为了鼓励村民创
业，村里设立了电商孵化基地，免费供创业
者使用。“如果村民想创业没有资金也不怕，
南埔村作为信用村已获得泉州邮政的整村
授信，享有贷款优先等政策支持。”吴海燕表
示，邮政全力支持村民再就业和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大篷
车”进村打通了南埔村
乡村振兴的两大堵点，
有了土地、技术、资金、
物流和人才的支撑，南
埔村有信心将现代农
业观光村的名片打响。

由泉州晚报社、中国邮政泉州分公司
联合主办的“乡村振兴大篷车”活动，第二
站走进惠安县涂寨镇南埔村。作为惠安县
2024年乡村振兴培育村，南埔村积极作为，
先行先试，集约土地，以地瓜为特色，发展
地瓜种植、地瓜加工和地瓜文化主题园等
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于一体的现代农业
观光游览村。这一发展模式不仅让南埔村
从乡村变公园，更让村民足不出村便能营
生创收，生活方式有了质的改变。日前，记
者与邮政工作人员实地走访，探寻南埔村
的“安吉”发展密码，惠安邮政也利用自己
的专业特长全方位助力南埔村打造现代农
业观光村的乡村振兴计划。

□融媒体记者 陈玲红
通讯员 庄碧峰 文/图

“乡村振兴大篷车”开进惠安县涂寨镇南埔村

引进新品种地瓜 打造“安吉”农业观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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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明华 通讯员
许振塔 魏诏麒）近日，泉州市消防救援支
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警支队等部门
联合行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清查非法改
装电动自行车。

当天下午，全市各地检查人员随机抽
查辖区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维修店等场所，
重点对这些场所是否存在电池随意堆放、
违规改装、乱接乱拉电线以及电动自行车
是否有出厂合格证、电瓶“三C”认证、市场
准入等内容进行详细检查。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
指出并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商铺负责人立
即落实整改。同时，要求商铺负责人要经常

性开展电动自行车防火自查自纠工作，强
化销售人员消防安全培训，积极对顾客进
行安全使用提示。

与此同时，检查人员还对商铺的消防
安全隐患进行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检查人员向场所负责人讲解火灾发生的常
见原因、正确充电的方法，并提醒各场所严
禁私拉乱拉电线“飞线”充电，防止接触不
良引发火灾。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强化辖区电动自
行车领域消防安全管理，落实行业主管部
门安全监管责任，分析研判突出风险，加强
多部门联合执法、信息互通，确保辖区消防
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多部门联合行动

集中清查非法改装电动车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
员庄小强 文/图）昨日，记者从丰泽交警
大队获悉，由于泉州火车站进站匝道微
改造工程将于近期动工建设，工程需要
占用东西大道右转通往火车站二层的车
道，预计总工期 20 天。为确保工程建设
的顺利进行和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与畅
通，交警部门决定对施工路段采取限制
交通的措施。限制时间为 2024 年 6月 11
日—30日。

据介绍，本次施工路段拟占用东西大
道右转前往二层平台的两个车道，届时东
西大道车辆将无法通往火车站二层，进站
车辆可从站前广场到达火车站一层。待改
造完工后，进站车辆可通过站前广场东侧
的新建匝道通往二层平台。

交警提醒，交通管制期间请东西大道
往火车站车辆减速慢行，车辆驾驶人请按
照交通标志、标线提示有序通行，并服从现
场民警和管理人员指挥。

泉州火车站进站匝道微改造
交通管制20天

这方石碑位于距雷峰镇不远的李溪
村狮潭岸边的古道旁，青石材质，青苔已
布满碑身。碑体并不算高大，高约100厘
米，宽40厘米，厚6—10厘米不等。规制
沉稳大方，碑首有祥云、太阳等精美浮雕
纹饰。碑身光滑平整，碑文清晰可辨。

除正文“德化县正堂韩 永禁毒捕溪
潭鱼鳖”外，上下还刻有“……初三奉”“李
溪乡陈众遵立”等字，字体方正俊朗。碑座
庄重，细看有兽足浮雕痕迹。可惜的是，碑
身左上角有破损，部分文字缺失，这给立
碑时间的考证增加了一定难度。

之所以说这是古代的“河长令”，是因
为此碑设立的目的是“永禁毒捕溪潭鱼
鳖”，就如现在“禁止毒鱼”的禁令，属于河
道治理、水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内容。更
重要的，这是一道“德化县正堂”发布的政
令。官府治事大厅称正堂，地方长官在官
署大堂处理政务，故常以正堂代指地方长
官。县一级，常称知县为县正堂。在“永禁
毒捕溪潭鱼鳖”之前，加上“奉”“德化县正
堂韩”，就相当于行政命令，代表的是官方
立场，等同于现在的“河长令”。

石碑展现
当时重视水生态保护

150多年前 泉州就有“河长令”
“德化县正堂韩 永禁毒捕溪潭鱼鳖”，这方

立于德化县雷峰镇李溪村的古老石碑，让人不
由想到“河长令”。

为了加强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我国从
2016年开始推行“河长制”，至2018年6月底，全
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全面建立河长
制。而德化雷峰的这方“永禁毒捕鱼鳖石碑”，体
现出在150 多年前，当地政府、乡民就非常重视
河道治理、水生态系统保护，这与如今的“河长
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昨日，记者到李溪村一探
究竟。
□融媒体记者 陈明华 通讯员 连江水 文/图

据了解，类似的禁毒捕鱼鳖碑在
德化雷峰上寨村水尾桥也有一方，上
面的很多文字已很难仔细分辨，只知
时间为“清代庚戌年”，大意为毒鱼者
将被罚款，款项用于公田耕种。由此
可知，“毒捕”行为在德化很多地方都
为人所不齿。

毒鱼无异于杀鸡取卵，危害有目
共睹。旧时，有村民取水蓼、毒鱼藤、
金钱草、油茶渣饼，甚至断肠草，捣
碎、发酵，倒入溪水之中，毒液所到之
处，水中生物大小通杀，溪流生态系
统饱受摧残。

既然毒鱼的危害这么严重，那
么禁毒捕的“河长令”就该让更多人
知晓。这也是此禁毒捕碑被“李溪乡
陈众遵立”于狮潭岸边古道旁的原
因。狮潭是“底溪”（蕉溪上游）最为
知名的深潭，上有瀑布飞流，四周茂

林修竹。潭大水深，传说水中大鱼老
龟众多。瀑布之上又有巨石耸立，如
狮首俯瞰溪尾，因而得名。此外，狮
潭左岸边恰有一古道通往村外，是
旧时瑞坂、李溪村民往返的必经之
路。凡路过之人都会见到这醒目的
石碑。

2012年，此碑被认定为德化县不
可移动文物。从碑文可知，只要不毒
鱼，不涸泽而渔，正常捕鱼并不禁止。
鱼鳖本为溪流所产的自然资源，合理
适度的捕捞方能物尽其用。保护是为
了更好地利用，守护“绿水青山”，目
的是换得“金山银山”。

现在，狮潭一带除了本地村民，
人迹罕至。松竹掩映下，流水潺潺，永
禁毒捕鱼鳖碑安静地立在古道旁，历
经一个半世纪，它把一切沧桑与美好
尽收眼底。

禁毒捕鱼鳖碑德化不止一方

据《德化县志》“职官志”记载，历代出
任德化知县的韩姓仅有一人——韩树谷。
其下有附录：“韩树谷，号春伯，四川长寿
监生，同治九年三月任。”而他的继任者刘
恩第于同治十年三月继任。因此，立碑时
间当为“同治九年”，即公元1870年，距今
已有150多年。

碑身左上角为何有缺损呢？据当地村
民称，“文革”时此碑被当成“四旧”，敲掉
碑身记录立碑时间的上款。然而，被敲掉
的只是记录封建王朝纪年的上款，碑身禁
令正文及下款立碑人被完整保留。这可能
是因当时被派去破坏此碑的村民，并不认
为禁毒捕令属于落后腐败的思想文化，特
意保留了碑身重要的部分，可见禁毒捕的
观念在当地村民心里根深蒂固。

“德化县正堂韩”是谁？

进站临时调整路线进站临时调整路线

禁毒捕鱼鳖碑禁毒捕鱼鳖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