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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云岚居）
福州新盛博置业有限公司在福

州市晋安区三环路东侧，原福州海
王制药公司及周边旧改地块建设的

“云岚居”项目现已竣工，建设单位
向我局申报该项目规划条件核实与
土地核验。

该项目已完成用地红线内管线
施工，因地块周边尚在建设，燃气、
排水管线暂不具备接驳条件，目前
临时供给方式已征得管线运营主管
部门确认。

现建设单位申请对该项目按现
状通过核验，并承诺待规划道路建
成后按规划完成管线接驳。

依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有关规定，
现将该项目进行公示，征求利害关
系人意见。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27日至11月6日。

在公示期限内，利害关系人若
有意见，可来电或来信向我局审批
处反映（联系电话：83825582）。利

害关系人如要求听证，应在公示期
限内书面向我局法规处提出申请
（联系电话：83310951）。福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地点：仓山区
南江滨西大道 193号东部办公区 4
号楼 5层，邮编：350026。福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处办公地点：
台江区高桥路 69 号市政务服务中
心 5层。

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0月26日

通 知
为确保雁塔二地块公开抽

取选房顺序号活动顺利举行，现
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及携带材料
1.抽取时间：2023年 10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9点开始抽号
点名安排：
（1）搬迁顺序号在 250 号之

前，于当日 8点 20分前进行点名
并入场。

（2）搬迁顺序号在 250 号之
后，于当日 10 点 30 分至 11 点前
进行点名并入场。

2. 抽取地点：雁塔二指挥部
（东方古玩城旁）

3.参加对象：2023年 10月 18
日晚上 12 点前搬迁封房且签订
安置房协议的被征收人

4. 需携带材料：被征收人或
代理人身份证、搬迁顺序号码

单。
二、注意事项：
1. 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的，

将进行公证代抽；
2. 每户入场人员原则上限

定 1名。

雁塔二旧屋区改造项目
征收分指挥部

2023年10月25日

产业小而散、产品低质量、劳
动力匮乏是掣肘乡村发展、村民
致富的重要因素。

如何破题？在福州广袤乡村
的众多实践中，记者看到的一个
答案是——党建引领，因地制宜。

近年来，福州紧抓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这一重要引擎，切实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
优势，统筹整合政策、项目、资金、
人才等多种资源要素，积极培育
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拓
宽村财增收和农民致富渠道，实
现“支部领着干、乡村活力足”。
据悉，2020年~2022年，全市村财
收入 20 万元以下的村所占比例
逐 年 下 降 ，由 57.03% 下 降 至
32.69%；村财收入 20万元至 50万
元的村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占比
67.31%。

支部领办合作社
增强发展信心

时下，在闽侯大湖乡东姚村
湖东果蔬种植基地，一颗颗成熟
饱满的猕猴桃缀满枝头，散发出
阵阵诱人果香。猕猴桃棚架下，
种植户姚心标忙着采摘。

两年来，姚心标返乡流转 200
亩地，在村里尝到了不少“甜
头”——通过村党支部搭桥，姚心
标和村民共同成立湖东果蔬农民
专业合作社，盘活土地、扩大种
植，种植品种涵盖猕猴桃、特小凤
西瓜、冬瓜等特色高山果蔬，丰收
逐渐从一季迈向四季。

“如果没有产业支撑，像我们
这样的高山村，很难实现突破发
展。”东姚村党支部书记姚心景
说，该村以党建引领，引导村民成
立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高山蔬
菜、水果特色种植。“看到成效后，
越来越多村民加入进来，参与种
植，村民每人每年可增收3万元至
5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也节节攀
升。”

在面对乡村产业小而散的发
展瓶颈时，不少乡村将“党支部+
合作社”视为重要一招，这背后的
关键在于发展信心的提振。今
年，闽侯县洋里乡茶苑村在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牵头下，流转百余
亩抛荒撂荒地，于复垦后，春种马

铃薯、夏种玉米和毛豆，首个加入
合作社的村民林立湘对此信心满
满，“单干的最大风险在于生产和
市场的不确定性，如今有了‘主心
骨’，合作社里有能人带着我们一
起干，我们很放心！”

加强村企合作
盘活资源要素

在罗源县中房镇叠石村，我
们还看到了另一种“生财之道”。

过去的叠石村集体经济薄
弱，发展局面打不开。村两委经
过调研，认为纯靠内生动力难以
为继，于是期望“借力打力”，将自
然资源适度集中起来开发。

叠石村常年云雾缭绕，病虫
害少，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适合
茶树生长，在一次走访中，茶企罗
源生春源茶业一眼相中了叠石
村。随着茶企入驻，村企联动，为
叠石村注入了活力。

目前，罗源生春源茶业已在
中房镇叠石村改造完成1200亩标
准化茶园，形成中心示范区，每年
可加工干茶叶约 25万公斤，有效
带动了叠石村及周边村庄的茶产
业发展。

如今的叠石村产业兴旺，致

富路越走越宽。“通过企业带动，
村里 200多户茶农每户每年能增
加 1万元~2万元收入，还有 100多
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中房镇叠
石村村干部说。

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如
何解？在连江丹阳镇新洋村，
当地在积极挖掘自身资源的基

础上，与乡贤企业家合作，以土
地入股方式建设新翔食品有限
公司，从参建村企破题。新设
的村企将肉燕、线面、白粿等丹
阳美食从小作坊转为集体式流
水线生产，有效地增加村集体
年收入 20 万元，拓宽了致富新
渠道。

因村施策破题
探索富民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福州，
如何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为
乡村振兴注入“活水”？

针对基层党组织领域区域不
同、基础条件各异、结对需求多样
的实际，近年来，福州总结推行实
施入股合作型、项目建设型、资源
利用型、服务创收型、资产盘活型
等发展模式，不断探索强村富民
新路径——

在闽清梅溪镇，引入“云溪漫
谷”农文旅融合项目，通过项目带
动，新增农业种植、园区管理等10
多种200多个岗位，实现村财收入
年增收85万元；在永泰，凭借沿大
樟溪而建设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系统挖掘大喜村生态研学、月洲村
状元文化、汤埕村温泉康养等多个
乡村特色，实现跨村联动。

“村社联合”“村企联合”“村
村联动”……在各级党组织推动
下，有共同愿景、内在需求、发展
纽带的农村党组织、集体和个人
之间广泛开展联合联建，拓宽成
长空间，引导各村根据乡情、村情
积极探索，在一次次试验中，逐步
形成规模效应，有效地推动村集
体增收和村民致富。

全市村财收入 20 万元以下
村庄占比逐年下降，由57.03%变
为 32.69%；村财收入 20 万元至
50万元村庄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占比达到67.31%。一降一升，成
绩喜人。要问成绩背后的关键
是什么，离不开党建引领这一根
本，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先锋
作用。

农村发展也是“一盘大棋”，
如何发展得更好、怎样实现全面
振兴，不仅需要群众自身多思多
想、勤劳努力，更需要基层党组
织这一“主心骨”的谋划引领、示

范带动。农村基层党组织从群
众中走来，深谙群众的生产生活
需求，具备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基
础，更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组
织有没有作为、人员有没有行
动，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成功与
否。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的“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目的就是

“修好桥、铺好路”，让村民更好
致富前行。

乡村振兴，村民和村集体的
“钱袋子”鼓起来是最直接的体
现。在这条路上，产业兴旺是基

础和前提。不管是大湖乡东姚
村的高山果蔬，还是中房镇叠石
村的茶叶产业，都是契合村庄实
际因地制宜发展的特色产业，让
村民尝到了甜头。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正
所 谓“ 群 众 的 眼 睛 是 雪 亮
的”——你强，跟着你一起干；
你行，跟着你一起走。基层党
组织只有全力用足用好政策优
势、人缘优势，结合各村实际情
况蹚出一条发展之路，才能让
产业强起来、百姓富起来、乡村
美起来。

本周五，长乐塔山公园的“塔
山讲坛”又将如期开讲。昨日，主
讲人黄发祥像往常一样，在家中专
注阅读当天的报纸，用笔圈出重点
词句，并在本子上做摘抄，“这都是
为周五的讲坛‘备课’。”

黄发祥是长乐区鹤上中学退
休高级教师。十余年来，他坚持读
报、看电视、浏览新闻网站，通过

“塔山讲坛”用长乐方言给大家讲
理论、讲党史、讲政策。日前，由中
央宣传部、农业农村部主办的

“2023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活动
举行，对 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乡
村阅读榜样”进行表彰，黄发祥榜
上有名，成为福建省唯一入选者。

黄发祥与“塔山讲坛”的缘分
要追溯到2012年。当时，他在塔山
散步时发现，在山上锻炼的老人们
对新闻时事和历史知识很感兴趣，

“那时候党的十八大召开，报告中
对如何改善民生着墨颇重，这也是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但很多老人
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书面阅读存在
困难，对这些内容无法读深读细。”

他说。
作为老党员，黄发祥本就热衷

于学习政治理论和党史，见此场
景，便萌生了在塔山开个课讲政策
的想法。说干就干！利用锻炼休
息空隙，黄发祥就坐在塔山公园的
石阶上当起红色“说书人”，因为讲
课精彩、深入浅出，很快受到了老
人们的欢迎，名声不胫而走。

“用长乐方言来讲比较接地
气，老人家都爱听。”同住吴航街道
的陈依伯是黄发祥的忠实粉丝，每
当得知讲坛要开讲，他就带上老伴
一起过去听课，“黄老师会结合我
们身边的事情来讲理论和政策，他
一说，我们都能明白。”

2013年 9月起，黄发祥带着他
的听众从山上的小凉亭移师至山腰
处的介寿亭。2014年 7月，他受邀
成为“塔山公园社科理论讲坛”主讲
人（2018年更名为“塔山讲坛”）。随
后，福州市的基层理论宣传“千军万
马”工程也为“塔山讲坛”提供了硬
件上的支持。在各级部门的支持
下，“塔山讲坛”升级换代——黄发

祥从原本坐在阶梯上讲课，到有了
“专属”座位，配上了大功率蓝牙扩
音器、高音话筒和高清 LED屏幕。
讲坛周边还配上了座椅、饮水机、洗
手间等服务设施，“硬件升级后，能
容纳更多的听众，大家的听课体验

也更好了。”黄发祥说，他还不时受
邀前往别的乡镇做宣讲。

在黄发祥的影响下，当地的基
层老年群体掀起了学理论学党史
的热潮。从2012年至今，黄发祥已
演讲了1000多场，他的听众从刚开

始的三五人，发展到现在的五六百
人，多的时候更达近千人。每次开
讲，台下座无虚席，有时连过道台
阶、山坡岩石都坐满了人。还有不
少老人慕名从金峰、漳港、江田等
乡镇街道坐车来到塔山公园听
课。2021年，“塔山讲坛”还被评选
为福建省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和省
级理论进基层示范点。

在黄发祥的影响下，一大批有
文化、有干劲的阅读推广人也加入
全民阅读推广的队伍中，“塔山讲
坛”不断“开枝散叶”。长乐持续推
广“塔山讲坛”经验做法，在城区开
设3个分讲坛后，不断向农村拓展，
陆续在各乡镇都建立了“百姓讲
坛”，让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
家”。

对于此，黄发祥感到欣慰又充
满干劲：“虽然我从工作岗位上退
休了，但党员身份没有退休，初心
从来没有改变。只要身体条件允
许，我就要守好这个阵地，站好岗、
讲好课，带动更多人真正感悟理论
的力量和党史的魅力。”

台江提升
党群社区服务中心
筑牢为民服务暖心阵地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一段“福满
福瑞 红色书场”微党课视频在台江宁化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滚动播放，主讲人福瑞社区
党委副书记毛巧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评话
形式讲述红色故事，吸引了不少居民党员和
群众驻足观看。

党群服务中心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展
示城市品质的重要窗口，承载着联系服务群
众“第一站”的功能。为提升党群服务中心，
推动功能整合，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台江区
委组织部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外出学习借
鉴、征集群众意见等方式，并结合上级规范
要求，制定改造提升具体方案。以宁化街道
福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例，该中心开办了
企业、居民办事窗口，增设了 24小时无人自
助收件柜，并引入一体化办税机，让企业居
民办事更便捷。此外，中心还规划了城市书
房，吸引更多的居民党员、社会群体到中心
来阅读、休闲。

据悉，根据规划，台江区将于明年完成
全区 50%党群服务中心提升建设，2025年底
全面完成62个街道、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提升目标。

连江县直机关工委
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近日，在连江县
万家城市广场，连江县直机关工委组织开展
无偿献血志愿活动。

现场，在志愿者的引导下，65名县直机
关干部有序进行献血登记、核实身份、献血
体检、血液初筛等各项准备工作。人群中，
既有首次参与献血的新生力量，也有长期坚
持的献血者。“无偿献血是每个健康公民应
尽的义务，更重要的是，献血可以帮助别人，
很有意义。”第七次参与无偿献血活动的杨
晓禧说。

据悉，这是连江县直机关工委第11年组
织无偿献血志愿活动。年初以来，已有 207
名县直机关干部参与无偿献血，其中有效献
血146人，总献血量达52700毫升。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潘慧晶
陈世荥）“我国在粮食流通领域出台的主要
法律法规是什么”“全世界还有多少亿人在
挨饿”……近日，位于闽侯县塔礁洲湿地公
园的龙祥岛粮食安全宣教馆开馆，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参观。

该宣教馆是闽侯县首个以粮食安全为
主题的宣教馆，占地面积约180平方米，内设

“从远古走来”“丝缕维艰”“仓廪实天下安”
等7个宣传区。

宣教馆以农耕老物件作为主体元素，通
过实物展陈、多媒体展示等方式，展现粮食
生产从落后到先进、从传统到机械、从计划
到市场的发展变迁。

为推动宣教馆科学运营，祥谦镇江中村
党总支还引入第三方企业开展合作，搜集本
省及其他省份粮食生产的老物件，整理归集
粮食发展历史故事、粮食生产的科普知识
等。宣教馆内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域，游客
可以通过参与有奖知识问答和粮食安全知
识游戏赢取米、油等礼品。

“龙祥岛粮食安全宣教馆为我们搭建了
与粮食生产发展近距离接触的桥梁，提醒我
们要珍惜粮食。”游客江先生说。

“这个宣教馆不仅宣传粮食安全知识，引
导参观者珍惜粮食，还出售本地村民种植的
特色农产品。”江中村党总支书记翁哲告诉记
者，宣教馆通过打造复古场景设置农副产品
展销区，并利用微信小程序以“线下+线上”的
模式，对本村特色农产品进行同步售卖。

闽侯首个粮食安全
宣教馆开馆

祥谦镇江中村小学生参观宣教馆。
（祥谦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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