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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本报讯（记者 何祖谋）近日，
省政府批准柯佳勇、胡旭东、陈祖
严同志为烈士。

2023年 9月 5日凌晨，受台风
“苏拉”“海葵”叠加影响，永泰县
24小时累计雨量达262毫米，突破
当地 1960 年以来历史纪录，引发
永泰当地河水暴涨，柯佳勇、胡旭
东、陈祖严同志在执行防抗台风、
抢险救灾任务中，为营救被困于永
泰县塘前乡赤鲤村附近的两名群
众，不幸被洪水冲走，壮烈牺牲。

面对滔滔洪水，他们向险而
行、冲锋在前，用宝贵的生命践行
了守护人民的初心使命。

生命定格在抗洪抢险中。柯
佳勇同志是福建永泰人，中共党
员，2003年 3月参加工作，生前系

永泰县公安局塘前派出所所长、一
级警长。2023年 9月 5日凌晨，在
抗击台风“海葵”、救援受困群众过
程中，面对道路塌方、山体滑坡等
重重险境，柯佳勇同志毅然舍生忘
死、冲锋在前，不幸被洪水冲走，英
勇牺牲，年仅42岁。

从警 20 年，柯佳勇同志初心
如磐、赤胆忠诚，始终扎根一线，全
力奋战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
稳定的最前沿。他心系群众、热忱
为民，推行“背包警务”，创新矛盾
纠纷调处机制，辖区矛盾纠纷调处
率至今保持 100%；他敢于担当、攻
坚克难，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380余
起，打掉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
盗窃、贩毒、黑恶团伙，挽回群众损
失 2960余万元；他以身作则、严守

底线，坚守人民警察职业操守，用
实际行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牺牲时，胡旭东同志年仅 26
岁。胡旭东同志是湖南邵东人，
2022 年 3 月入职，生前系永泰县
消防救援大队葛岭消防救援站三
班政府专职副班长。胡旭东同志
从邵水河畔来到东南之滨，跨越
了千山万水，写满了他对“火焰
蓝”消防队伍的赤诚。入职以来，
他凭着一股钻劲、一股韧劲、一种
狠劲，很快练就了过硬的本领，成
为葛岭站的业务骨干，先后参与
救援行动 60余起，营救被困人员
40 余人，参与防疫、慰问、志愿服
务等 20余次。

2023年 9月 5日凌晨，在抗击
台风“海葵”、救援受困群众过程

中，胡旭东同志作为代理班长参加
救援行动，突遇特大山洪泥石流，
不幸被洪水冲走，英勇牺牲。

作为一名异乡人，胡旭东同志
甘于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永
泰的青山绿水，用热血守护着一方
的安宁，用赤诚捍卫着百姓的平
安，走出了一名消防救援人员壮美
的人生轨迹，谱写了一曲新时代消
防救援人员的豪迈赞歌。

牺牲时，陈祖严同志年仅 31
岁。陈祖严同志是福建永泰人，
2018年7月入职，生前系永泰县消
防救援大队葛岭消防救援站政府
专职驾驶员。2023 年 9 月 5 日凌
晨，在抗击台风“海葵”、救援受困
群众过程中，陈祖严同志作为首战
车驾驶员，和战友们迎着狂风暴

雨，一路向险逆行，在救援过程中
突遇特大山洪泥石流，在危急关头
他英勇无畏、舍生忘死，不幸被洪
水冲走，英勇牺牲。

入队 5年多来，陈祖严同志训
练刻苦、勤勉好学，是队友眼里的
全能手、永泰消防队伍里的中坚力
量，先后参与各类火灾扑救和抢险
救援 300余起，营救疏散被困群众
350余人。牺牲两个月前，陈祖严
同志第二个可爱的女儿出生后，他
来不及多抱一抱女儿，便返回队里
继续投入到消防救援执勤备战工
作中。

英雄永在，浩气长存。虽然柯
佳勇、胡旭东、陈祖严同志走了，但
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原载福建日报1月20日3版）

白色的蝴蝶兰花心内点缀着
粉色的花瓣，淡雅可人；一排排黄
灿灿的金橘树，让空气中都洋溢
着喜庆的味道……在千年古村侯
官，坐落着一个占地81亩、有着十
几万盆各式花卉的侯官花卉产业
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百姓
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人赏心悦目
的“鲜花经济”蓬勃发展，花卉产
业也成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
点。4年前，闽侯县上街镇侯官村
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引入花卉产
业园项目，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千年古村里的花卉产业园，市场
如何？前景何在？怎样为传承侯
官文化助力？记者近日来到这片

“花的世界”，感受千年古村的
“花”样年华。

春节临近“年花”市场火爆
17 日，记者来到侯官花卉

产业园，虽然是工作日，但产业
园的停车场仍停满了车，市民
在花卉前流连，挑选心仪的“年
花”。

“这盆花很漂亮，多少钱？”玉
叶园业商铺里，市民郭女士对一
盆形态饱满、颜色金黄的“黄金
果”爱不释手。得知花100多元就
能将这盆花带回家后，郭女士毫
不犹豫地掏出手机扫码付款。店
铺老板娘告诉记者，春节前是花
卉的销售旺季，蝴蝶兰、冬青等年
宵花受市民青睐，一天出货量在
80 盆左右，有时候能卖出 100 多
盆。

花卉产业园负责人林升宇介
绍，年前两三周，是花卉产业园客
流量最大的时候，一天有 1000多
人，冬青、蝴蝶兰、金橘等年宵花
最受欢迎。“今年橘子类的花卉很
畅销，许多客人点名要买福橘。”
林升宇说，侯官花卉产业园从几
十元一盆的花卉到几千元的盆景

应有尽有，丰俭由人，供消费者选
择的品类丰富。

“这两年花卉市场越来越
好了。”林升宇欣慰地说，随着
人们对花卉消费的热情愈加
高涨，许多商铺开设了线上、预
约等销售模式，回应大众消费
需求。

新中兰苑商铺内，颜色、大
小、品种不一的蝴蝶兰呈阶梯式
摆放，攒足了劲儿绽放着。商铺
负责人严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在
泉州拥有自己的种植基地，生产
的兰花很大一部分销往国外市
场。“外国客户大都直接去培育
基地定制花种，日本客户偏爱白
色蝴蝶兰，越南客户则喜欢在过
年时预定黄色蝴蝶兰。”店里的
桌子上，还摆放了防撞包装的小
蝴蝶兰。“这些蝴蝶兰是在网上
销售的，即将通过快递寄往全国
各地。”严先生说。

花卉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花卉产业园主干道尽头，施

工车正不停忙碌。
“侯官花卉产业园二期年前

将竣工。届时将引进更多的商户
和业态。”侯官村党委书记王国志
告诉记者，当初村里不遗余力引
进侯官花卉产业园，就是想以实
体产业带动乡村振兴。“侯官村流
转村集体用地，通过向花卉产业
园出租土地年收入可达 80万元，
我们用这笔资金反哺乡村振兴，
加强村里的硬件设施建设，同时
产业园需要大量工人，也带动了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侯官花卉产业园是福州市目
前最大的花卉批发零售市场，园
内商家除了原福州市建新花卉产
业园的老商户外，还引进了漳州、
泉州、龙岩等地的数十家商户。
如今，鲜花满园的产业园成为一

颗巨大“磁石”，形成虹吸效应，吸
引着源源不断的客流来到侯官
村。而侯官村对花卉产业园的构
想，也不只局限在卖花。“我们按
照打造可观赏、可研学、可游玩的
花园式综合体的思路建设花卉产
业园，”王国志说，依托福州大学
城的“智慧”，花卉产业园还将设
计发展更丰富的业态，成为接待
大、中、小学学生的花卉研学基
地。

在省花卉协会常务副会长彭
盛易看来，侯官选择花卉产业作
为乡村振兴的“抓手”正当其时：

“花卉产业是世界公认的阳光产
业。花卉生长在土地上，也是和

农村、农民最贴近的产业，不仅绿
色环保，还可以带动周边乡邻共
同增收。”

校地合作宣传侯官文化
采访当天，记者在产业园内

偶遇了前来调研的闽江学院师生
们。闽江学院物电学院团委书记
林方辉是调研团队的一员，他们
正利用假期调研花卉产业园，并
通过拍摄视频的方式宣传侯官
村。“我们会用侯哥哥、官妹妹视
角走访侯官，深入挖掘侯官文化
中的福境、福物、福事、福人，结合
花卉等特色产品，将当地的文旅
特色推广出去。”林方辉说。

王国志也向记者展示了自己
与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
的聊天记录。下周，福州大学教师
将带着学生们来到侯官村，了解千
年古村的历史文化，花卉产业园也
成为师生们课外实践的重要一
站。“从预约情况看，年前将有福州
大学城的四拨高校师生来花卉产
业园参观调研。”提到产业园的受
欢迎程度，王国志有些“小骄傲”。

花卉产业园为侯官村吸引来
源源不断的客流，村里的人气“爆
棚”也助推着侯官文化的传播。
在彭盛易看来，侯官花卉产业园
能够为推广“侯官文化”助力。“侯
官是千年古村，历史底蕴深厚。
如何用‘花卉’的吸引力把侯官文
化品牌打出去，让人们对侯官文
化产生强烈兴趣是关键。”彭盛易
说，侯官村坐落在福州三环外，拥
有一定的土地优势，花卉产业园
规模和市场都可以越做越大，成
为侯官文化的又一张闪亮名片。

省政府批准柯佳勇、胡旭东、陈祖严同志为烈士

市民在侯官花市选购花卉市民在侯官花市选购花卉。。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福州2024年度
22名“市民园长”上岗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昨日，2024年度 22
名市管公园“市民园长”（包含三组亲子家庭）完
成公示，正式上岗。“市民园长”将发挥各自所
长，服务于西湖公园、乌龙江公园、茶亭公园等
15个市管公园，充当公园管理者和市民游客之
间沟通的桥梁，更好地推动公园朝着市民期盼
的方向发展。

市园林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市民园长”
是由个人自愿报名，经公园管理处选拔后聘任
的公益性岗位，这也是市园林中心探索多元管
理模式，推进公园共建、共享、共治的一项创新
机制。

以“亲子家庭”形式报名成为茶亭公园“市
民园长”的邱嘉琳，今年 15 岁，是一名初三学
生。她虽然年纪小，但志愿服务经历可不少，当
过景区讲解员、图书馆志愿者，还曾陪伴聋哑儿
童共度中秋佳节，至今累计志愿服务时长逾百
小时。“我可以以游客体验的方式，在园区巡查
中发现问题后，移交公园管理处并监督整改；也
可以以‘市民园长’身份，对游客关心的热点问
题进行沟通解释，维护良好游园秩序。”邱嘉琳
说，她将发挥所长，助力公园管理和游客服务工
作，尤其是推动公园对儿童和青少年更加友好。

担任白马河公园“市民园长”的张作农，目
前就职于一家律师事务所。张作农走遍了福州
大大小小的公园，切身感受到公园给市民带来
的幸福感，希望能为有福之州建设贡献一己之
力。

“找准市民、游客在游园中遇到的急难愁盼
问题，推动公园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是市民园
长的工作要点。”琴亭湖公园“市民园长”林常
青，是省政协委员、福建永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就如何提升公园管理服务，林常青提
出诸多思路和设想，如设立“公园接待日”“园
长信箱”等，通过与市民、游客面对面交流及信
件沟通形式，畅通与市民的沟通渠道，做好问
题整改跟踪落实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旭阳）昨日，“有福之州·美
食之都”2024“同利杯”福州首届美食摄影大赛
开镜仪式在市三坊七巷举行。该活动由市商务
局、市社科联指导，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市摄
影研究会主办，大赛采取公开征集和组织采风
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社会征稿，作品征集为期
一年。

据介绍，大赛贯彻落实《福建省加快新闽菜
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福州市闽菜技艺文化
保护规定》《福州市闽菜保护与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等，旨在进一步推动我市餐饮业繁荣发展，
助力福州申创“世界美食之都”。

大赛征集作品将全方位展示“有福之州”一
年四季的时令美食及相关民俗活动，将设“闽味
悠长”闽菜专题组、“舌尖福地”闽都美食组和

“烹燃心动”短视频组三个组别。
据了解，闽菜专题组和闽都美食组，将分别

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两个
组别还将评出优秀图片共 100幅（组）；短视频
组将评出优秀作品20部。

同利肉燕推出的现场展示活动吸引众多摄同利肉燕推出的现场展示活动吸引众多摄
影师和游客关注影师和游客关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张旭阳摄

榕首届美食摄影大赛开镜

千年古村的“花”样年华
——闽侯侯官村引进花卉产业园为乡村振兴“增色添香”

本报记者 谭湘竹 实习生 林阳舟

（上接1版）
福州在我国沿海城市中最早

发出“向海进军”的宣言，更要发挥
好先行探路、引领示范作用。“作为

‘3820’战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海上福州’不仅结出了丰硕
成果，还留下了宝贵思想财富、精
神财富，更加坚定了我们接续推进

‘海上福州’、向海图强的信心和决
心。”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童桂荣
表示，将加快推动海洋经济业态从
传统的近海养殖、远洋捕捞向渔业
精深加工、海洋生物医药、临港先
进制造业等全面转型，继续保持水
产品产量、渔业产值位居全省第一
和全国前列水平，在更高起点上推
进新一轮“海上福州”建设。

多年来，长乐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擘画的“东进南下，沿江向
海”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全域
滨海的理念，推动大数据、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竞相
发展，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天地。

“‘3820’战略工程所蕴含的思想精
髓，在历史和实践检验中，愈发展
现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福
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长乐区委书
记张帆表示，将坚持“3820”战略工
程思想精髓，深入实施“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实干争效”推动“党建领
航、经济领跑、民生领先”行动，敢
想、敢闯、敢试、敢冒，全力打造繁
荣、富裕、文明、开放的现代化新兴
港口城市。

“‘3820’战略工程高瞻远瞩，
格局宏大，引领福州海洋经济建设
大踏步向前。”福州新港国际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助理
林东说，2023年，福港集箱实现综
合物流业务快速增长，协同推进智
慧绿色港口建设，未来将坚持以一
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

理、一流的服务，推动福州港朝着
国际航运枢纽大港目标迈进，在建
设“海上福州”的宏伟蓝图中发挥
更大作用。

“3820”就是
有福之州幸福密码
成功的战略指引源于大量深

入细致的调查研究。“3820”战略工
程坚持问题导向，蕴含整体思维、
战略思维，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体现了人民情
怀。福州市委、市政府一张蓝图绘
到底，用真情回应人民期盼，用行
动践行郑重诺言。

“30 多年前，福州财政收入
少，在‘3820’战略工程思想理念的
指引下，福州不断夯实财源税源基
础，做大做强收入‘盘子’，如今财
政收入已是当年的百倍。福州有
了更多财力用于民生，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市财政局局长李小荣说，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189.8亿元，增长12.3%；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754.1 亿元，增长
8%，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八成
以上用于民生领域。今年，福州财
政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
度加力、提质增效，把财政资源更
多地投向民生领域，让老百姓过上
更好的日子。

“‘3820’战略工程是总书记在
全面、系统、准确掌握福州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特点优势的基础上，为
福州发展作出的重要决策，生动体
现了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思
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吴
建青表示，将秉承弘扬总书记在福
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
和重大实践，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推动国土空间规划落地实施，
坚持高标准高品质规划建设福州

新区、滨海新城、三江口等重点区
域，着力构建“东进南下、沿江向
海、山海协同”的全域空间格局，让
规划像榕树般落地生根、福泽百
姓。

“万人问卷”活动参与者赵克
钦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我至今记得十分清楚，当
时市里开展‘万人问卷、千人调研、
百人论证’工作，非常真诚地征求
广大老百姓的意见，市民群众参与
热情高涨，我也试着提了一些关于
农村奔小康的建议，没想到被采纳
到‘3820’战略工程中，很高兴能够
在福州发展规划方面尽到一份力
量。如今 30多年过去了，看到福
州在‘3820’战略工程的指引下发
展得越来越好，我感到非常自豪，
生活在有福之州真是幸福感满
满。‘3820’就是有福之州幸福密
码。”

宏伟蓝图 伟大实践

“海上福州”乘风破浪
蓝色梦想照进现实
（上接1版）

临港工业集聚发展。福州港江阴港区培
育形成了聚氨酯、聚丙烯、珠光材料三条较为
完整的高端精细化学产业链，向着国内领先的
千亿级化工新材料专区迈进；连江可门港区形
成以申远新材料为龙头的“苯—环己醇—环己
酮—己内酰胺—聚酰胺”产业链，成为全球最大
的己内酰胺生产基地；推进大东海高端精品钢
铁技改、罗源闽光产能置换等项目建设，加快打
造千亿级绿色高端钢铁新材料产业基地。

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发布全国首幅渔业专
题电子海图，成立智慧海洋空间数据产业合作
联盟，促进海洋数字经济新领域、新业态发展；
以滨海新城、高新区和仓山生物医药产业为载
体，推动新北生化生物医药基地、吉特瑞医用材
料生产基地等项目建设，全球首个用废弃牡蛎
壳研发的骨填充医用材料成功上市；建成国际
领先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打造海峡西岸船舶
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

滨海旅游方兴未艾。以G228滨海风景道
为主线，打造“最美海岸线”；长乐滨海旅游度假
区、连江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区获评省级旅
游度假区；拥有省级“水乡渔村”17家、市级休
闲渔业示范基地16家，环定海湾的休闲渔业旅
游带正在逐渐形成。

“把加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
伸”，是“3820”战略工程的重要抓手。市海上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坚持“3820”战略工程
思想精髓，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深入推进国家海
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力争今年实施新型海
上风电运维母船等重点项目 150个以上，持续
打响“海上福州”国际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