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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24年“代表建议督办月”
活动本月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记者 3日从市人
大常委会获悉，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
究，2024年“代表建议督办月”活动本月启动，
持续时间一个月。

开展“代表建议督办月”活动旨在进一步
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动建议“办理高质
量”，切实提高代表建议办理的满意率和落实
率。督办内容包括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确定的 2024年代表建议重点督办件推进落
实情况进行跟踪，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代表建议办理不满意件进行督办，对市十六
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进行“回头看”
督办。

市人大常委会分管领导将分别带领相关
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及常委会工作委员会，采
取明察暗访、向提建议代表了解情况、询问承
办人、召开协调会、现场察看办理进展情况等
方式进行督办。在督办过程中，将邀请相关
提建议的代表参加。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将于8月下旬听
取相关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及常委会工作委员
会有关督办情况的汇报和代表工委关于对代
表建议不满意件再督办的建议，届时将视不同
情况针对性采取措施跟踪督办。在10月份相
关部门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所作的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报告中须对督办情况作出回应。

福州市的部分省十四届
人大代表开展小组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3日，市人大常委会
组织部分福州市的省十四届人大代表赴仓山
区和福清市开展代表小组活动。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忠霖参加活动。

代表们前往位于仓山区的烟台山、流花
溪、阳岐村，了解烟台山历史风貌区及商业
漫步街区建设情况、流花溪水系治理情况、
阳岐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情况等。代表们
还前往福清市的渔溪镇、音西街道、利桥古
街，调研黄檗山万福寺修复保护工作情况、
福清侨乡博物馆“大侨务”观念学习教育实
践基地建设情况、利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
更新情况。

代表们对仓山区在创新治理模式，打造
文化高地，福清市在传承侨乡文化，厚植爱国
情怀等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他们表示，要充分运用好此次调研成果，
立足各自岗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
实履行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积极建言献策，努
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贡献更多代
表的智慧和力量。

开展代表小组活动旨在为代表依法履职
积极创造条件，有效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
推动闭会期间代表活动规范化、常态化。据
悉，今年市人大常委会拟安排三期福州市的
省人大代表小组活动，此前已组织代表们赴
鼓楼区和连江县，分别就党建引领城市高质
量发展、县域重点产业链融合发展等情况进
行调研视察。

推进七大专项行动
夯实平安建设根基
2024年福州市“平安宣传进万家”
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2日晚，2024年福
州市“平安宣传进万家”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
台江区“闽江之心”海丝文化广场举行。此次
系列活动以“有福之州 平安之城”为主题，旨
在深入推进民生案件依法快办、“平安校园”
建设、“平安小区”建设、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
解等平安建设七大专项行动，及时有效回应
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问题，进一步夯实平安
建设根基，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知晓率、参与率
和满意率。

活动现场，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
代表就深入推进平安建设七大专项行动，建
设更高水平平安福州对广大人民群众许下庄
严承诺，随后在省、市政法系统代表的共同推
杆下，开启 2024年福州市“平安宣传进万家”
系列活动。

活动由市委政法委主办，台江区委政法
委、台江区法院、台江区检察院、台江公安分
局、台江区司法局等承办。

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完成年度结息

113.8万缴存职工
共结息6.65亿元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记者昨日从福州
住房公积金中心获悉，我市 2024年度住房公
积金缴存人个人账户结息工作已完成，共为
113.8万名缴存职工结息 6.65亿元，同比增长
0.58亿元，增幅为9.63%。

据悉，本次结息计算周期为2023年7月1
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
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1.5%执行，所结利
息已全部计入缴存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
户，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据了解，缴存职工可通过福建省住房公
积金网上办事大厅、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微
信公众号、闽政通APP、e福州APP、e福州自
助终端、支付宝城市服务等线上渠道进行查
询，或持本人身份证到福州公积金中心各办
事窗口查询结息情况。

“太美了！”
这是网红“芳姐”和直播团队

来到长乐区营前街道长安村时的
第一印象，她信心满满，“这里风
景优美、交通便利、业态齐全，不
但本地游客多，还有不少来自福
州市区的游客，推出周边游等文
旅产品，肯定能大火一场！”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长乐区
出了名的“后进村”。

乡村要振兴，“领头雁”至关
重要。今年是林岩云在长安村的
第25个年头，从村委、支委到村支
书，再到第一书记，他始终发挥

“领头雁”作用，以关键少数带动
多数，不断强化战斗堡垒作用，全
面改善乡村面貌，加快发展特色
产业，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推动长
安村实现了由“后进村”到发展后
劲十足村庄的完美蝶变。

整治人居环境
提升乡村颜值

2012 年上任伊始，林岩云激
情满满，经过一个月“摸底”，他对
症下药，针对村庄精神面貌不振、
村民对村干部丧失信任等问题，
大胆点旺“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烧”在人居环境
整治上。

林岩云加强村“两委”班子队
伍建设，充分调动班子工作积极
性，要求包片党员干部定期入户
走访，引导村民做好自家房前屋
后的卫生，并聘用专业人员负责
村庄日常卫生维护。

彼时，不少村民建房之后，会
将剩余建筑材料堆在房前屋后舍
不得扔。林岩云打开思路，带领
党员干部挨家挨户上门，与村民
商讨，准备回购这些建筑材料，用
于后续的村庄建设。

“既能变废为宝，又能给家乡
建设作一些贡献，何乐而不为？”
村民们纷纷配合，将剩余建筑材
料送到指点地点，并自觉打扫“家
门口”卫生，家家户户整洁如新。

“村里华侨、外出人口多，不
少人将自家闲置房屋出租，村里
外来人口较多，深夜外出担心不
安全。”收到村民反馈后，村里立
即组建了一支 24小时巡逻队，设
立治安岗安排保安轮流值班，并

在一些村道路口加装公共探头，
相关案件少了，村民的安全感得
到进一步提升。

此外，林岩云还出面交涉，将
部分村集体地盘收回，打造成公
共休闲场所，并持续擦亮“你若长
安，便是幸福”党建品牌，围绕村
民需求不断推出更多民生福利，
不断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借助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

设的政策东风及华侨乡贤的捐
助，“处处是景、一路风景”的美丽
长安格局初步形成。“以前村里臭
气熏天，也缺少娱乐场地，如今环
境变好了，也有了公共娱乐空间，
大家心情舒畅，都自觉维护村居
环境。”村民林依姆说，与美丽村
容一起回归的，是大家对村干部
的信任。

用好特色资源
传承优秀文化

做好了村庄基础工作，林岩
云开始研究起村里的“旧东西”。

“长安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古厝众多，为文化振兴攒下了好
底子。”望着具有无限潜力的村
庄，林岩云打起古建筑复兴的主

意。他组织村干部进行探讨，将
目光转移到重塑乡村文化生态
上，着手修缮古建筑，不但请来专
业设计师，还结合古籍记录、根据
村民描述绘制修复效果图。

由于年久失修，长安桥与状
元道的原身均已损毁。林岩云确
定修复方案后，便带着村干部，发
动热心党员、村民收起了“破
烂”。他们翻遍村子，收集了 200
多块石块，这些“百家石”构成了

新桥的桥身。
而在寻找状元道的过程中，有

村民反映，不少旧石板被埋在村中
废品收购站的地下。随后，村里雇
来挖掘机，将石板一块块挖了出
来，再由村民扛回，“其中最大的一
块，有7米多长。”林岩云说。

林岩云着力盘活长安特色文
化资源，化作“看得见”的传统文
化，引导村民重孝重廉、弘扬正
气、崇德向善。

大齐书院中，庄严巍峨的建筑
道尽历史，展陈中可窥“大爱无疆，
见贤思齐”的传统美德和曾在此修
学的一代廉吏叶向高的清正风骨；
状元道上书香弥漫，踏上这条古时
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便可感受到
前人的求学精神；在村中随处可见

的墙绘、文化长廊、家风家训馆等，
林氏先祖唐九牧林祖训以及长安
四林家规祖训尤在眼前……这一
幕幕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长安村
民，培育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淳朴
民风。

发展特色产业
闯出一片天地

盛夏时节，走进村中的树葡萄
苗圃基地，林岩云和几名村干部正

在田间忙碌，“这个月底，苗圃将向
旅客开放。”林岩云说，近年来的历
练，让村干部们都已成为树葡萄种
植专家。

在盘活村中资源，为村集体
掘得“第一桶金”后，村“两委”班
子开始考虑村庄未来的产业发展
方向。基于自身历史悠久、景观
优美的特性，村干部将视线聚焦
在乡村夜色经济上。

但林岩云并不满足于做“点
亮村庄”的传统观光产业。为了
让乡村经济发
展有韧性、可持
续，2018 年，长
安村立足自身
种植用地少的
特点，从外地引

进高产量、高价值的树葡萄，并开
展规模化种植。

引进初期，由于时间紧、任务
重，在多重压力下，林岩云病倒在
床，但依然不忘学习树葡萄种植
知识：“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想做好就得努力。”

2年内，树葡萄在长安村渐成
规模、产量日益提升。为进一步提
高产业附加值，长安村推出采摘项
目，并对树葡萄果实进行深加工，
联合本地饮料厂家打造树葡萄干
红、树葡萄果饮及树葡萄果酱等系
列产品，广开销路，为产业振兴注
入新活力。

此外，古厝的活化利用也逐
渐提上日程，在林岩云规划下，12
座古厝摇身一变，成为长安村绚
烂夜景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吸
引咖啡馆、民宿、餐吧等全新业态
入驻，托举起乡村振兴的希望。

随着“氛围+产业+文旅”这道
“加法题”层层推进，长安村加紧
注册村企唐安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并组建专业运营团队，很快，
灯光绚烂、业态繁多的“长安不夜
城”横空出世。

长安不夜城商业体这块“金
石”，不仅壮大了村集体收入，也
让长安村成为创业团队追梦的热
土。2023 年，长安村村集体收入
达100多万元。

“村里提供了及时、周到的服
务，让我们对发展更有信心。”长
安村三江渔隐农庄负责人江敏芳
说，村干部有求必应，经常送服务
上门。

“接下来，我们将以深入开展
‘建强堡垒’专项行动为抓手，在
补短板、扬优势、谋发展、优治理
上下功夫，不断打响长安休闲旅
游、长安研学、长安树葡萄、长安
幸福养老等名片，通过不断修内
功提升品质、丰富业态，形成更大
的集聚效应，持续书写长安村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篇
章。”林岩云说。

“我是代表所有新区建设者，
来领受这份沉甸甸的荣誉。”1日，
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万
粒作为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发
言时激动地说。

在万粒看来，福州新区的开发
建设是“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
战略的生动实践。她说，每一个新
区建设者，都热爱新区、热爱自己
的事业。事实上，从2014年福州新
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即福州新
区办）成立的那天起，10年间，万粒
和无数新区建设者一起，见证了福
州新区从“一张图”变成“一座城”，
也在这片火热土地上，书写着属于
自己的奋斗人生。

万粒是福州新区党政办公室

综合处副处长、福州新区综合服务
中心副主任，主要工作是用笔记录
新区的变化，记录新区的创新实
践。

在一片荒滩上建新城，不是
“摊大饼”，需要可持续发展的眼光
和精细化管理的手段。早在 2018
年 5月，滨海新城已在全省率先开
展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

为深入了解这项创新举措，盛
夏时节，万粒顶着烈日，在项目工
地与建设者、当地村民深入交谈，
并查阅资料，对比耕作层剥离再利
用工作在国际、国内的开展情况，
撰写了《“抢救工程”在新区——滨
海新城探索土地资源开发保护新
模式》，并赴各功能区宣讲。

在一片荒滩上建新城，需要打
造宜居环境。2021年至2022年，万
粒随新区园林部门实地踏勘沿海
防护林、东湖湿地和多个绿化项目
工地，深入了解生态保护与修复工
作。强劲的海风将沙粒吹到脸上、
吹进嘴里，强烈的紫外线毫无遮拦
地照射下来，长期在园林工地蹲点
的建设者们却泰然处之，为实现

“沙滩上种树”，为拓宽沿海防护林
带，千方百计筛选适合的树种，指
导工人绿化施工。

万粒亲眼看见、亲身体会新区
建设者怎样通过生态环境治理“组
合拳”，让风大沙多、土瘦水咸的荒
芜之地，渐渐变成湖光山色、绿意
盎然的生态新城。怀着敬意和热

情，她撰写了综合信息《做好“滨海
文章”画好“山水画卷”——福州
新区滨海新城持续建设生态文明
先行区》和通讯《呵护生命的绿
色》。

在一片荒滩上建新城，更需要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培育新质生产
力。2020年，新区精准引入新型显
示产业的龙头企业，又首创了国企
融合股权投资的代建模式，仅一年
半就建成标准化园区，为科技企业

赢得先机。万粒广泛收集资料，向
企业和金融机构了解详情，梳理总
结了新区推进新型显示产业链建
设的经验，撰写了《产融联动 扶引
龙头》一文。

“在新区，我结识了许多眼里
有光、心中有爱的建设者。”万粒
说，他们都热爱新区、热爱自己的
事业，他们都有一个互相支持、互
相帮助的团队，他们的眼里都闪烁
着热诚的光芒。

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万粒：

在新区热土上书写奋斗人生
本报记者 林晗

长乐长安村建强基层硬核堡垒，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昔日为“后进”今朝有“后劲”
本报记者 宋亦敏

“好班子好班长”系列报道

长安河游船上的歌舞表演长安河游船上的歌舞表演。。连玉摄连玉摄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昨日上
午，福州万人亿鱼增殖放流（永泰
大樟溪）——百家企业共护闽江
生态活动，在永泰县大樟溪“一闸
三线”莒口水闸举办，现场 100 多
名企业家代表和志愿者向大樟溪
投放鲢、鳙、倒刺鲃共计 110万尾。

大樟溪边，艳阳高照，一袋袋
鱼苗依次排开，在阳光下闪着金
辉。现场，企业家代表、工作人员、
志愿者纷纷拎着水桶，有序地将鱼
苗倾倒入江。

本次万人亿鱼增殖放流活动，
特邀社会各界企业代表参与，通过
放流鱼苗、参观科普展板、参观鱼

类增殖放流站、普及增殖放流相关
知识等活动，呼吁企业积极认购鱼
苗，组织、参与增殖放流活动，共同
助力水生态环境保护。

福州德寰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美琴在大樟溪边长大。
她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带动更多企
业家以及各界人士关心和支持福
州增殖放流工作，用心用行动保护
闽江水生态环境。

2022年以来，市海渔局全力打
造“万人亿鱼”（万人参与、放亿尾鱼
苗）以鱼护水生态品牌。作为全省首
创，“万人亿鱼”以开展水生生物增殖
放流系列活动为主要载体，结合渔业

资源养护相关宣传活动，积极打造
“品种科学、全域覆盖、全民参与、效
益良好”的增殖放流生态品牌。

自该品牌创建以来，已经开展
了包括福建省“6·6八闽放鱼日”福
州主会场、榕马分会场在内的50场

“万人亿鱼”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系列
活动，累计投放日本对虾、真鲷、黑
鲷、大黄鱼、鲢、鳙、团头鲂、倒刺鲃、
西施舌、中国鲎等海、淡水苗种约28
亿尾（粒），放流数量居全省前列。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福州市海
洋与渔业局、永泰县政府、福州市
工商业联合会、福州市企业与企业
家联合会主办。

百企放流百万鱼苗共护闽江生态

3日上午，福州万人亿鱼增殖放流活动在莒口水闸举行。本报记者 包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