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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为民宗旨
展现政法担当

市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杨瑞）7月 6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阮开森主持召开市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专题研讨《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

会议指出，采访实录生动还原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
建工作时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全市政法
机关要精心组织，活学活用，切实传承好、贯彻好、落实
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创造的宝贵思想财富、
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全力推动我市新时代政法工作
再上新台阶。

会议强调，要讲政治，永葆对党忠诚品质。学思践悟
新思想、保持定力守规矩，进一步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
贯穿到政法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更加鲜明体现政法机
关的政治本色。要守初心，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以群众需
求为工作导向、以群众受益为根本目标，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扫黑除恶、平安综治、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提
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让群众参与过程、评判成效、共享
成果。要担使命，砥砺干事创业精神。聚焦主责主业，深化
追问题、解难题、促发展行动，用知责负责、知重负重的实
际行动提升工作水平、优化发展环境，以政法之为，服务、
保障、落实“六稳”工作“六保”任务。要严纪律，树立清正
廉洁形象。坚持刀刃向内，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全面提
升政法队伍执法服务水平，为富美新漳州建设、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创造安定稳定的法治环境。

疏堵点 化痛点 解难点
市领导开展提升老城区建设管理水

平“十项行动”现场办公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7月 6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张慧德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芗城区，就提升
老城区建设管理水平“十项行动”开展现场办公。

市领导一行先后前往永鸿国际城、芝山公园、芗城区
政府西侧改造片区、芳华北路、新华西路、北京路、浦头片
区等地，实地察看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市政停车设施
建设、道路改造提升、易涝小区整治等项目建设现状，边
走边点评，现场听取项目规划及建设进度汇报，现场办公
解决具体问题。

市领导对今年来我市开展老城区建设管理水平“十
项行动”所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并强调，“十项行动”是
市委、市政府着力“惠民生、重民享”，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和城市形象的重要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保持高
度重视和清醒认识，进一步明确目标、主动作为，以对发
展、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抓好老城区建设管
理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薄弱环节列出问题清单和
责任清单，狠抓时间点、倒排工期，综合施策、联动作战，
逐条逐项推进整改。要举一反三，聚焦公共交通、居民小
区整治、散乱污攻坚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领域
和问题，积极疏“堵点”、化“痛点”、解“难点”，推动老城区
环境、功能提质升级。要加大系统化管理力度，建立督查
常态化机制，保障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出“干
干净净、整整齐齐、亮亮堂堂、安安全全”城市精细化治理
示范样板，让人民群众真正在共建共享中拥有更多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为加快富美新漳州建设添砖加瓦。

漳州高考 今日启幕
本报讯（记者 林钰雪）今日，2020 年全国高考拉开

帷幕，漳州 25317名高三学子迎来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高考推迟了一个月，考点防疫安全成
为考前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各方同心协力，强化保
障，努力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今年，所有进入考点人员都须进行体温测试，全市
26 个考点增设一名由卫健或疾控部门安排的副主考，专
职负责涉疫常规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考生体温检测后
发现大于或等于 37.3℃，马上由工作人员通过专门的通
道带到等候室，重新复测体温。如果考生体温仍然超标，
由卫健、疾控、医疗医护人员和学校四方共同评估是否需
要进入隔离考场考试。”漳州市疾控中心主任蔡茂荣接受
采访时说道。

同时，为确保考生备考和考试期间的城市宁静，市城
管、环保等部门陆续发出通告、通知，要求各在建工地、营
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合理做好施工或营业安排，24 小时禁
止在漳州市区范围内从事一切产生噪音、振动超标的活
动。为保证高考用电无忧，漳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针对考
点供电线路开展差异化巡检，在考试期间重点落实输电
线路外破隐患现场值守，配备应急抢修队伍 29 支、应急
抢修人员 570 人、抢修车辆 144 辆，应急发电车接入 13
辆、发电机 20台，全力护航高考保供电。

“哈喽哈喽，这是我们贫苦户家中自采
的苦茶加冬蜜，有清热解毒之效，喜欢的小
伙伴们可以了解一下喔。”

“哈喽哈喽，小伙伴们，这是我们的土
楼鑫枝米粉，纯手工制作，喜欢的小伙伴们
欢迎咨询哦。”

……
担任村委会主任以来，张燕珠经常行

走乡间，运用“抖音”等直播平台帮村民“带
货”，推介家乡的美景和特产。

1996 年出生的张燕珠，毕业于福建水
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018 年村级换届选
举中，未满 22 周岁的她作为返乡大学生参
选，最终当选南靖县南坑镇南高村村委会
主任，也是南靖最年轻的村主任。

“年纪这么小，能行吗？”刚当南高“大
家长”之初，不少长辈对张燕珠存有担心。

村中事务繁杂，基层治理并没有想象
中简单，缺乏经验的张燕珠屡屡碰壁，并且

“不争气”地哭过好几回。
“种了一辈子的香蕉，都好好的，干嘛

要改水田？”村里需要征用村民香蕉地改成
水田，个别村民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指着张
燕珠的鼻子开骂。

“骂得很难听，当时就委屈得掉眼泪。”
张燕珠说，“但工作的开展，特别需要群众
能够理解这个事情。”

“旱改水，是对土壤的一种改良。”委屈
过后，张燕珠继续一次次上门，与村民沟通。

面对繁杂而又陌生的村务，张燕珠虚

心向村两委和村民学习。为全面熟悉村中
情况，张燕珠曾骑着摩托车，跑遍全村 13个
村民小组，有一回摔了，下巴缝了六针。

“燕珠很勤奋，经常向我请教村中事
务。”南高村党总支委员张福山介绍，“她不
仅白天奔忙于村中各处，晚上还总要加班
写材料，学习充电。”

乡村振兴需要实实在在的抓手。为了
创造顺畅的道路交通条件，张燕珠和村两

委一起，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持续推进村中
道路硬化，促使一条条“泥土路”变身“水泥
路”。不懈努力下，再过半个月，随着梅坪至
塔石岽道路硬化项目的竣工，南高村将实
现全村组组通水泥路。

“以前，骑摩托车出诊，走的都是狭窄
的泥土路，遇到下雨天，路面泥泞不堪；遇
到干旱天，前面若有车辆行驶，走在后面的
人，就会被扬起的灰尘包围其中。”当了 20

多年村医的梅坪组村民沈顺财介绍，近几
年，村中道路陆续得到硬化，路好走了，大
家运载农产品出去也方便许多。

南 高 村 地 理 位 置 优 越 ，四 季 气 候 温
和，是种植兰花的天然宝地。这里 70%的
村民以种植兰花为主要经济支柱。为了
帮群众拓展兰花销路，张燕珠和村两委
一起，在村中举办了电商培训班，教村民
如何在网络上销售兰花，引领更多人走
上致富之路。

“特色农业富民，生态旅游兴村”，发展
旅游也是当前南高村的一件“要紧事”。利
用临近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南靖景区
和南坑咖啡园的优势，张燕珠和村两委一
起，充分挖掘当地廷云楼、慈济宫、官印石、
南高休闲山庄等旅游资源，打造集休闲生
态、体育文化、兰花文化、朝圣文化、乡贤文
化于一体的“自行车越野小镇”。

改造危房、硬化道路、发展电商、撬动
旅游、防控疫情……不少工作的推进，都饱
含了张燕珠的泪水和坚持。然而，哭一次便
成长一次，张燕珠以她的真诚和务实，换来
了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别看燕珠年纪小，
她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南高村党建指导
员张炳林赞扬道。

“多从村民角度想问题，为群众解决后
顾之忧。”2018 年 7 月 23 日，是张燕珠竞选
南高村村委会主任的日子，至今已近两年。
谈起如何当好南高的“大家长”，张燕珠觉
得换位思考很重要。

1996年出生的“新生代”，在新时代努力作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且看——

从哭鼻子干起的女村主任
⊙本报记者 邱丹燕 通讯员 张梦帆 黄晓燕

7 月 3 日，中宣部以云发布的方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

宁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漳州部分援

宁干部，聆听他们动人的在宁故事，了解他们扎实的帮扶举措，感受他们与宁夏儿女

共同建立的深情厚谊。

一次塞上行，一生闽宁情，且听——

漳籍援宁干部的故事
⊙本报记者 廖瑜婷 闫锴 林祎凡

张燕珠正在乡间地头拍摄抖音短视频，推介村民自采的野生红菇。张梦帆 摄

医疗扶贫，是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的重要内容，20
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福建医务工作者前往宁夏支援，漳
州市中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黄庆生便是其中一位。

去年 8月，黄庆生随援宁医疗对口帮扶队来到海
原县中医院，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帮扶工作。

在海原县树台乡大嘴村的一次义诊，黄庆生印象
深刻。“年轻人，你或许无法想象，当地有些群众受经
济和医疗条件的限制，积累了一身病无法治愈。”接受采
访的过程中，黄庆生唏嘘不已。而在当地，像大嘴村一
样，位置偏远、经济相对落后、医疗条件较差的乡村还有
不少。如何提高当地医疗水平，培养专业能力强的医疗
队伍？身为支援海原县医疗队队长的黄庆生想了很多。

随后的义诊中，黄庆生经常指导队员利用火罐、

针灸等方法诊疗，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医疗队在为
前来就诊的群众做专业的检查、诊断、治疗的同时，也
对当地群众易患的疾病进行相应资料整理，以便更有
针对性地因病施策。

黄庆生在队内主要负责沟通协调工作，他多次组
织开展讲座和培训，指导当地医疗机构学习新理念，
掌握新技术，让被动“输血”变主动“造血”，培养一支
带不走的队伍。不仅如此，医疗队伍先后在海原县中
医院引进了皮瓣转移术、微创治疗儿童各类骨折、儿
童先天马蹄足治疗等新技术，提高了当地医疗水平。

得知中央对援宁工作的肯定，黄庆生心里满是温
暖：“作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践行
者，我骄傲，我自豪。”

医疗扶贫治“病根”

去年 9 月 1 日，云霄和平中学的教师朱顺飞踏上
了闽宁扶贫支教路，他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第
二中学，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来到宁夏的第一感受就是干燥，这里的气候比
想象中的还要恶劣，早晨睡醒经常发现自己在流鼻
血。”从九龙江畔来到六盘山下，朱顺飞和同事们的身
体一下子还未能适应当地的干燥气候。

由于气候、环境原因，缺水成为限制宁夏经济发
展的一大因素。为了节约水资源，海原二中每层教学
楼的卫生间都没有开放，学生只能去旱厕方便，条件十
分艰苦。“但孩子们不怕苦不怕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的想法，那就是要靠学习走出大山。”朱顺飞深受感动。

看着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目光，朱顺飞更是悉心备
课、用心教学。班里有些学生家庭较为贫困，他时常把
自己的餐卡给学生使用，还会将老家邮寄来的特产、

食物分享给学生们。不仅如此，朱顺飞也时常自费买
些小礼物，用来奖励学习成绩好或表现好的学生。“孩
子们和我说，一定要考上厦门大学，来漳州找我。到时
我要请他们吃漳州海鲜。”朱顺飞的言语中满是喜悦。

除了吃饭问题，与孩子们有关的一切，朱顺飞都
为之牵动。“8 班的马梅同学是单亲家庭，父亲对她的
学习关心不够，我便多关注些，也常利用周末时间对
孩子进行家访，疏解困难；7 班的王娟同学因为家庭
经济困难而放弃入学，这哪行啊，学习是大事，我们和
校领导一同努力，最终帮助她顺利入学……”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朱顺飞就要离开海原二中
了，但他认为用一年的时间做这件人生中最有意义的
事，很值得。“我相信教育定能改变命运。”朱顺飞表
示，很快就要回到家乡了，希望孩子们继续好好学习，
用知识和努力铺起出山之路。

教育扶贫除“盲根”
“今年闽宁镇双孢菇长势好、产量大，一茬接

一茬，成为菇农增收的‘致富伞’。”虽然已经结束
挂职，角美镇副镇长曾培煌仍心系闽宁镇双孢菇
项目，时不时微信电话联系正在闽宁镇挂职的同
事，及时了解产业发展情况。

时光回溯至 2016 年 11 月，曾培煌作为福建
省第十批援宁干部之一，独自一人进驻有着“东
西扶贫协作样板镇”之称的闽宁镇，挂职任副镇
长，分管招商工作。

初到闽宁镇，曾培煌便马不停蹄开展调研工
作，用脚步丈量产业的宽度。细细斟酌，他发现，
闽宁镇竟有些“熟悉”——和角美镇一样，当地也
种植双孢菇。据曾培煌介绍，闽宁镇有双孢菇的
种植历史，但因技术、气候、市场等原因，发展较
为滞后。“而在角美镇，双孢菇是传统产业，近些
年探索出的‘双孢菇工厂化’模式，在提升产品质
量、提高种植效益的同时，还不会污染环境。”

然而，将好模式、好做法落地到闽宁，绝非易
事。曾培煌拿着闽宁镇的宣传材料，不断奔波于
闽宁两地。“从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1 月，整整 3
个月时间一直在路上，总是刚下飞机，又上汽车，
组织参展招商、拜访企业家连轴转。”曾培煌说。

经多方沟通协调，角美镇蘑菇产业园的成
功经验终于“移植”到闽宁扶贫产业园，一个由
政府推动、国企投资、民企运营的双孢菇工厂化
栽培项目在闽宁镇落地生根，目前已建成占地
92 亩、总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的双孢菇工厂
化标准厂房和展示厅，项目可实现年工厂化养
殖销售双孢菇 1300 吨，销售收入 1300 余万元，

销售市场面向宁夏、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等省份。同时，
项目已吸纳当地劳动力 65 人，其中包括 6 户建档立卡户，人
均月收入近 3000 元。

从产业移植到保障民生，曾培煌一直在扶贫的路上。回到角
美镇后，曾培煌分管卫健、民政等工作，同样面对不少贫困群众。

“挂职的那段经历，使我增强了克服困难、战胜苦难的勇气，也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人生态度。”曾培煌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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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美海湾 等你去“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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