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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深化运用“四
下基层”制度，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
于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搞清楚“我是谁”。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广大干部是群众的“公仆”

“打工仔”。要厚植爱民之心，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对照“我为群众做了
什么、群众怎么看待我们”这个问题，
认真检视在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群众
感情方面的差距，时常叩问初心，始终

坚守使命，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血肉
联系。

弄明白“为了谁”。为官一任，就要造
福一方。要恪守为民之责，树牢造福人
民的政绩观，自觉自愿、发自内心地服
务群众，用自身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
的“幸福指数”。要把群众诉求作为工作
追求，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
事，扎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
让群众赚钱有岗位、幼儿有托位、教育
有学位、病老有床位、居所有餐位、寿终

有园位，持续提升民生“温度”、增加幸
福“厚度”。要用群众“脸色”检验工作

“成色”，把“效果明显不明显、群众满意
不满意、履职到位不到位”作为衡量标
准，自觉接受评判，听取意见建议，把工
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想透彻“依靠谁”。人民永远是我们
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要深怀
亲民之情，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不断从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听民声，自觉践行“四个万家”

优良作风，放下“架子”、做好“样子”，深
入基层、走进群众，用脚探路、用手记
录，做到“进村狗不吠”。汇民智，高手在
民间，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
向群众学习，学会把“土方子”变成“金
点子”。聚民力，善于发动群众、组织群
众、依靠群众，讲好“土话”“白话”“地瓜
话”，充分激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始终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民心顺，一顺百顺，一顺百兴！

底气在人民
⊙常 铸

产业兴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题记

“这款产品是慢烤鹰嘴豆，健康美味，
而用于加工的原材料鹰嘴豆，就长在我面
前的这万亩旱田里……”日前，在新疆木
垒县照壁山乡平顶山村，“芗疆里弄”民宿
的电商主播走出直播间，向顾客展示天山
脚下的自然美景，也让线上天南地北的顾
客大饱了眼福。

2023年，在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的
支持推动下，漳州诏芝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与木垒县城发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合资设立新疆美丽言疆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公司的一项业务便是运营今年 5
月底刚刚开门迎客的“芗疆里弄”民宿。

项目运营负责人田青杰表示：“我们
将民宿的功能扩大化，提供住宿服务的同
时，也打造漳木两地文化、产品展示厅，进
一步促进漳州、木垒两地特色产品互动互
销。”在民宿的产品展示厅内，记者看到，
来自漳州平和的白芽奇兰茶、诏安的青梅
制品等特产应有尽有，木垒鹰嘴豆产品、
新疆特色好物琳琅满目。据统计，仅通过
电商直播，鹰嘴豆产品一年的销售量就达
十几万吨。

在木垒有“芗疆里弄”，而在万里之遥
的漳州九龙江畔，有个“芗疆里”。“芗疆里”
是今年初成立的全省首家地级市援疆交流
中心暨新疆特色产品展示馆。交流中心为漳
州、木垒两地在开展产业投资、人才引进、旅

游推广等方面创造了崭新的空间与平台。随
着在漳第11家新疆特产门店“芗疆里”的顺
利开业，新疆产品在漳逐渐打开市场，2023
年以来各门店总销售额近千万元。

笃定信心，趁热打铁。漳州援疆交流
中心成立后不久，福建援疆漳州、南平分
指挥部在四川成都挂牌成立了福建产业
援疆四川联络站。这是福建在新疆以外地
区设立的第一个产业援疆联络站，旨在以
创新招商模式，开辟新疆木垒崭新的交流
互动展示平台。联络站将在以四川省为中
心的辐射半径内，更好为木垒的农副产
品、文旅资源及产业项目做好推介展示宣
传。同时，依托四川省福建商会平台资源
及福建企业家，邀请相关企业到木垒考察
投资，为更全面开展援疆各项工作搭起桥
梁，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

在木垒县雀仁乡的一处百亩巨菌草
试验地，几名农户在地里穿梭忙碌。这里
是漳州产业援疆的重要项目——巨菌草
试种项目，今年5月由福建漳龙集团·木垒
黑走马公司正式启动。

项目负责人、漳州援疆专技人才刘日
升介绍，为积极落实漳州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对援疆工作的批示和要求，去年福建
援疆漳州分指挥部与漳龙集团两次组织
国家菌草中心专家到木垒考察，积极推动
该项目落地实施。

巨菌草是一种高产优质饲草，被誉
为“牧草之王”。其环境适应力较强，营

养丰富，粗蛋白含量比玉米秆高出 2 至 3
倍，能够有效解决畜禽冬春季饲草短缺
的问题。首批试种的巨菌草长势良好，
预计 9月份可以收成。

木垒黑走马公司副总经理周建人介
绍，巨菌草长成后，他们将开展牲畜适口性、
品质及市场销售情况调研，为后续扩大规模
种植提供可行性数据支撑。“我们相信会有
更多农牧民在冬春季节再不愁牛羊的‘吃饭

问题’，非常感谢漳州援疆干部给我们带来
新的希望。”周建人眼里满是憧憬。

木垒县委副书记、福建援疆漳州分指
挥部指挥长高国亮表示，福建援疆漳州分
指挥部近年来深耕援疆各领域，坚持把发
展木垒县“风、光、羊、豆”特色优势产业作
为主攻方向，整合资源，因地制宜开展产业
援疆，进一步加快木垒产业转型升级，真正
实现对口帮扶从“输血”向“造血”跨越。

从“输血”到“造血”的跨越
——聚焦漳州援疆工作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陈益雄 刘铭明 陈志荣 李伟

7月16日上午10时10分，东山县樟
塘镇党委书记沈勇成一开完会，便快步
走出会场，直奔湖尾村村委会。

当天 ，沈 勇 成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任
务 ，亲手把湖尾村下山前新农房的
钥匙交到安置户手中，这一刻，他盼
了许久。

湖尾村新农房项目是省级新农房
建设示范点，按照统一的风格、设计、
施工、配套原则，建成 55 栋“马背山墙
燕尾脊，红瓦石勒鸽子灰”东山特色院
落，其中 19 栋用于迎宾大道延伸线工
程涉及湖尾村的拆迁安置。项目累计
投资超 5000 万元，分下山前、上山前
两地块，2021 年 7 月开工建设，今年 6
月全部竣工，下山前地块先期交房。

10点半，沈勇成准时走进村委会会
议室，笑容满面地与11位安置户代表一
一打了招呼。“书记今天心情这么好！”
第一个接过钥匙的陈顺平问道。

“一来替你们高兴，二来我们湖尾
村的项目开了好头，樟塘村的新农房
建设也很顺利，争取今后我们镇村村
盖新房。”沈勇成一边说，一边将钥匙
依次交到大家手中。

“好在当时听你们的，我在外地工作
的子女都说这别墅便宜又‘好料’。”最
后一个接过钥匙的陈松滨握住了沈勇
成的手，连连道谢。征迁那会儿，陈松滨

对于安置方案有些抗拒，总是愁容满
面，今天不仅提前到场，脸上也是一直
挂着笑容。

“现在不觉得我们‘骗人’了吧？”樟塘

镇组织委员丘咏梅一句玩笑话让陈松滨
急红了脸，“当时真的不理解啊！”他连连
摆手。

村民的不理解，长期在乡镇工作的沈
勇成最理解。按照以往，村里拆迁安置的
宅基地，安置户拥有自主权，把钱和土地
攥在手里，村民觉得最安心。统筹建房的
方案，让大家一时难以接受，所以沈勇成
带队入户处处碰壁。

“多好的事，怎么这么难办。”丘咏梅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觉得委屈。“论
委屈我排第一，前脚做村民工作，后脚
安抚干部情绪。”沈勇成的话让丘咏梅
和大家伙都笑出了声。“那书记你图
啥？”陈顺平的问题让大家齐刷刷看向
了沈勇成。

“你们有想法，我也有‘私心’。”经历
过多次村里拆迁安置的沈勇成，心里一
直有一个遗憾。早年间，村里的安置地块
往往缺乏统一规划，有了新房，但没有新
村。湖尾村的项目定为省级试点，县里大
力支持，利好政策叠加，沈勇成觉得是个
推动村容村貌、人居环境大提升的好机
会。“我跟干部说，不管多难，一定要把好
政策跟大家说明白。” （下转第二版）

东山县樟塘镇：书记交房记
☉本报记者 方一凡 蔡楠楠 通讯员 欧东茵 孙锦元

时值盛夏，在古雷石化公司装置
林立、管线纵横的“钢铁丛林”中，公
用工程部工作人员吴旭刚正顶着烈
日，仔细检查抽余碳四运输管道的气
密性、压力等情况，核对启泵前的每
一道参数。

“条件已确认，开启！”随着各项指
标的确认完成，古雷石化公司物料运
输通道的阀门缓缓打开，源源不断的
抽余碳四顺利进入公共管廊，传送至
园区内另一家企业盛桐化工。

今年 5月，古雷石化公司正式打通
抽余碳四直供盛桐化工管输流程。两
个月以来，古雷石化公司已输送超两
万吨的碳四产品至盛桐化工，这是古
雷石化公司与下游企业实现互利互赢
的又一重要举措，也是古雷开发区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
筹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缩影。

据了解，古雷石化公司抽余碳四
产品是丁二烯装置的副产品，是生产
汽油组分和精细化工的好原料。盛桐
化工专业从事碳四资源开发利用，在
古雷石化园区内规划建设3条生产线，
进一步将碳四“吃干榨净”，生产高附
加值的 1-丁烯、MTBE等下游化工产
品及原料，广泛运用于橡胶轮胎、家用
电器、医药及新能源等领域。

双方企业的携手缘于一场招商。
2019年，古雷开发区前往江苏考察，出
于对古雷开发区得天独厚区位优势的
肯定，以及对古雷石化公司碳四资源的
考量，盛桐化工选择落地古雷石化基
地，成为古雷石化公司的下游企业，与
其签下了收购抽余碳四的大订单。这一
场上下游企业间的“双向奔赴”，不仅实
现了产业互通互联，更在产业链延伸拓
展的过程中提升了产品价值。

据了解，古雷石化公司丁二烯装
置每年可生产约 14万吨的碳四副产品，在盛桐化工未投产前，
这些碳四产品一般都通过船运或汽运等方式低价销往省外，运
输条件苛刻，且物料装卸极易受高温、雷雨等天气影响。

随着盛桐化工的到来，通过公共管廊，碳四产品就能在园区
内被“消化”。

“所有物料运输的方式中，管道运输是相对安全的，同时也
降低了汽运或船运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对于绿色发展
有一定促进意义。”古雷石化公司公用工程部储运工程师张歌介
绍，古雷石化公司至盛桐化工的物料输送管道总长9公里，按照
即需即送的方式，只要盛桐化工有生产需要，古雷石化公司就能
以每小时约20吨的速度输送碳四至盛桐，古雷石化公司生产的
碳四基本可以被盛桐化工“消化”。

在安全性得到充分保障的同时，企业收益也随之增加。
碳四作为液化气燃料用途的附加值最低，且烯烃含量高影响
燃烧性能，每吨市场平均价格约为 5000 元。以盛桐化工为例，
目前规划建设的三套装置可运用碳四生产 MTBE、异辛烷等
产品，每吨产品平均价格提升至 8000 元左右。通过公共管廊
直接实现企业间物料的互供，盛桐化工每年还能节约 300 万
至 500万元的运输成本。

除了打通直供盛桐的物料输送通道外，古雷石化公司还与
福海创、奇美化工、福化鲁华、海泉化学等企业建立起了良好的
物料互供关系。

在公共管廊这条“大动脉”里，乙烯、碳五碳九、丁二烯等物
料在园区上下游企业间互通有无，为古雷开发区打造绿色化工
园区、产业“聚链成群”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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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仪式上，樟塘镇党委书记沈勇成（左四）向村民们发放新房钥匙。 本报记者 李林 摄

“援疆助农大篷车——木垒甜瓜福建行”平台助力当地瓜农增收 （资料图片）

乡镇乡镇（（街道街道））主官日志主官日志

随着古雷石化公司物料运输通道的阀门缓缓打开，源源不
断的抽余碳四顺利进入公共管廊，传送至园区内另一家企业盛
桐化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