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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名片 水是灵魂，绿是底
色。梅林村位于南靖县船场溪上
游，村落沿溪两侧分布。梅林村紧
紧围绕“梅林古镇、醉美乡村”发
展思路，以党建为引领，以人居环
境提升为核心，立足环境整治与
水系治理，形成了可借鉴可复制
的“梅林模式”，绘就了一幅“醉美
水乡”的梅林新画卷。

亮点展示 一是充分发挥党
的组织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将
组织凝聚力转化为“构建醉美水
乡”向心力。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为
组长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各部门、各村（居）职责分
工；建立长效机制，形成镇综合管

护、村级自主管护、村民积极管护
互相补充的长效管护机制。

二是立足妈祖文化、土楼文
化、客家文化等文化资源，形成了

“生态、休闲、红色、朝圣”的特色
旅游文化圈。定期举办土楼妈祖
文化节，展示传统文化魅力，成为
台胞侨胞回乡寻根谒祖的亲情纽
带和吸引游客的新亮点。

三是打造以梅花为主题旅游
产业，培创特色品牌。定期举办梅
花文化节，展现梅林古镇“梅”景
新风貌。修缮整合现有明清古建
筑群，扩种梅树。积极培育梅林特
色文化产品，如土楼梅菜、酸梅等。

⊙本报记者 吴静芳 整理

南靖县梅林村南靖县梅林村：：梅香古韵两相宜梅香古韵两相宜
水乡名片 新建村地处平和县国强乡

西北部，闪耀在闽南第一高峰大芹山“半
山腰”，平均海拔820米。该村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在环境整治、生态治理、产业升
级、文旅融合等方面重点发力，绘制“村
美、业兴、民和”的乡村振兴“丰”景图。

亮点展示 一是环境整治焕新颜。先
后投入 100多万元，建设三格化粪池和湿
地保护水利设施，拆除违建养猪场，实施旱
厕改造项目，处理回收废弃农药瓶等，提升
和美乡村“新”颜值。同时，推广积分奖惩制
度，推动宜居宜业共治共享。

二是生态治理固根基。发动党员干部
下沉一线，带动蜜柚种植户落实化肥减量
措施，实行产业结构种植调整，对水源地
进行综合治理，确保水质达到一级水质标

准，摸索形成了花山溪饮用水源保护“新
建”经验。

三是产业兴旺富民生。采取“党员+
农户”的形式，为农户提供资金、技术及相
关政策的支持，发展一村多品新业态；通
过“党员干部+项目”的“1+N”模式，形成

“八大基地、十大产业”，实现果、林、茶、药、
竹、蜂一体化发展。2023年村财收入达126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3.4万元。

四是文旅融合绘新景。依托良好的地
理优势，深挖红色资源，打造集党建、红培、
研学、文旅、田园观光、休闲康养于一体的

“芹溪谷新建村”景区，与漳州国旅战略合
作推广“红色精品路线”，唱响“平和小九寨
沟”品牌。2024年，游客总量达26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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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县新建村平和县新建村：：文旅融合绘新景文旅融合绘新景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5月9日上
午，在收听收看全省普通高校招生考
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随即召
开视频会议，部署全市普通高校招生
考试安全工作。副市长余向红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全面把握
高考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抓好高考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对考生高
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

风，用心用情保障2025年高考各项工
作顺利实施。要冲刺备考，全面提升教
育教学质效，各级教育部门、各学校负
责人要认真履行职责，全部下沉，主动
助考；要在“研教、研学、研考”下功夫，
深入研究，精准备考；要加强诚信教
育，贴心服务，积极应考。要强化举措，
全面抓实高考组织保障，用心用情做
好服务，周密完善应急预案，确保考务
规范有序。

本报讯（记者 沈小琴 通讯员 吴
慧展）近日，位于319国道的南靖丰田
超限检测站内，多辆重型货车有序进
站后，交通运输执法人员与生态环境
保护执法人员同步开展载重检测及尾
气监测。这是全市首次实行“治超+环
保”联合执法模式。

“传统治超站主要聚焦货车超限监
管，此次联合行动，让丰田超限检测站
实现了超载治理与路域环境保护的双
重目标。”丰田站执法人员介绍，该站
充分发挥场地优势，与生态环境部门
深度协作，创新推出“载重+尾气”同步
检测：交通运输部门依托智能治超系
统，实现对过往货车的载重检测；生态

环境部门则使用便携式不透光度计等
专业设备，对货车尾气排放情况进行
精准检测，高效整合执法资源，提升执
法效能。

南靖县境内的 319国道是货车通
行的主干道，丰田超限检测站日均检
测货车约500辆。联合执法行动当天，
共有50余辆货车接受检测，共查处超
限车辆 3 辆，受检车辆均符合环保检
测标准。

下一步，丰田超限检测站将与属
地生态环境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从单纯的“查处末端”向综合治
理枢纽转变，为提升路域环境质量、打
造绿色交通提供示范经验。

全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全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我市创新开展“治超+环保”联合执法

本报讯（记者 朱祥超 文/图）近
日，记者在台商区龙池大型工业综合
体项目E地块看到，该地块三栋宿舍
楼已经完成外立面装修（题图），正进
行内墙粉刷和地板砖铺贴等作业，各
道工序快速推进，预计6月验收。

龙池大型工业综合体项目共分为
七个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129亩，
建成后总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主
要包括厂房、综合办公楼、研发中心、园
区道路以及住宅等生活服务配套设施

等。项目将打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智
能制造、生物医疗器材、新材料等为重
点发展领域的现代标准化产业园区。

项目负责人陈毅皓介绍，E 地块
占地 186 亩，建设有三栋宿舍楼及一
栋食堂、厂房等。目前三栋宿舍楼室内
精装部分已完成一半，正同步进行水
电安装、地板砖铺贴以及腻子粉刷。宿
舍区的室外景观也已进入施工阶段，
预计5月底可完成宿舍区所有工作，6
月进行各项验收并交付。

5月8日，龙海区第二届青年职工
篮球邀请赛开幕。来自紫泥镇的“紫鲤
扬帆队”和海澄镇的“海澄月港队”开
启揭幕赛。

此次邀请赛将进行44场比赛，共
有19支代表队、227名球员参加。赛事

旨在以篮球为载体，以运动为媒介，丰
富青年干部职工日常文体生活，加强
青年干部职工间的交流互动，进一步
提振龙海全区青年干部职工干事创业
精气神。

陈李鑫 苏祝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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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迎““篮篮””而上而上 追追““球球””卓越卓越

近日，央视大型文化节目《非
遗里的中国》福建篇播出。节目中，
福建歌仔戏省级非遗传承人郑娅
玲唱起《身骑白马》的闽南语唱段。
听罢，主持人赞叹道：“特别飒！”

“年轻人并非不爱传统，而是
需要一座桥。”郑娅玲坦言，《身骑白
马》正是通过流行音乐让新生代关
注歌仔戏的范例。《身骑白马》故事
灵感来源于歌仔戏《薛平贵与王宝
钏》，将《薛平贵与王宝钏》中的唱段

《我身骑白马》直接加入副歌部分，
让前面铺垫已久的音乐情绪在古老
的歌仔戏旋律和唱词中表达得淋漓
尽致，这也让这首歌拥有了较高的
辨识度和艺术性。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听到、爱上
歌仔戏，郑娅玲努力扩充着歌仔戏
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从 2015 年开
始，她走进多所学校，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开展教学，方式之一便是教学
生用歌仔戏曲调吟唱唐诗宋词。在
漳州高新区原创歌曲 MV《龙江岁
月》的创作中，她参与指导其中的歌
仔戏唱段，让美声唱法与歌仔戏曲
调碰撞出火花。

词曲不断纳入新元素，其背后
沉淀的情感愈加浓厚。节目中，台湾
歌手孟庭苇坦言，歌仔戏是她的音
乐启蒙，戏曲故事所传达的情感生
根在内心深处，影响着她对流行歌

曲的演绎。
郑娅玲向节目组讲述了歌仔戏

背后的两岸交流故事。她前后近十
次跟随剧团赴台巡演，歌仔戏的唱
腔总能引发满堂共鸣。台湾明华园
等剧团也常跨海交流，两岸演员在
合排时切磋身段，在探讨声腔中结
下情谊。当七字调、杂碎调的旋律响
起，两岸观众共享的不仅是戏曲艺
术，更是刻在基因里的文化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 2024 年 10 月在

福建考察时强调，“促进两岸文化交
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台湾同
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
同”。歌仔戏以“源在闽南、兴于台
湾、回流两岸”的轨迹，印证两岸文
化同根同源。郑娅玲希望，以歌仔戏
为纽带，通过联合创排、巡演互访、
非遗展演等形式，激活乡音乡韵中
的文化基因，增进“同根共曲”的文
化认同，深化血脉相连的亲情共鸣。

☉本报记者 刘婧

歌仔戏，又名芗剧，是用闽南语演唱
的地方戏曲剧种，起源于漳州，成形于台
湾，是全国 300 多个剧种当中唯一由海
峡两岸共同孕育的“姐妹花”剧种。2006
年5月，歌仔戏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歌仔戏唱腔基本上属于民歌联曲
体，有七字调、杂碎调、哭调、杂念调等主
要曲调。郑娅玲介绍，《身骑白马》副歌部
分，用的是七字调。该曲调形成于20世
纪初的台湾宜兰，由闽南歌仔结合台湾
少数民族和客家音乐元素发展而来。杂
碎调则是邵江海以台湾杂念调和闽南歌
仔为基础，编创出新的曲调。

歌仔戏有四大件乐器，包括壳子弦、六
角弦、大广弦、月琴等。其中，大广弦是歌仔
戏特有的乐器。它是以剑麻的根部烘干、挖
空而作为音筒，音色浑厚深沉，适合表现悲
伤哀怨的情感，常用于哭调、卖药调等。

作为一种兼具娱乐、艺术、教育等社
会功能的表演艺术，歌仔戏所讲述的故事
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传递着人们的审
美意识，让听众从中了解闽南文化的人
文、艺术特色，更能藉以体会闽南地区乃
至两岸人民相同的价值观和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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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聚焦歌仔戏传承

《身骑白马》特别飒
相关链接>>>

歌仔戏与其人文价值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 通讯员
何娴 文/图）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宣传周来临之际，5月 8日，市城管
局、市妇联携手碧湖街道荣昌社区
举办垃圾分类主题活动。活动以“垃
圾分类·家家时尚”为主线，通过“变
废为美”创意实践，深化垃圾分类理
念、倡导文明家风，为社区注入“环
保+家风”的双重活力。

活动现场，社区妈妈们用社区回
收的废弃干花制作夏日凉帽。枯萎的
玫瑰、蔫掉的康乃馨、散落的满天星
等看似无用的“垃圾”，在妈妈们的巧
手下变身为夏日“时尚单品”，赢得
现场阵阵掌声。“垃圾分类快问快
答”闯关环节，吸引了众多市民踊跃
参与，通过趣味抢答巩固分类知识，
让垃圾“四分法”从纸面走进生活，
分类标准深入人心。同时，城管工作
人员还化身“政策翻译官”，边发放宣
传手册边用“漳州话”和大家唠起家
常，深度解读垃圾处理相关问题：“每
月每户 9元的垃圾处理费，用在了垃
圾清运、中转、处理全流程各环节，钱
虽少，但每一分都花在了惠民利民的

‘刀刃’上。”“垃圾处理费用和水费一
起缴纳收取，非常便捷，低保户凭证
明还可申请减免。”交流中，“依法缴
费、主动分类”成为居民自觉，垃圾分

类理念愈加深入人心。
活动中，市妇联与市城管局还联

合发出倡议，号召垃圾分类从“小家”

做起，让环保意识成为家风传承的必
修课。社区则围绕“一项家规、一份责
任、一种担当”发起环保承诺行动，号

召居民签署《垃圾分类承诺书》，在家
庭内严格执行垃圾分类标准，主动缴
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积极参与社区环
保志愿宣传，共同守护绿色家园。活
动得到广大参与群众的积极响应，现
场签署《垃圾分类承诺书》109份，发
放宣传手册 200余份，解答政策咨询
60人次。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漳州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区
域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率先在公
共机构推行强制分类，同步开展社区
分类试点，实现垃圾分类区域和收运
路线全覆盖，有效增强市民参与垃圾
分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2024年漳州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在全国垃
圾分类评估中再次跻身中等城市第
一档行列。下阶段，市城管局将继续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垃圾分
类知识，推动垃圾分类从“活动”走向

“日常”，不断提升垃圾分类参与率和
准确投放率，实现绿色城市全民共建
共治共享。

变废为美 满“分”妈妈
我市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节目中，郑娅玲（左一）唱起《身骑白马》，气势拉满。（图源：央视网）

活动现场，社区回收的废弃干花在妈妈们的巧手下变成夏日“时尚单品”。

本报讯（记者 李立平 通讯员 刘
思婷）近日，福建省数据管理局发布第
一批公共数据赋能产业发展重点培育
示范场景清单，由漳州市申报的公共
数据驱动富硒产业数源智能检测场景
入选。

该场景由漳州市数据管理局、诏安
县数据管理局、硒都云（诏安）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联合建设。该场景通过部署全
域土壤硒含量智能监测网络，结合算法
模型将富硒农产品硒含量波动率精准
控制在±5%以内；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
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数据溯源，消费

者扫码即可验证产品真实属性，带动富
硒农产品实现约20%的溢价增值。

此次公布的示范场景覆盖便民服
务、文化旅游、农业科技、交通运输等
11 个行业。这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的重要举
措，旨在在各领域培育一批社会效益
突出、产业带动效应强的应用，沉淀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开发利用模式，以
示范引领发展，以场景带动产业，推动
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走深走实，促进公
共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

第一批福建省公共数据赋能产业发展
重点培育示范场景公布

漳州一场景入选漳州一场景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