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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日前，据群众反
映，龙文区朝阳中路靠近九龙大道一
段，夜间 9 时以后，存在摆摊噪声扰
民现象。此外，上美湖东侧不定期能
闻到猪饲料的味道，特别是雨天的时
候味道更重。对此，龙文区第一时间
组织生态环境局、城管局等部门执法
人员赶赴现场调查。

针对摊贩扰民情况，区城管局、
区公安局和景山街道已形成联动机
制，加强每日值守，增加巡查频次，对
各摊主进行宣传劝导。同时，为规范
经营秩序，相关部门还设立了临时疏
导点，积极倡导摊主集中规范经营。
目前，该路口已不见流动摊贩，夜间
9时后偶有零星摆摊现象，执法人员
已及时劝导教育。

针对异味问题，执法人员实地走
访多家饲料企业，详细检查企业生产
工况及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并对
饲料企业周边进行排查。检查过程
中，公司处在正常生产状态，废气收
集处理设施均在运行，厂界四周未闻

到明显的异味。现场执法人员还对企
业负责人、员工进行普法宣传，要求加
强废气处理设施日常维护和运行管
理，防止异味扰民，影响周边环境。

下一步，龙文区有关部门将进一
步加强巡查监管，加密巡查频次，延
长巡查时长，同时加大重点时段巡查
力度，防止扰民现象再次发生，守护
群众宜居环境。

加强巡查监管 守护宜居环境

仲夏时节，晨光穿透薄雾，龙文区
郭坑镇汐浦村村尾的虾塘骤然“沸腾”。

“起网！”随着养殖户一声吆喝，罗
氏沼虾在网中翻滚跳跃，收购商老林看
着秤上的数字笑眯了眼：“今早第三车，
塘边现抓现结。”

随着虾塘的虾都装车发运，抽泥泵
轰鸣启动，塘泥等水产养殖废弃物被抽
到沉淀池。在这里，养殖废弃物通过生
物发酵变“废”为“肥”，之后被运往山上
的绿化苗木基地、果园和村口的鲜切花
种植基地。村尾虾塘到村口鲜切花种植
基地的直线距离仅300米。

在这个6平方千米的村落里，养殖
端的虾塘、加工端的塘泥发酵、种植端
的鲜切花种植基地首尾相接，形成村级
小型种养加闭环。

汐浦村仅是龙文区探索村级“小型
种养加、生态内循环”发展模式的一个
缩影。

种养加一体化，关键在于打通循
环。当前，漳州加快推进种养加一体化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行“县域大循
环、园区中循环、企业小循环”三级生态
模式。龙文区立足面积有限、地块分散、

农村体量小等现实情况，以村级为单位
探索“小型种养加、生态内循环”发展模
式，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利双
赢。

在循环链条的中前端，曾经令人头
疼的虾塘清洁化养殖和养殖尾水处理
等问题，正经历着一场“革命”。

“水温 22.5℃，溶氧充足，pH 值稳
定……”汐浦村水产养殖户陈仁瑞滑动
着手机屏幕。自从装上水产养殖智能监
测平台，他再也不用大半夜打着手电筒
往塘边跑，而是通过手机就能实时监测
虾塘水质指标。“过去凭经验、靠天吃
饭，最怕虾缺氧‘浮头’，一死就是一大
片。现在手机一响就知道哪里不对，可
以及时处理。”陈仁瑞告诉记者，如今虾
的成活率提高了，虾塘亩产值从6万元
提到了近10万元。

前端如此精细化管理，不仅提升了
产量和效益，更从源头上保障了水质的
相对稳定，为后续中端实现尾水的清洁
化、资源化处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捕虾抽降水位的尾水并非直接
排入河，而是送入灰色管网。”汐浦村党
总支书记陈伟生介绍，这就是中端的生

态化处理。郭坑镇联合中科院团队，在
汐浦村实施水产养殖污染防治项目，铺
设专用管道接入尾水沉淀池，经沉淀、
过滤、净化、高效生物反应等一系列处
理后，回抽至虾塘循环使用。“尾水直排
污染河水的老问题，就这样被‘锁’在了
系统的内循环里。”陈伟生说。

虾塘塘泥变身营养包是汐浦村生
态内循环的末端。“以前塘泥堆积发臭，
现在这些塘泥大家抢着要。”陈伟生告
诉记者，通过生物发酵技术，这些富含
养分的水产养殖废弃物转化为黝黑的
有机肥，可以改善土壤，让鲜花的品质
更好。

在村头的鲜切花种植基地，绿林
鲜花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简剑峰忙着指
挥工人把有机肥施放在地里。该基地
占地 100 多亩，可种植的菊花品种多
样、花色繁多，主要出口韩国、日本等
国家。简剑峰介绍，得益于村里“自
制”有机肥的加持，今年 4 月份的菊花
销售季，鲜花销量较往年有所增加。目
前基地处于新一轮种植前准备期，8月
份可以开始种植，预计销量将有小幅度
上涨。

前端“盯屏”精准养虾，中端“锁水”
循环尾水，到末端“点泥成金”滋养鲜
花。三轮车碾过村道，划出一条绿色轨
迹，从村尾的养殖区、处理区，到村头的
鲜切花种植基地，串起300米的生态内
循环。“大循环靠管网卡车，咱村级小循
环靠小三轮。”陈伟生调侃道。

数据见证着生态内循环的效益：村
尾上百口虾塘年产 7万吨粪污，经 300
米运输线滋养着村口150亩花田，年节
省化肥成本30万元。更妙的是生态账，
依托水产养殖智能监测平台，实时收集
虾塘排水、排泥动向，智能分析预警、沉
淀过滤，与花田施肥需求精准匹配，彻
底告别“污水围村”。

“这是种养加一体化的毛细血管。”
龙文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当市
级循环体系覆盖县域时，村级小循环填
补了最基层的空白。土地零散的龙文乡
村，已孵化出多类模式——汐浦村“塘
泥—花肥”百米闭环，洛滨村“鸽粪还
田”千米循环，以及跨村联动的菌渣再
生网络等等。资源在方寸之地高效流
转，生态包袱转化为绿色财富，百米村
道也能走出广阔天地。

龙文区探索村级“小型种养加、生态内循环”发展模式——

塘泥村尾“发酵”鲜花村口“走俏”
⊙本报记者 李立平 通讯员 张小惠

新华社厦门6月15日电 第十七
届海峡论坛大会 15 日在厦门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
宁出席并致辞。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无法割断我们的
血脉亲情，谁也不能阻挡祖国统一的历
史大势。民族兴，国家强，两岸同胞会更
好。我们要把握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
历史大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定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民族复兴的
同行者、两岸和平的捍卫者，共谋祖国
统一大业，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王沪宁表示，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
中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
族精神，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
华民族血脉之中。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
年，也是台湾光复 80 周年。台湾光复，
是中华儿女的民族记忆和共同荣光，历
史必须铭记，胜利成果必须维护。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和外部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坚定不移推
进祖国统一大业。

王沪宁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使命无上光荣、前景无比光明
的事业。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
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坚定做台湾同胞的坚强后盾和依靠，
携手台湾同胞共谋绵长福祉、共创美
好未来。我们坚定顺应两岸同胞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始终尊重、关爱、造福
台湾同胞，致力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让台湾同胞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归
属感。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共同续写中华民族历
史新辉煌。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在致辞
中表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两岸
人民的共同期望。两岸中国人同根同源
的自然情感无法阻断，两岸民间的交流
往来不可阻挡。希望在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深
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同胞互信认同，
共同致力振兴中华。其他台胞代表也作
了发言。

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
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4 日下午，王沪宁还到厦门同安
台湾农民创业园调研。

第十七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
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6月16日出
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
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
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0 月至
2025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
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
势。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第一个五
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
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
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速
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文章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
重大原则，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
顶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
域推进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落实
各个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进行顶层设
计。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
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
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
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
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

文章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信心和支持就
是我们国家奋进的力量。好的方针政策和
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
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五年
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把加强
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把社
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
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

文章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
的阶段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
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对各方面的目标
任务，要深入分析论证，确保科学精准、
能够如期实现。要统筹谋划，抓住关键
性、决定性因素，把握好节奏和进度，注
重巩固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
板弱项、提高质量效益，与整体目标保持
取向一致性。各地区编制本地区规划要
结合实际，实事求是，提高规划执行力和
落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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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詹照宇 文/图）近日，省重
点工程古雷港区古雷作业区北 1#、2#
泊位工程“临时增加散货运输功能”项
目完工并通过验收。该项目通过填补区
域物流短板、升级港口服务能级，为闽
西南协同发展区建设和闽台产业融合
注入新动能。

作为古雷石化园区首个也是唯一
的集装箱码头，古雷港北 1#、2#泊位
精准对接华能热电、联盛纸业等企业

的煤炭、木片运输需求，同步服务石化
原料及成品物流，构建起“门对门”供
应链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古雷港区作为天然
深水良港，此前以油品化工运输为主。
此次项目升级填补了多用途泊位的空
白，推动港口从“单一货种”向“散杂
货+集装箱”综合枢纽转型。古雷石化
基地被定位为台湾石化产业转移核心
承接地，此次改造后，其“散杂货+集装

箱”双模式运营能力将成为深化两岸经
贸合作的关键基础设施。此外，项目水
工结构按 10 万吨级船舶标准设计，预
留大型船舶接卸空间，结合厦门港务集
团专业化运营经验，未来可通过智慧港
口建设优化航线布局，进一步提升区域
物流竞争力。随着闽台产业融合深化，
码头集装箱业务有望持续扩容，巩固古
雷港作为福建南部综合物流枢纽的战
略地位。

自 2024 年 9 月 28 日投产至今，古
雷港北 1#、2#泊位已完成货物吞吐量
14.2万吨，包含2739TEU集装箱及11.6
万吨散杂货，运营效能初步显现。目前，
项目业主已向市商务局、古雷管委会提
交口岸开放申请，加速对接国家级验收
流程。

上图：古雷港北1#、2#泊位工程新
建的11962平方米转运煤库，有助于完善
供应链体系，推动泊位功能升级。

从油品专区变综合枢纽

古雷港北1#、2#泊位功能升级

扫描二维码查看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漳州市群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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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职工子女公益暑托班
创新整合“民生六位”资源——

联动闲置“学位”
开辟暑期“托位”
提供放心“餐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