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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文锦） 25 日，由
省委宣传部（文明办）、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等 11 个部门联合举办的“聚力
心育 健康成长”——构建“大思政”教育
福建区域暨福建省“5·25”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福州市中山小学与冶
山春秋园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彦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福州市各小学、幼儿
园的师生在校内进行“五育融合 向心而
行”学校德智体美劳融合育心系列展示，
同时在校外开展“同心守护‘育’见未来”
相关活动，包含亲子教育主题活动、心理
情景剧展演、学生心理团辅等心理健康

教育实践活动，展示多部门联动协同育
人机制成效。

据悉，“5·25”心理健康教育月期间，
我省有关部门将组织开展“全省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辅导公益巡讲”进校园进社
区活动、“积极心育，五育并举”心理健康
系列活动、“关注成长，从心开始”系列心
理健康进校园公益活动、“无忧少年”心
理健康指导、“法爱同行 福润心田”公益
服务、“大思政 e 心健”等形式多样的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不断健全部门协作、社
会动员、全民参与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机制，全面加强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培育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

我省启动“5·25”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月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林丽明 黄鑫） 24
日，以“汇聚网上正能量 扬帆福建新征
程”为主题的首届福建省网络文化节暨
第十二届厦门网络文化节在厦门开幕。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出席开幕式
并讲话。

张彦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元宇宙等
新兴技术迭代发展，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
不断融合，网络文化生态被进一步重塑。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要始终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引领，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让真、善、美充盈网
络文化空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价值取向，积极培育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伦理和行为准则，传播
真理、倡导真实、传递真诚，以积极健康的
网络文化丰富群众精神世界，推动文明办
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蔚然成风。培育涵
养新时代网络美学，推出更多引领人们审
美意趣的网络文化产品，精心打造顺应时
代发展的网络文化生态圈，以高品位网络
文化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

开幕式上，福建省“十大网络文化品
牌”“十大网络公益项目”正式揭晓，现场
还举行了 2022 年度十大“福建好网民”
颁奖，“福山·福水——我把家乡唱给你
听”原创音乐作品最佳人气奖、优秀歌曲
奖颁奖等活动。

首届福建省网络文化节
在厦门开幕

本报讯（记者 朱子微） 25 日，省
防指在三明市举行 2023 年福建省防汛
应急演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郭宁宁
担任演练总指挥并作点评。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已经历 7 次较
强降雨过程，多地出现破纪录的极值降
雨，中小河流频发超警洪水。本次演练旨
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
实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对防汛工作
的具体要求，进一步检验应急预案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磨合应急处置协同联动
机制，锤炼应急队伍抢险救援能力。演练
重点模拟了组织巡查排查、危险区域群

众转移、尾矿库排查管控、道路阻断应急
处置、电力设施损毁处置、通信中断应急
处置和城区洪涝处置等七个科目，涵盖
监测预警、会商研判、指挥调度、现场处
置等环节，全景再现防汛应急响应联动
机制，展示了突发险情灾情应对能力水
平，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以防汛救灾
工作实际行动和实绩实效展现深入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的成果。

本次演练主会场设在省应急指挥中
心，演练会场设在三明市应急指挥中心，
其他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
观摩分会场。

我省举行2023年防汛应急演练

“请大家有序到前面进行个人信
息录入核对。”“这里是科目二考试区
域，考试内容有桩考、单边桥……”5月
20 日，在连城县庙前工业集中区，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为园区企业员工特设的
首场摩托车驾驶证考试中，130 余名企
业员工实现不出乡镇就近便利参考。

“为进一步落实公安交管‘放管服’
改革便民利民措施，我们本着‘简化流
程，不降标准’的原则，组织开展‘送考
进企’活动。通过前移考试场所、简化考
试流程，为企业员工考取摩托车驾驶证
提供便利。”连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驾
驶人管理中队长吴彦介绍说。“交警大
队的警察同志考虑我们工作实际，在周
六到这里组织我们考试，很方便也很暖
心。”当天，首位顺利通过所有科目考试
的企业员工江志钧开心地说。

原来，在前不久的连城县全县营

商环境、政务环境、社会环境“问题吐
槽”活动推进会上，公安局交警大队收
到了县营商办等部门反馈的“庙前工
业集中区一些企业提出，部分员工无
证驾驶摩托车上下班存在安全隐患，
但考取驾驶证需要到朋口驾管所，耗
时且不方便，希望能送考进园区”问题
建议。会后，该县交警大队立即和庙前
镇政府、派出所、卫生院、工业集中区
相关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磋商，并会同
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报名驾照考试的审
核、体检、考场确定等事宜，并于当天
开展了第一批驾照考试，切实解决企
业员工考证难问题，消除安全隐患。

企业“吐槽”，政府“解题”。连城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回应企业和群众期盼

“送考下乡”的便民利民举措，是该县
各级各部门落实“问题吐槽”机制、全
力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连城县为营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良好环境，深入实施“深学争优、敢为
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创新推进营商
环境、政务环境、社会环境“问题吐槽”
活动，推动营商环境、政务环境、社会
环境持续向好向上，该县公开“吐槽”
联系方式，建立企业、群众“吐槽”的

“绿色通道”，由县营商办、县委编办、
县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每月定期对企
业、群众的“吐槽”进行登记、梳理、分
类，列出问题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整
改建议和整改时限。常态化落实营商
环境、政务环境、社会环境“问题吐槽”
一月一联席活动推进会，研究解决企
业、群众“吐槽”的问题。对有代表性的
问题，由被“吐槽”的单位负责人针对
性地当场作出答复或者承诺，由相关
分管县领导进行点评，主要领导拍板
决策。开展企业营商环境座谈会，面对

面收集企业问题建议，对能够现场回
复办理的问题立即解决，对一时难以
解决的问题转县营商环境联席会议协
调 推 进 解 决 。通 过 你“ 吐 槽 ”，我“ 解
题”，实实在在为企业和群众解决烦心
事、操心事、揪心事。

据了解，连城自开展营商、政务、
社会环境“问题吐槽”活动以来，已召
开 24期全县优化营商环境、政务环境、
社会环境“问题吐槽”活动推进会，先
后共收集“问题吐槽”建议线索超 1000
条，有效建立了政府部门、乡镇、企业、
群众良好互动机制，切实解决了一批
企业、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有力助推项目建设、企业发
展。良好的环境也吸引好项目纷至沓
来。今年 1—4 月，该县新签约项目 31
个，总投资 177.43 亿元，其中，10 亿元
以上项目 8个。

连城开展营商、政务、社会环境“问题吐槽”活动

企业“吐槽”政府“解题”
□本报通讯员 黄水林 吴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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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农民在尤溪县联合镇连云村一处梯田里施肥。近日，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尤溪联合梯田全面进入插秧季节。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土地流
转，开展抛荒地复垦复耕，邀请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种植水稻新品
种，让梯田重焕生机。 林善传 摄影报道

尤溪联合梯田重焕生机

本报讯（记者 严顺龙 苏依婕） 25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铸牢忠诚警
魂 践行为民宗旨”中外记者见面会，邀
请 5 位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和立功集
体代表进行交流。我省厦门市公安局思
明分局莲前派出所所长韩江海警官参加
记者见面会。

去年5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
功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韩江海所在
的莲前派出所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
国模范公安单位”称号。“我们还获评全国
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第六期全国公安
楷模。这些荣誉的获得，都在不断地激励
着我们牢记嘱托、砥砺前行。”韩江海介
绍，莲前派出所是厦门市主城区辖区面积
最大、人员密集场所最多，而且安保任务
最重的派出所。辖区内的国际会展中心是
厦门特区展会经济的主战场，年均展会
500多场，客流量达到500万人次以上。

在记者提问环节，韩江海围绕开展主
题教育、社会治理创新、基层派出所队伍建

设等方面，回答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
日报等媒体记者的提问，积极推介我省公
安工作经验，展示公安队伍良好形象。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韩江海表示，在主题教育中，将
坚持以学正风，大力加强队伍的廉政教
育，通过找准廉政风险点，扑灭廉政风险
源，做到小问题能够早发现、早提醒、早
解决；同时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人大代表、
辖区群众组成的“廉情观察员队伍”，不
断完善廉政监督体系，继续保持建所 26
年以来民警队伍“零违纪”记录，真正做
到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心中白莲盛开。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派
出所的工作很平凡，也很琐碎，但它一头
连着党心、一头连着民心，穿上这身警服
我们就要始终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韩江海表示，将永葆“闯”的
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奋力书
写人民满意的新时代答卷。

我省公安代表亮相
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

（上接第一版）
“我和山清水秀的下党特别有缘，当

时进村的路还没有拓宽，从古田坐 4 个
半小时的车才到，可神奇的是，竟没有晕
车。现在进进出出很方便，生意更好做。”
吴祥芳现已在此“安家落户”，经营的民
宿风生水起。

置身下党，满眼是“廊桥、流水、绿
意、人家”的别样美景，每一帧都是山乡
新画卷。

在“难忘下党”新主题馆，重温“三进
下党”的感人瞬间，汲取向上的力量；在

“百福巷”土墙上，挂满了用竹片写着不同
字体的福字，片片竹语寓深情；在乡村小
酒馆，氤氲酒香带些诗意，让诗酒文化变
得触手可及；在时光邮局，写下致未来的

一封信，将收获意想不到的小确幸……
如何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

振兴之路？记者在一张张自信的笑脸中
找到了答案。

“在做好茶文章的同时，我们加快实
施老旧房屋盘活计划，打造出一批独具
特色的‘一厝一主题’民宿、农家乐、旅游
业态馆，进一步擦亮‘清新福建、难忘下
党’旅游品牌，成功上榜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生态旅游
乡村。”项忠红说，2019 年至今，全乡累
计接待游客 160 万人次，300 多人在家门
口吃上“旅游饭”。

因为有茶有酒有生活，有诗有画有
希望，有业有品有远方……下党夜色美，
活力正释放。

夜“访”下党

（上接第一版）实施营商环境创新改革行
动计划，打造能办事、好办事、办成事的

“便利福建”，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勉力中流击楫，直须连钓鳌头。新征

程呼唤新作为、新担当，我们要把开展主

题教育与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
干争效”行动相结合，聚焦高质量发展主
战场，以拼的姿态、抢的劲头、闯的精神，
真抓实干，奋发有为，朝着新福建的宏伟
目标阔步前行。

眼下正是收获季，周宁县万亩高
山马铃薯陆续迎来大丰收。在田间地
头，村民们忙着把刚挖出来的新鲜马
铃薯分类、装车。

为了把小土豆孵化成全县致富增
收的大产业，周宁县依托良好生态资
源，深耕周宁高山马铃薯等特色优势
产业，通过建基地、育主体、培龙头、促
营销，推进马铃薯产业提档升级。

“小土豆”迎丰收

“这里种植的马铃薯有 200 亩，预
计下月初开始收成，亩产 1800 公斤以
上。”24 日，走进周宁县浦源镇溪坪村
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白色、淡紫的薯
花竞相绽放，丰收在望。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周
宁高山马铃薯淀粉、Vc、还原糖、钾和
锌等品质指标优于同类，拥有香、韧、
糯的绝佳口感，深受客户青睐。

“马铃薯是周宁最主要的粮食作
物，全县 9个乡镇的农户都有种植马铃
薯的习惯。”周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郑
仙绍说，马铃薯产业发展壮大对农民增
收和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周宁县出台《促进马铃薯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文件，创新
推出“垦荒贷”等金融产品，统筹涉农
项目资金，在鼓励规模种植、优质高产
示范片建设、品种繁育与试验示范等
方面发力，持续巩固提升马铃薯等粮
食作物综合生产能力。

与此同时，周宁县依托马铃薯种
植试验基地，总结出适合周宁不同气
候类型和区域的高产、高效栽培模式，

重点推广高垄覆膜栽培、马铃薯套种
等技术。

种植出“新招”，增产又增效。在七
步镇后洋村猕猴桃大棚内，工人们忙
着采收鲜薯，一个个如拳头般大的滚
圆马铃薯不断从地里“跃”出来，金黄
鲜嫩，煞是喜人。“今年我们套种了 30
亩马铃薯，预计增收近 7万元。”薯农黄
传融说。

如今，“马铃薯+葡萄”“马铃薯+猕
猴桃”“马铃薯+茶园幼苗”等套种模式
在周宁县逐步推广，“马铃薯+水稻”“马
铃薯+蜜薯”“马铃薯+玉米”等轮种模
式处处可见，实现一地多用、一地多收。

经过多年发展，今年周宁县计划种
植马铃薯近3万亩，预计产量3万多吨，
全县从事马铃薯种植的专业合作社及
大户百家，产业链相关人员近2万人。

“小土豆”有颗“科技芯”

走进位于周宁县浦源镇溪坪村的
国家南方薯类科学观测实验站马铃薯
高山科研基地，科研人员忙着记录各
种试验数据。

“这几年，我们成功筛选出适合周
宁种植的品种 6个，部分新品种最高亩
产 2000 公斤以上，亩产量提高 100%以
上，亩均效益提升 1500 元以上。”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罗
文彬说。

2018 年，国家南方薯类科学观测
实验站马铃薯高山科研基地落地周
宁，从国内外相关育种单位引进 200多
个马铃薯种质资源，致力于打造新产
品展示、种质资源评价、马铃薯杂交育

种、产业技术示范和培训、马铃薯文化
展示等多功能的繁育基地。

如今，周宁已打造 20 个规范化栽
培示范片，费乌瑞它、陇薯 7 号和闽薯
1号等新品种在山城落地生根。

“我们共种植‘闽薯 1 号’60 多亩，
预计每亩可以收益 2000多元。”周宁县
利健园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
周增明说。今年，他们开始试种新品种
马铃薯，经过专家悉心指导，马铃薯长
势良好，预计产量、品质都将大幅提升。

新品种选育渐入佳境的同时，本
地种也迎来“新生”。

“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作物，周宁薯
农种植马铃薯多用自留种，经过二三十
年隔年留种种植，已严重退化，抗性差、
产量低。”周宁县农技站站长兰毓芳坦
言，这是周宁马铃薯发展最大的瓶颈。

2018 年，周宁县高山马铃薯协会
委托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繁育优质脱
毒种薯。茎尖培养、病毒检测、试管苗
扩繁……院县合作，绽放“薯”光，经过
一年多繁育，共收获“周宁本地种”原
种 4万粒。

脱毒种薯应用让农户发展马铃薯
的信心更足。“良种让马铃薯价格稳步
提升，每公斤价格可达 10元，常常供不
应求。”紫云村薯农李陈登高兴地说。

“小土豆”走出“山门”

酒香也怕巷子深。“尽管周宁高山
马铃薯品质好，但销售半径有限，知名
度仅限于宁德周边。”郑仙绍坦言。

为推动周宁高山马铃薯走出“深
闺”，周宁县积极走出去，举办、参加

各类推介展销会活动。同时，推动农
业 企 业 积 极 通 过 订 单 农 业 、企 业 收
购、搭建电商平台等方式，让马铃薯
出山进城。

品质保障、品牌助力、电商加持，
让周宁高山马铃薯真正成为群众增收
致富的“金蛋蛋”。“在我们平台，精品
礼盒装马铃薯供不应求，去年卖出 80
吨马铃薯，受益农户达 20多户。今年我
们向农户提前下了订单，预订 70 多亩
马铃薯，目前正在陆续开挖。”万城易
购电子商务公司总经理陈罗生说。

随着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为了解决农户后顾之忧，周宁积极
推进“订单托底”发展模式，周宁有鲤
投资有限公司和周宁县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按照“价格托底、订单收购”原则，
与合作社签订收购订单，建立了马铃
薯销售环节“价高时随行就市、价低时
保价收购”的市场风险防控体系。

销售有了保障，农民种植马铃薯
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我们种出东西就
怕卖不出去。有了这个合作，我们就没
有后顾之忧了。”忙碌之余，浦源村村
民郑用寿算了一笔账，今年马铃薯亩
产约 1300 公斤，按照目前田间收购价
来计算，他家预计收入 40万元。

马铃薯富民效应日益凸显，马铃
薯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伸。

“提升附加值，做实深加工，推动
马铃薯产业‘接二连三’。”周宁有鲤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晓敏介绍，目前，
周宁县已开发了土豆面、土豆月饼、土
豆酥等产品，畅销广东、浙江、江苏等
地。下一步，还将开发、生产土豆泥、薯
片、土豆粉丝等产品。

周宁县通过建基地、育主体、培龙头、促营销，推进马铃薯产业提档升级

“小土豆”长成“金蛋蛋”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郑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