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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是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作为

福建省首批、南平市首个农村生活

污水提升治理试点县，光泽县聚焦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这一难点问题，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创新建管融

资模式，推动农村生态环境全面改

观、人居环境显著提升，农村饮用

水源和小流域水质优良比例多年

保持 100%，全县 70 个村庄为绿盈

乡村，市级以上生态村 84 个（其中

省级 45 个），走出了一条农村生活

污水提升治理的新路径。

“通过探索农村生活污水提升

治理新途径，我们进一步补齐了全

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农村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持续增强。”光泽县委书记陈

中民说。

创新建管模式
推动精准治理

“ 生 活 污 水 综 合 整 治 后 ，管

蜜 景 区 环 境 卫 生 明 显 改 善 。”李

坊 乡 分 管 乡 建 公 司 的 负 责 人 高

俊 说 。

按照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的部

署，光泽县优先安排重点水源保护

区以及旅游人数较多的建制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其次，根据

常住人口确定污水处理设施规模，

采取“单户治理”“联户治理”“集中

纳管”等三种治污模式，既节约了

投资成本，又保障了村庄污水应收

尽收和集中处 理 。为 避 免 出 现 重

建轻管的现象， （下转第六版）

创新治理模式
做好生态答卷

——光泽县探索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减负”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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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琳） 6 月 25 日，

省委书记周祖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

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银川市

兴庆区富洋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作出的

重要指示、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复

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研究部

署 2023 年省委省政府工作检查有关事

项；听取我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工作情况汇报，并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是事关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头等大事，做好安全生产

工 作 是 我 们 的 重 大 政 治 任 务 。全 省 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

步增强忧患意识、加大工作力度，有效

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要坚决扛好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强

化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

主体责任，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线。各

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抓安

全生产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

查整治，盯紧盯牢重点地区、重点部位

和重点领域、重点人群，深入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对潜在风险和薄弱环节全

覆盖排查、全闭环处置。强化燃气充装、

运输、使用等环节安全监管，落实会商

研判、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

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工作，有力防御

强降雨及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

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健全常态长效工作

机制，坚持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加强安

全生产基础建设，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不断完善监管体系、法治体系、风险

防范体系、应急救援体系、保障服务体

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复信精神，用好福建丰富的侨务

资源，以海丝核心区、自贸试验区建设

引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经贸文化等领域

的友好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

交大局。要完善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大工程，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会议指出，要精心组织开展今年省

委省政府工作检查，进一步激发各地比

学赶超、奋勇争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要坚

持目标导向，通过检查进一步走好群众

路线，边检查、边调研、边解决问题，推

动各地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检

查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强作风，着

力打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堵点

问题，扎实解决群众关切的急难愁盼问

题，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营造干部

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的浓厚氛围。要坚持结果导向，与开展

主题教育、深化“深学争优、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行动紧密结合起来，扩大工

作检查效应。会议要求，要强化统筹协

调，锻造过硬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加强典型引领、营造良好氛围，确

保检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引领我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 整 改 工 作 ，逐 项 落 实 好 督 察 整 改 措

施，进一步夯实美丽中国示范省建设的

基 础 。要 压 实 工 作 责 任 ，坚 持“党 政 同

责”和“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发展必须

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层层落实

督察整改属地责任、行业责任。要提升

整改实效，倒排任务工期、加强攻坚整

治，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落实，

并着眼举一反三、常态长效，开展督察

整改“回头看”，加强信息公开，以整改

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放

大督察效应，稳步推进分领域分行业碳

达峰行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制

机制创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巩 固 提 升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推 进 生 态 优

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周祖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周琳）6月25日，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

周祖翼主持召开十一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周祖翼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审计的政治属

性和政治功能，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

力、实践能力，高质量做好新时代审计各项工

作，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保障全省高

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

副主任赵龙，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

主任、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迟耀云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

分肯定党的十九大以来审计工作取得的新成

效，深刻阐述审计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新时

代新征程审计工作的目标要求，为我们做好

审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进一步

增强做好新时代审计工作的高度自觉，以实

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

会议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大以来全省审计

工作取得的成绩。强调要把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的要求落实到审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更大力度加强

审计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推

动新福建建设行稳致远。要加快推动构建集

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

系，对标对表党中央要求，牢牢把握经济监督

定位，巩固深化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做深

做实研究型审计，着力在拓展审计的广度、深

度和精度上下功夫，全面消除监督盲区死角。

要充分发挥审计在自我革命中的独特监督作

用，围绕落实“四个更大”重要要求，紧扣稳增

长稳就业稳物价、实体经济发展需求、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兜牢民生底线和权力规范运行

等工作重点，加强权力监督制约。要一体推进

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审计揭示问题“上

半篇文章”，动真碰硬抓好审计整改，推动各

类监督深化审计成果运用，把督促审计整改

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强化贯通协同，形

成工作合力，推进建立健全解决实际问题的

长效机制。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审计机关要传承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

进一步塑造职业精神、提高专业能力，建设一

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广大审计干部要深入开展主

题教育和审计队伍教育整顿，积极融入“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

动，在做好新时代审计工作中展示担当作为。

会议听取了 2022年以来我省审计工作情况、2022 年全省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支出情况审计的汇报等；听取了福州、泉州市委审计委员会工作情况汇

报和省财政厅、省国资委推进审计整改落实情况汇报。

省委审计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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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是文物大省。经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33251处，

居全国前列；经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

查，全省国有单位可移动文物 469222 件/
套；截至目前，全省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16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42处。

我 省 也 是 世 界 遗 产 大 省 。2021 年 7
月，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召开，通

过策划开展“六个一”活动，实现了全省文

化遗产保护大提升的目标。“泉州：宋元中

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我省世界遗产数量增至

5项，并列全国第二。

近年来，我省开展一系列考古发现及

研究项目，加强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盘

活革命文物、世界文化遗产等文物资源优

势，融合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扎实推进各

项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填补空白 考古取得重大成果
25日，全长将近60米、宽逾10米的“中

国考古 01 号”船，静静停泊在平潭综合实

验区石牌洋景区外海面，考古人员和船员

正在为即将开始的水下考古探查做准备。

作为中国第一艘水下考古专用船，

“中国考古 01 号”将在平潭参与 2023 年度

福建海坛海峡海域水下考古区域调查，为

我省水下考古工作提供专业保障。

4 月，2023 年度福建海坛海峡海域水

下考古区域调查在平潭正式启动。在梳理

既往考古工作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水陆结

合的考古方式，对海坛海峡海域水下文化

遗产展开全覆盖式调查。（下转第五版）

作为文物和世界遗产大省，我省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和利用力度——

讲好文物故事 传播文明声音
□本报记者 郭斌

本报讯（记者 林宇熙） 6 月

25 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

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五届海峡论坛

致贺信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会 议 强 调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坚决

扛起重大政治责任，全面落实新时

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

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积极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建

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推进祖

国统一大业作出更大贡献。要突出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持

续推进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

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

不断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

度和政策，进一步恢复扩大线下交

流，加快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

园。要持续办好海峡论坛，促进两

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为扩

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不断增添生机活力。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

首届文化强国高峰论坛、全球人权

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精神。会议强

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

加强系统研究，推动福建特色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以文铸

魂、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以文惠民，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和文化强国贡献福建力量。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

面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

社保、住房、养老、扶幼等工作，更好

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

按照省政府党组主题教育的

安排，会议举行了省政府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省政府党组

读书班交流研讨会，省政府各位领

导围绕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一卷、第二卷，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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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宇熙） 6 月

25 日，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

常务会议暨安委会成员会议，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银川

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燃气爆炸事

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

务院安委会会议要求，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

一丝一毫不能放松。要坚决贯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

不 下 的 责 任 感 和 枕 戈 待 旦 的 警

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

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

局稳定。要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重点区域安全监管，以对党和

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开展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整治，建立责任倒查

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深入

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不留死

角、不留空白。要坚持“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监管部

门监管责任、行业部门管理责任、

企业主体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

抓，经常性过问，经常性部署，分

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抓，确保责任

落实到位。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宣传，提升

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安全素质。

会议听取关于耕地保护和粮

食安全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通过

《福建省补充耕地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要论述， （下转第二版）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

1975 年出生的林锋，是平潭的一名

基层党员干部，他扎根海岛近 26 年，始

终默默奉献、创新实干、敢于担当，把全

部心血倾注在事业上。不幸的是，去年

12 月 3日，他在工作中突发心梗，猝然离

世，年仅 47岁。

斯人已逝，余音绕梁。林锋的离开，

令人扼腕叹息，当地干部群众通过各种

方式，在线上线下予以祭奠。他的奋斗经

历和感人事迹，更是激励了许许多多的

人。今年以来，平潭追授林锋同志“全区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组成先进事迹报

告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集中学习。日

前，林锋获评 2023 年第一季度敬业奉献

“福建好人”。

奉献，坚守基层干实事
翻开族谱向上溯源，林锋的祖辈世代

务农。作为土生土长的平潭人，他的父母

都是农民，一辈子与农田、大海打交道。由

于家境拮据，林锋从小特别懂事，童年就

会做家务，放学则到田地里帮忙，假期还

跟父母到市场做海鲜生意。

“读初中时，为了省钱，他常白米饭

兑开水吃。后来去泉州念中专，学费是我

们砸锅卖铁才凑出来的。”面对记者采

访，痛失爱子的林母泣不成声。正是明白

生活之艰，林锋从来不乱花钱，上学时即

便没有生活费，也很少向家里要，而是通

过勤工俭学维持生计。

这份朴素一以贯之。“我收拾他的遗

物，发现了几件未拆标签的新衣服，那是

我去年买的，他舍不得穿。他的很多袜子

破了洞，鞋子没坏不肯扔掉。有朋友来串

门，常打趣‘看到那双旧鞋，就知道没走

错’。”43 岁的高巧静于 2003 年嫁给林

锋，两人育有一子。

1997 年从学校毕业后，22 岁的林锋

被分配到平潭北厝镇政府工作，成为家里

首个端上“铁饭碗”的人，这让林家高兴了

好一阵子。此后 11 年，他坚守乡镇，从办

公室科员到计生办负责人，再到文化站站

长，工作始终兢兢业业，成绩有目共睹。

“我们北厝镇第一家文化站，就是

2007 年在林锋手上建起来的，其前身是

农家书屋。”时任北厝镇党委宣传委员

的林我芳说，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的

重要组成部分，乡镇文化站的作用至关

重要。 （下转第六版）

一个人，一座岛，一生情
——追记平潭综合实验区优秀共产党员林锋

□本报记者 程枝文 张哲昊

走进“中国考古01号”船

从粗放捕捞到精细耕海，从简单索取到和谐共生，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发展

惠屿蝶变：换个方式“靠海吃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