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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嵩屿派出所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密
结合“两队一室”警务机制改革，深化“警网
融合”模式，大力夯实社区基础管理举措，
不断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质效。

搭好管理“机制桥”，多措并举提效能。
完善排查机制，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完

善采集机制，按照“不漏户、不漏人、不漏
项”的工作要求和“人来登记、人走注销、人
户一致”的采集原则，开展“一标三实”基础
信息采集工作；完善宣传机制，提升自主申
报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

搭好警网“融合桥”，多方力量促合作。构
建“社区民辅警+社区综治专干+社区网格

员+小区志愿者”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架构，
健全完善警社、警企、警民联勤联动、共建共
治的管理工作机制；组建“警民联系”微信群，
确保沟通交流渠道便捷顺畅；社区民警下沉
社区，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延伸到社区
警务室，让被动申请登记变为主动上门采集。

搭好基础“保障桥”，多元服务解民忧。在

入户走访的过程中，同步进行户籍业务知识
讲解，解决流动人口“急难愁盼”问题；深入开
展涉及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源头化解，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萌芽状态；定期组织社区民辅警、社区
网格员、小区志愿者等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进一步发挥职能。（刘晓燕 林华清 田圆）

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嵩屿派出所：搭好“三座桥”，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质效

陈兆钦（已故）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于 2011年 12月列入奥体 4#地（原东扩企业搬迁安置 1#地）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56.36㎡。
陈兆钦（已故）于 2012年 1月 20日签订编号:H34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105㎡。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金榕南路 755号霞镜新城（八区）（霞镜新城（海峡奥体中心
14#地））8-2#楼 2208 单元。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陈兆钦名下。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
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陈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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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城厢区灵川镇：高效化解信访难题
近日，莆田城厢区灵川镇某体育用品公司与企业食堂承包方某餐饮管理公

司发生合同纠纷，双方各执一词，剑拔弩张。灵川派出所、镇司法所等第一时间介
入，现场制止矛盾激化。两天后，经过灵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签署调解
协议书，这起涉及 30 多万元的经济合同纠纷圆满画上句号。莆田市矛盾纠纷大
排查大化解大察访“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灵川镇不断创新信访工作体制机
制，畅通信访渠道，突出问题导向，推行群众诉说有人听、困惑有人解、困难有人
帮、矛盾有人调、喜事有人贺“五有”群众工作法，精准规范信访工作流程，推动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信访化解有力度、有速度、有温度。（许琦猛）□专题

党建引领化信访 赋能聚力促民生
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深入推进“党建引领 夯基惠民”工程与信访工作深度

融合，提升“党建+信访”服务质量。“点”上抓重点，突出“实”。利用“全市一张
图”平台，围绕重点板块、重点人员，集中力量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动态大排
查。“线”上抓延伸，体现“效”。强化信访形势监测，做好信访件“周聚焦、月通
报”，常态化落实“四门四访”，确保重点稳控对象不失管、不漏管。“面”上抓突
破，把握“质”。按照“一事一对策一案一专班”落实包保责任和化解稳控举措，推
动线上平台与线下案件化解结合，全力实现信访发生率下降、事件办结质效和
群众满意度提升。 （陈晓颖） □专题

福泉高速提前完成省级公路隐患路段整治工作
近日，福泉高速公路 AK2112—AK2112+500 省级道路隐患路段整治项目

顺利完工，比预计时间提前近 2 个月。该路段临近福清宏路互通，为下坡、转弯

路段，因车辆突然变道导致的车辆追尾等事故时有发生。为保障群众出行安

全，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将隐患治理列入 2023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

一，对该点位前后路段的交安设施进行增设、改造，提醒驾驶员按道行驶、安全

驾驶，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在各参建单位的共同努力下，7 月 6 日全面完成整治方案的各项内容，包

括 2处单悬臂出口预告标志移位、2处门架式出口预告标志增设、1处单悬臂出

口预告标志拆除、导向箭头标线施划 57m2、地面文字标线施划 432m2、5组太阳

能警示灯等。下一步，福泉公司将继续跟踪查看整治效果，为道路安全畅通保

驾护航。 （王鸿清）

多年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 东 山 县 供 电 公 司 全 面 履 行 社 会 责
任，不断提升道德建设，纵情播撒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电网企业服务宗旨
的火种，围绕“文德昌明、卓越长行”的
创建主题开展工作，推动了公司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
建设协调发展。2020 年，国网东山县供
电公司被中央文明委授予“第六届全
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近几年来，公
司按照“文明建设常态化、常态建设创
新化、创新建设项目化、项目建设品牌
化”的思路，着力在巩固成果、提高水
平、拓展深化、增强实效上下功夫，不
断追逐电力的华彩，唱响文明的赞歌。

文明筑基 健全创建工作机制

公司上下凝聚成一股“当卓越文明
员工、创全国文明单位、做优秀文明市
民”的社会正能量，成立了创建文明单
位领导小组，设置“两级三层”网格化组
织，组建6个专项工作组，分项推进创建
工作的有序开展；建立“一岗双责”“双

向参与、共同负责”的工作机制，形成了
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文明单位创建
工作领导体系，保证了创建工作各方协
调，渠道畅通，常态运转。

文明润泽 内化核心价值培育

公司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

础工程，立足实际，突出特色，通过创
新阵地、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形成了
领导讲堂、模范讲堂、授课讲堂、展示
讲堂、活动讲堂、视频讲堂、网上讲堂
等道德讲堂形式，把道德讲堂和道德
模范学习宣传活动打造为提升公司员
工文明素养的有效平台；设立“文昌”
讲堂，培育志愿讲解员，开展多内容、
多形式、多平台的创建主题宣讲活动。

2020 年以来，公司已累计举办道德讲
堂 15 场，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
30余次，直接受众 600多人次。

文明绘彩 引领社会文明风尚

公 司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发 展 理
念，全面实施新时代“双满意”工程，发
挥央企的示范引领作用，党员服务队

入户企业、校园安全用电检查 500 余
次，协助用户排除安全隐患 200 余处，
圆满完成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
国 际 国 内 体 育 赛 事 等 重 要 保 电 任 务
100 余 次 ，服 务 东 山 文 明 公 益 120 余
次；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挂钩帮扶留守
儿童、低保户等弱势群体，建设便民服
务驿站，点滴温暖凝聚央企责任，成为
党和人民群众之间、供电企业和用电
客户之间的连心桥。同时大力推进全
县 17 个行政村电网改造，开展乡村房
前屋后环境整治，完成下西坑、前何、
澳角等乡村电力线路规整，完成 2 座
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改造，助力文明城
市创建。 （高宗泽） □专题

追逐电力华彩 唱响文明赞歌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东山县供电公司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常抓常新

“清代开始，这一带的房屋都属于刘氏
家族，总面积达 3000多平方米，家族里的婚
丧嫁娶都在这里举办……”在建瓯城区的序
五里 43 号，一座古朴的小楼——中共闽北
临时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静静立于清幽的巷
子中，承载着岁月的沧桑。正在为参观者做
讲解的清瘦老人是沙无泞，与共和国同龄的
她已经守护这座小楼半个世纪之久。

“序五里43号”的红色历史

小楼虽小，却不平凡。
时光回溯到动荡的 1927 年，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遭到大肆
搜捕和屠杀，各地党组织被破坏，白色恐怖
笼罩全国。中共八七会议召开后，党中央为
了恢复与发展福建工农运动，决定成立闽
北、闽南两个临时委员会，领导福建革命斗
争。这座小楼便是当时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
机关所在地。

“小楼是我外公刘葆彝设计的，可他还
没见到小楼建成，便在 1926年的‘三·一八’
惨案中牺牲了。也是在那一年，中共建瓯支
部成立，这里就成了我外公的老师、同学等
当时建瓯仁人志士的避难所。”沙无泞介绍
说，由于刘氏祖宅四通八达、便于撤退和隐
藏，同志们便决定将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
机关设在这里。当时，刘葆彝的弟弟刘葆康
参与了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刘葆
彝的父母和遗孀则负责联络和掩护同志。

“小楼正前方是以前刘家的花园，西边
这一块则是大院。遇到有人来搜捕，同志们
便从西边这个小门撤出去，前往码头坐船
离开。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撤销后，此地依
然是重要的红色交通站。”岁月流转近百
年，刘氏家族的许多成员在革命中远行，当
年人丁兴旺的祖宅，辗转变迁，仅剩下“序
五里 43号”作为历史的见证。

捐房建设纪念馆

为了小楼的存续，沙无泞付出了许多。
沙无泞的父亲沙陆墟是江苏无锡人，

在闽北参加革命活动期间，与刘葆彝的女
儿刘淑贞相识相知。1968 年，为了照顾几乎
半瘫痪的外婆郑瑞芝，还不满 20 岁的沙无
泞独自从无锡来到建瓯，这一待就是半个
多世纪。

“照顾外婆的 12年里，她告诉了我许多
红色历史，我俩的感情很深。”沙无泞清晰
记得外婆临走前的话，“这座小楼是你外公
留下的最宝贵纪念，我将它传给你后不能
作为财产买卖，一定要把它长久守护好。”
面对老人的嘱托，沙无泞含泪承诺，决心像
爱护生命一样保护好小楼。

1984 年，沙无泞一家居住的小楼被考
证为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旧址。沙无泞和
叔公刘葆康，姨妈刘静贞、刘永贞及母亲刘
淑贞讨论决定，自愿将小楼的书厅无偿捐
赠给政府。1986 年，经建瓯县委、县政府拨
款修复，设为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旧址纪
念馆和建瓯市革命斗争史陈列馆。

捐出书厅后，沙无泞一家只能“蜗居”

在小楼楼梯下不到 25平方米的空间内。“烈
士连生命都可以牺牲，作为烈士后代，我们
捐出房子又算得了什么？”沙无泞坦诚地告
诉记者，将小楼交由国家保护是对外婆的
最好告慰，既然决定要建设展馆，自己还要
努力确保它能一直敞开大门、更好地传承
红色基因。

每天工作之余，沙无泞忙着为参观者义
务讲解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的历史，这一忙
就是 37年。家人们总是体谅她的忙碌，主动
为她分担家务、帮忙引导访客。纪念馆的保
洁、水电等事务，均由沙无泞一家负责，她毫
无怨言，以纪念馆为家，毅然挑起重任。

守护家人最珍视的记忆

“女儿啊，爸知道你这辈子的心思都在
那栋小楼上，现在政府也在努力保护它，可
以回来陪我一段日子了吧？”1993 年 3 月，
沙无泞赴无锡，为年近八旬的沙陆墟祝寿。

此时，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纪念馆已被福
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面对父亲的恳求，始终牵挂着小楼的沙无
泞默默无言。

同年 10月，沙陆墟离开了人世，返回建
瓯的沙无泞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为了陪
伴悲伤的母亲，赶往无锡奔丧的她在当地住
下打工，在建瓯玻璃厂的工作成了停薪待
岗。1996年，因丈夫下岗，小楼关闭了一年。

“叔公和母亲的最后岁月都是伴着小
楼度过的，他们对这里的感情同样深厚。”
沙无泞回忆说，1997 年自己陪母亲回到建
瓯，四代人难得团聚。当地政府体恤一家人
的付出，在小楼旁原宅基地上增盖了一座
50平方米的平房供他们居住。同年，见证过
革命岁月的叔公刘葆康和母亲刘淑贞先后
辞世，沙无泞不久后也从玻璃厂退休，她的
讲解员生涯开启了新篇章——受建瓯市博
物馆聘用，她成为一名专职讲解员，每个月
200 元的退休金加上 300 元左右的讲解员
薪酬，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时光一晃二十余载，在建瓯当地党委
和政府的支持下，纪念馆换掉了简陋的木
制展板，小楼地面铺上了瓷砖、粉刷了墙
面，门窗都刷上了漂亮的油漆，灯箱把室内
照得更加亮堂……不变的是，沙无泞日复
一日守护在此，至今她已累计服务参观者
10万人次以上。

“于无声处听惊雷。也许在他人看来，
一路走来有太多艰难，但这些对我而言，只
是为了守护自己家人最珍视的记忆。”沙无
泞告诉记者，小楼不仅寄托着家族的根与
魂，也“住”着一段每每提及都倍感光荣的
历史。只要条件允许，她的讲解还将一直持
续下去。

沙无泞：半个世纪的守护
□本报记者 赖昊拓

本报讯（记者 施辰静 通讯员 郑伯坚） 19 日，一批来自新
加坡的藏品运抵厦门海沧码头，早已等候多时的厦门海沧海关关
员立即开展查验工作，确保物品安全快速通关。据介绍，该批藏品
包含家具、油画、铜钟等 43 件，为东南亚著名社会活动家、华人实
业家唐裕生前所有，其后人委托爱国华侨陈嘉庚长孙陈立人捐赠
给厦门华侨博物院。

唐裕（1926—2021 年）祖籍福建泉州，出生于印尼，自幼在新
加坡接受教育。生前曾以其个人影响力，为中印尼两国交往作出重
要贡献，享有“民间大使”美誉。

受台风“泰利”影响，厦门近期阴雨天气较多，厦门海关采用
“接力式”监管，指派审单关员提前完成报关单证审核，查验关员在
码头等候，第一时间开展查验工作，确保捐赠物品安全无恙。

题图：海关关员查验捐赠藏品中的油画。这幅油画展现了华侨
华人在开发东南亚过程中的故事。 （厦门海沧海关供图）

厦门华侨博物院获赠一批藏品

18 日，在连城县隔川镇隔田村的客家武术连城拳传习中心训
练场，连城拳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黄林（前排右一）正忙着向利用
暑假前来学习客家“青狮”舞狮技艺的中学生传授技艺。

黄林中学毕业后就接过父亲的衣钵，负责连城拳武术传承教
学工作。2001年，他又学会制作客家“青狮”狮头的手艺。

据介绍，客家“青狮”轻巧、身长，额头突出，脑门上的八卦明
显，狮嘴呈现“开口笑”，长方形的红“狮舌”上有“五福临门”等吉祥
语，因狮布为青色而得名。目前，客家“青狮”分布于广东、江西和我
省等地，并于 2021年被列入龙岩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据黄林介绍，他的儿子黄建忠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子承父业，
父子俩承担了当地中学（职中）、小学、幼儿园等 8 所学校的“非遗”
连城拳武术与舞青狮课程的教学，截至目前已培养了 2600 多名连
城拳武术与舞青狮后备人才。 邹善水 沈桂芬 卢凡 摄影报道

非遗“青狮”有传人

泉州市泉港区充分利用辖区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等场所，开设美术、音乐、舞
蹈、书法、球类、棋艺等各类暑期公益培训，缓解超万名青少年学生
暑期无人管护、“兴趣”班学费贵等问题。图为 18 日，学生们在练习
沙画。 本报通讯员 林弘梫 摄

最美文物守护者

沙无泞在讲解中。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郭斌）“音为热爱
奔赴山海”2023 年南日岛潮汐音乐季
系列活动，日前在莆田市南日岛港南村
福鲍沙滩开幕。

歌声伴着落霞与海浪，点亮了和美
海岛的文旅新篇章。伴随南日岛旅游主
题曲《去有风的南日岛》响起，潮汐音乐
季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乐队献唱、舞蹈
表演、花式篮球、现场演奏等各具特色
的表演，让山海交织的福鲍沙滩更添色
彩。活动现场的各式餐车、瞰海餐厅、露
天电影更让南日山屿焕发“原生态”+

“新业态”的全新魅力。
此次活动以潮汐音乐季为核心，推

出东岱湾休闲垂钓平台、垦区海上乐
园、屿仔洋研学基地、浮叶海鲜一条街
等一系列文旅新业态，借助音乐季拓展
旅游资源，打造具有标志性的旅游文化
品牌，唱响海岛文旅“乐经济”，带动当

地住宿、美食、文旅项目消费热潮，让
“流量”变“留量”。

南日岛潮汐音乐季是莆田市委、市
政府今年“莆阳爽夏”文化旅游季中独
具海岛特色的文旅活动，由秀屿区委、
区政府主办，活动将持续 3 个月，以“潮
汐”和“海浪”为主题，融入南日岛的山
海美景，让游客在远离城市喧嚣、欣赏
原生态小岛美丽风光的同时，感受当地
的海洋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

今年，南日岛获评国家级“和美海
岛”。依托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
秀屿区整合海岛特色，以深化“吃住行
游购娱”为破题点，充分挖掘海滩、海
浪、海岛旅游资源，探索渔旅融合新模
式，打造集生态、养殖观光、渔业体验、
特色餐饮、岛上田园、红色旅游、休闲垂
钓于一体的滨海旅游示范点，做大做强
文旅经济。

南日岛潮汐音乐季开幕南日岛潮汐音乐季开幕

音乐表演带来海洋气息音乐表演带来海洋气息。。 主办方供图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