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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盛钟） 近日，莆田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提级改造处置厨余垃圾项目进料试运行，实现对厨余
垃圾绿色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变废为宝。

该项目占地面积 3206.8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4288.02
平方米，由莆田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并运营，
在莆田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二期生产线基础上进行提
级改造，主要新建辅助车间、沼渣脱水车间、化水车间、组合
水池、厌氧反应器、均质罐等设施，总处理规模为每日 600吨。

据悉，项目运用“预处理+厌氧消化”的主体工艺路线，
与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源和设施的
共享。项目预处理系统分出的杂质及厌氧消化产生的沼渣
进入焚烧炉焚烧，厌氧产生的沼气用于焚烧炉助燃，沼液进
入电厂渗滤液站处理。

厨余垃圾处置项目试运行

本报讯（记者 沈琳 通讯员 林国成） 近日，涵江区涵
西街道邀请评理员对郭某安置房回迁信访问题进行评理，
围绕郭某诉求，结合具体核实的调查情况，对其诉求展开探
讨。其间，有法律工作者进行法规政策解读，社区评理员用
理劝服等多种形式，最终化解这起多年的信访积案。

今年以来，涵西街道创新“信访+调解+评理”新模式，
推动信访矛盾纠纷在基层评理化解。下一步，涵西街道将进
一步深化拓展创新信访评理工作模式，提升信访评理员业
务能力，提高群众对信访评理室信任度，把信访和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

信访评理室解难事

本报讯（记者 沈琳） 今年以来，莆田市持续推动文化
硕果惠民生，为群众文化生活添彩。

上半年，莆田市持续推动“影视+文旅”融合，累计电影
票房 5771.57 万元，同比增长 31.3%。全市 808 个建制村放映
农村电影 4436 场，观影人数 18.8 万人次。莆仙戏《陈文龙》

《钱四娘》《叶李娘》入选 2023 年福建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开
展莆仙戏进乡村活动 75 场，举办“品味莆阳经典文化”研
学、“与古籍相遇”文字雕版、图案雕版印刷拓印体验等全民
阅读活动 172场次，近 60万人次参与。推进公共文化场所错
时延时开放，惠及群众 68.23万人次。

此外，莆田还通过活动造势、惠民营销、多元宣传等举
措，做旺暑期旅游市场。据了解，莆田市实施文旅消费季行
动，推出荔枝文化美食节、“咏颂梧塘”诗词展、南日岛潮汐
音乐季、村 BA 篮球赛等近百场暑期系列活动。鼓励省外游
客来莆，对组织接待入莆过夜团队的旅行社给予奖励，推出

“莆田文旅一卡通”夏季惠民措施。推动央视《山水间的家》
栏目组走进涵江区白塘镇双福村取景拍摄，发布吉祥物“小
双和小福”，吸引全国游客来莆游玩。

文化惠民添活力

本报讯（记者 沈琳） 近日，涵江庄边镇乡村振兴产业
基地授牌活动暨涵山仙境首届露营文化节开幕。

活动为庄边镇“水稻+川芎”示范基地、庄边镇“水稻+
羊肚菌”示范基地、庄边镇“水稻+特色辣椒”示范基地等举
行授牌；举行“望江萩水”庄边白粿加工和庄边农产品冷链
仓储基地以及“望江萩水”矿泉水厂项目开工仪式；与三棵
树福建零售公司、天久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三
棵树绿色建材“进乡村”推介协议以及镇村企农产品购销战
略合作协议。

近年来，庄边镇以新时代“三农”工作为总抓手，聚焦培
育农业首位产业及主导特色产业，深入探索乡村振兴新模
式，因地制宜开发“涵山仙境”露营基地，创新“露营+”模式
开发新业态；以“水稻+N”、绿桐种植、枇杷改良、闽台农业
文创合作等产业基地为示范，引导流动党员、乡贤回乡创
业；创立庄边镇“望江萩水”区域公共品牌，搭建消费助农平
台，帮助农户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促增收。

庄边乡村振兴产业基地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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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阿豹民间调解室负责人王金森
和派出所民警的共同见证下，城厢区灵川镇
柯朱村村民柯某火在一份调解协议书上签字
并按了手印，一桩历时多年的邻里土地纠纷
就此圆满解决。

待人真诚热情、讲话中气十足，今年 50
岁的王金森绰号阿豹，为群众化解矛盾纠纷
是他最快乐的事。年轻时，他外出闯荡经商，
事业有成；返乡后，有着侠义情结的他担任村
治保主任，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成为
大家眼中的“老娘舅”，四邻八乡的群众遇到
矛盾纠纷，都喜欢找阿豹评评理。

化解纠纷有法宝
家庭矛盾、邻里不和、宅地纠纷……在任

村治保主任期间，王金森遇到形形色色的矛
盾纠纷，在他看来，这些农村地区司空见惯的
小事，如果不及早处理或处理不好，很可能会
酿成大事，甚至演变成治安、刑事案件，不仅
影响民风民俗，还会破坏社会和谐安定。

“每当看到矛盾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化
干戈为玉帛时，我就觉得十分欣慰。慢慢地，
我对这个给自己‘找麻烦’的工作上了瘾。”快
人快语的王金森说。

2018 年 11 月，王金森辞去村干部职务，
创办灵川镇首家公益性民间调解室——阿豹
民间调解室。为避免落人口实，他关停了原本
经营的酒庄和油漆生意，一心专注于为周边
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排忧解难。“好好的生意
不做，偏要自己花钱租店面搞调解，还经常挨
骂，尽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对于丈夫的行为，
妻子张良烟起初很难理解，大半月没理他。

“年轻时我赚了一些钱，现在到了回馈乡

里乡亲的时候，给后代留下好家风。”渐渐地，
王金森的行为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周边
村居多位村干部也先后加入调解室，给了他
很大信心。

何寨社区居民郑某与邻居因房屋排水
问题产生纠纷，双方互不相让，陷入僵局。王
金森介入调解后，从邻里关系、法律政策入
手，找准矛盾症结和调解的突破口，最终解
开了他们心中的疙瘩。“我们一定会站在公
平公正的立场上，不偏袒任何一方，摆事实讲
依据……”每次调解之前，王金森都会这样对
调解对象说。在他看来，调解不只是耍嘴皮

子，还要有理有据，才能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化解矛盾纠纷要

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这些年，王金森总结出
一套纠纷化解的法宝：耐心听、细心问、热心
帮，讲亲情、讲友情、讲乡情，以情感人、以理
服人。

如今，阿豹民间调解室团队愈发壮大，除
了原先的几位村干部，还吸引多名教师、律
师、退休干部等参加，团队人数达 15人。

“干到干不动为止”
农 村 矛 盾 纠 纷 复 杂 多 样 ，解 疙 瘩 并 不

容易，察言观色少不了，有时还得学会看人
下菜。“闲暇时，阿豹经常学习法律书籍，看
法制节目，不断加油充电。”团队成员徐开
龙说。

3 年前，王金森开始将自己的调解经历
用方言拍成短视频并上传到社交平台。如
今，他成为一位拥有 2.5 万名粉丝的博主，不
少当事人在刷到他的视频后专程前来求助。
仙游县枫亭镇一名老人因房屋纠纷与大儿
子一家关系持续紧张，今年 3 月，老人无意间
看到王金森的视频，特地前来请他主持公
道。很快，王金森便化解了老人家庭的矛盾
纠纷，修复了亲情。

5 月 19 日晚，村民郑某因情感纠纷情绪
失控，来到一座在建房 4 楼扬言要跳楼。经过
王金森一个多小时的劝解，郑某的情绪得以
缓和。而当她准备转身时，一个踉跄差点掉下
楼，手疾眼快的王金森箭步冲上前一把将其
拽下，转移到安全地方。回忆起这事，王金森
至今都有些后怕，当时要是一个不小心，很可
能两人都会摔下楼。

王金森坚持把调解室定位为公益性质，
不接受任何资助和补贴，团队成员也一直是
以志愿者身份参与调解，不拿报酬，不计得
失，任劳任怨。目前，调解室有两处办公场所，
每月光租金就要 3000 多元，因为王金森参股
的生意还有稳定的收入，经济条件还过得去，
也负担得起。

如今，阿豹民间调解室名声渐响，周边县
区的群众也经常慕名前来。迄今，调解室已调
解 500 多起矛盾纠纷，成功率超过九成。去年
底，王金森被评选为“福建好人”。“我想自己
一定会一直干下去，干到干不动为止。”

“福建好人”王金森：大家眼中的“老娘舅”
□本报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陈丽君 文/图

王金森展示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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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塘镇漏头村第三届荔枝文化节皮划艇比赛 尚演 摄白沙镇坪盘村风景如画。 林昇辉 摄

江口镇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 （资料图片）

日前，涵江区白塘镇双福村第五届荔枝
文化旅游节启动，同期举行达人短视频宣传、
美食集市展销、荔枝园采摘等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平台，向全国展示“双福荔枝”独特魅力，
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涵江区立足乡土特色和自然资
源禀赋，探索打造区域公共品牌、科技赋能农
业、提升乡村智慧治理能力等多元路径，践行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带动数字赋能乡村
产业提质增效、高质发展。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盛夏，泛舟在双福村水系中，一排排古荔
枝树沿河岸生长，树影倒映水面，荡起层层涟
漪，岸边拱桥、栈道、泊船，一幅“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画卷徐徐铺展……

双福村地处木兰溪下游，是一个美丽的
少数民族村落，村里现有 10 株树龄达 700 年
的荔枝树，是莆田古荔资源集中地，村庄至今
保留着大量古建筑，百年书院等古厝历史底
蕴深厚，先后获得“2022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省级乡
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入选国家级传统
村落名录、福建省“绿盈乡村”建设典型案例。

“双福荔枝皮薄肉厚，口感纯甜多汁。”双
福村党支部书记郭玲玲说，为激活品牌效应，
提升双福荔枝品牌文化影响力，这届双福荔
枝文化节开幕式现场，双福荔枝 IP 形象“小
双”“小福”正式亮相，为进一步亮出双福优质
荔枝的金字招牌助力增效。

近年来，双福多次举办荔枝文化节活动，
围绕“水上游、陆上观、田里玩”发展思路，实
施水上巴士旅游线路、古厝修缮提升、特色农
业打造等项目。通过引进文创、休闲餐饮、农
旅等业态进驻，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今年
以来，通过社团组织、校村活动、“机关+农
村”活动吸引旅客 5 万余人次。眼下，双福村
正计划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完善乡村
旅游基础设施，打造小而精的乡村旅游，吸引
更多游客前来观光，也让更多村民回乡创业。

在涵江，围绕特色优势产业，进行空间区
域布局，各个乡镇已经催生出多种特色产业
模式，除了有序推进枇杷四宝、梅洋茗茶、五
福线面等优质农特产品，涵江推出“五彩萩
芦”“望江萩水”“夹漈先生”“我在大洋有亩
田”“凤鸣梧桐”等区域公共品牌，促进乡村发

展“含绿量”和“含金量”同步提升，加强当地
农产品的质量效益和品牌竞争力，完善产业
链条，促进乡村产业繁荣兴旺。

科技创新助农增收科技创新助农增收

日前，大洋乡南岭村的中药材仿野生栽
培技术示范基地，金线莲、铁皮石斛等中药材
长势喜人。在福建莆田中药材科技小院团队
的帮助下，这片原先闲置的林地如今每公顷
增收 15万元，研发的中药材衍生品远销各地。

“科技小院是科特派制度的一种创新形
式，主要以专家、导师带领研究生常驻科技小
院为基本特征，是集结各种科技力量共同促
进产业研究的新平台。”福建莆田中药材科技
小院责任专家林生说。

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培育新品种尤为重
要。福建农林大学教授、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林
文雄带领团队入驻科技小院并成立工作站，
融产、学、研、用为一体，研究林下仿野生栽培
技术、水肥土管理、病虫害生态防控等技术，
并多次通过实地察看、面对面授课等多种方
式，向学生科普珍贵中药材知识，为农户讲解
林下种植日常管理措施。莆田山有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在林文雄等专家团队的辅助下，开
发了金线莲胶囊和含片、铁皮石斛胶囊和含
片等系列中药材产品，实现延长林地产业链、
增产增收。公司创办人林业平介绍说：“目前，
我们拥有 300 多亩林地，金线莲、砂仁、黄精
等优质中药材已形成规模。”

耕作用上新技术，种田更加高效。“嗡嗡
嗡……”植保无人机迅速升空，按照设定的
路线，沿着稻田匀速飞行，向下喷出均匀的
白色云雾。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种植区域，
一架植保无人机在稻田上空开展病虫害防
治作业。

“与传统人工喷雾器相比，植保无人机喷
洒更加均匀、效率更高，防治成本也更低，可
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作业，而且还能减少农
药对田间环境和农作物的污染。”莆田市信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林叶熊说。

另一边，在涵江区江口镇赤港农场，农机
手张天民驾驶着插秧机在秧田里来回作业，抬
升放盘、下降插秧……在机器轰鸣声中，秧苗
整齐、均匀地植入泥土中，不一会儿，秧田里就
铺满了禾苗。“传统人工插秧一天一亩，如今采
取机械化，几分钟就能完成。”张天民说。

2018 年，林叶熊成立莆田市信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当上“新农人”。在林叶熊及团队
的努力下，建立了“网约农服”+“数字种植”
互联网数字农业服务平台，“网约农服”平台
提供订单管理、农机管理、在线下单、订单作
业核查、评价等功能，帮助农机合作社解决有
机无地、农户解决有地无机问题。“数字种植”
则是借助物联网、AI、大数据等数字应用技
术，提前做好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各项指标的
预警、检查及干预，保障农作物健康高产。

数字赋能智慧治理数字赋能智慧治理

“过去有事到处找村干部，现在是线上沟
通、线下解决，平台上都有记录。这个月我的
积分又涨了！”江口镇海星村单元长佘文秀
说。该镇运用多种现代新型技术，建立江口镇
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将全镇划分为 203 个
网格、2939 个网格单元，探索“互联网+网格
管理”服务管理模式，形成自上而下的指挥联
动体系和完备的工作流程闭环。采取积分激
励机制，量化考核模式，聚焦文明创城、安全
隐患等模块，以网格长、单元长上报采集的事
件数量和问题解决情况、解决质量为主要考
核内容，分别设置指标和评分标准。

海星村在平台开通“村民有话说”工作板
块，村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将诉求及时反馈
至平台，由平台综合研判后向镇有关部门派
单，限期整改落实，并做好沟通反馈。此前有
村民在平台留言：部分道路因饮水工程项目
施工导致损毁，对出行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收

到信息后，佘文秀第一时间到现场了解情况，
迅速向项目施工单位反映问题。第二天，破损
道路就得到了修复。

数字化助力村级事务管理流程再造，基层
治理有了新思路。“过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根针’，别看村子不大，大小事情忙起来千头万
绪。”佘文秀感慨，数字化平台整合了各类信
息，村务管理监督、评价考核都有迹可循。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保障。涵江区围绕
推进乡村建设、改进乡村治理、进一步发展农
村社会事业，把数字化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
融合，以村级政务公开为基础，以社交平台为
媒介，探索“数字+”村镇级别基层治理模式，
实现及时传播发布惠农政策、村务村资公开
透明，准确预判基层潜在风险，不断提升“智
治”水平，使基层治理效能倍增。

在萩芦镇党群服务中心，萩芦镇党委书
记陈丽丹通过手机，点开“数字萩芦”乡村建
设合作平台，界面上跳出建房审批、建房监
管、危房排查、两违举报等 11 个功能板块，方
便村民在线申请建房。

“如果村民想建房，可以在平台上填好
信息，相关部门就会组织人员到申请人家中
现场勘查、联审材料，现场解答建房有关问
题，对于符合建房申请的勘查表现场签字，
审批过程也会在小程序上实时公开。”陈丽
丹说，“数字萩芦”探索加强农村建房管理、
创新土地经营方式、盘活农村集体资源等新
路子，有效缓解农村建房审批难、监管难、

“两违”频发等问题。

本报讯（记者 林鹏 通讯员 郑志忠 陈文谋） 近日，
福建省第九届古道公益夏令营在仙游县西苑学校开营。来
自福建江夏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幼儿师范高等学校等
3所大学的 20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开营仪式。

夏令营为期 7 天，古道公益救助服务中心和大学生志
愿者在线上募集活动费用，并组织 39 名西苑留守儿童参
加。夏令营课程丰富多彩，有音乐、舞蹈、书法、科普、户外活
动等。

据介绍，成立于 2012 年的福建省古道公益救助服务中
心坚持资助西苑乡的留守儿童，在受助学生中开展阅读、征
文比赛等活动。自 2014 年举办首届公益夏令营以来，已举
办 9届，累计 150多名留守儿童参加。

山区留守儿童参加公益夏令营

自今年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大察访“百日攻坚”行
动以来，仙游县郊尾镇采取“变上访为下访”“调解评理”等办
法，全面梳理信访积案，落实“一案一策”，不断化解矛盾纠纷。
据统计，郊尾镇共摸排矛盾纠纷302件，已化解283件。图为近
日的调解现场。 本报记者 林鹏 通讯员 张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