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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琳） 11 月 9 日至

11 日，省委书记周祖翼深入南平市浦城

县、松溪县乡村、企业和文化场馆实地

调研，指导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周祖翼

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传承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夯实基层基础，推进乡村

振兴，把主题教育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时过立冬，南平依旧山润水碧。从

“梦笔生花”的浦城到“山水甲闽中”的

松溪，优越的生态资源，深厚的文化底

蕴，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处处焕发

着勃勃生机。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浦城县素有

“闽北粮仓”的美誉，眼下正是再生稻第

二茬稻的收获期。周祖翼一行来到石陂

镇申明村再生稻生产示范片，田间谷穗

饱满低垂、收割机整装待发。周祖翼在

田埂上与农业科技专家、种粮大户交

流，走进再生稻科技小院，听取再生稻

科技推广情况。周祖翼说，广阔天地，大

有作为。年轻科技人员要加强思想淬

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

田间地头开展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落地，促进粮食生产增产增效，带动和

服务更多种粮农民，真正把论文写在田

野 大 地 上 。在 浦 城 县 仙 芝 科 技 公 司 ，

周祖翼深入灵芝栽培车间，察看灵芝出

枝、孢子粉采集等流程，询问企业科研

创新和灵芝种植、加工、销售等情况，鼓

励企业做强主业、做大品牌，加强科技

研发，引进培养更多科技人才，积极助

农富农。

乡村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关

键。周祖翼来到松溪县最大的产茶区茶

平乡茶平村，登上茶园高处，俯瞰连绵

茶山，与茶农代表、科技特派员、乡镇村

干部围坐一起，询问茶叶品种、品质和

产量、销量，了解绿色生态茶园建设和

推行“吃茶话事”工作机制等情况，听大

家说村里大事小情，共商乡村产业振

兴。从茶山顶望去，吴山头村就在湛卢

山山腰处。周祖翼沿着古道石阶走进村

庄，察看了朱子廉洁文化展示馆、湛卢

宝剑及茶刀展示馆等，鼓励当地保护好

自然生态，传承好非遗技艺，加快文旅

融合，引领乡土文化振兴。船泊梅口埠，

青山映水中。周祖翼在郑墩镇梅口村步

行察看了苏维埃政府红色文化馆和古

渡口、古建筑、古巷道等，叮嘱他们要赓

续红色血脉，传承耕读文明，留住乡土

风貌，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开发

利用好，做足文旅文章。郑墩镇万前村

的百年蔗被誉为中国甘蔗的“活化石”。

周祖翼走过丰茂蔗林、来到母蔗园，沿

途听取百年蔗种植面积、生产周期、制

糖工艺等情况介绍，希望大家珍惜资

源、深耕细作，提升“世界第一蔗”知名

度，把百年蔗产业做大。周祖翼还深入

郑墩镇卫生院，了解“4+N”全民健康网

格化服务体系落实情况，鼓励医护人员

当好农村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探索创

新、培养引进并留住人才，完善医疗设

施，提高服务水平，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每

到一个村镇，周祖翼都认真了解基层党

建和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周祖翼

指出，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

风，及时总结“党建体检”等创新做法，

不断完善贴近群众、共建共享的议事平

台和工作制度，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坚强战斗堡垒，知民情、解民忧，“抓前

端”“治未病”，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以文兴城，以文惠民。史称“八闽望

邑”的浦城县，历史文脉绵延千载，文化

资源灿若繁星，涵养了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自信底气和精神力量。走进浦城博物

馆，馆内展示撷英掇华、令人耳目一新。

周祖翼一行参观了历史文物展陈，详细

了解浦城历史文化脉络和文物保护情

况，希望当地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

研究、展示历史文明的重要作用，做好

文物的活化利用工作。梦笔山前，有馆

如山。浦城美术馆（范迪安美术馆）集传

统美学、现代艺术于一体，具有闽北原

乡特色，成为文化新地标。周祖翼观看

了馆藏艺术作品、美育图书馆，希望当

地用好这个平台，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和

社会美育功能相互融合，让更多群众欣

赏美术佳作、提升文化素养。在松溪县

美术馆（版画院），周祖翼参观了松溪版

画 30 年作品展，详细了解版画制作技

艺，鼓励他们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坚持

守正创新，扩大对外宣传，让版画等民

间传统美术展现出新时代独特魅力。

调研中，周祖翼还专程前往浦城县

管厝乡管厝村，看望慰问“时代楷模”廖

俊波同志的父母，并察看了廖俊波家风

家教馆。周祖翼说，当前全省正开展第

二批主题教育，全省党员干部要深入学

习廖俊波同志的先进典型事迹，弘扬廖

俊波精神，不忘初心、矢志奋斗，努力做

廖俊波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省领导吴偕林、王金福参加。

周祖翼在南平调研时强调

传承优秀文化增强发展动力
夯实基层基础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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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把学习推

广“四下基层”作为第二批主题教育重

要抓手，让“四下基层”在福建牢牢扎

根、绽放光芒。莆田市如何按照省委部

署，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

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答好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

的莆田答卷。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莆

田市委书记付朝阳。

记者：今年是“四下基层”提出 35周

年，请您结合莆田实践，谈一谈对“四下

基层”内涵、价值的认识。

付朝阳：“四下基层”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

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在历久弥

新的时间考验中依然熠熠生辉、闪耀着

耀眼的实践伟力。对莆田而言，印象最

深、感受最多、受益最大的还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推动的木兰溪治

理，在福建工作期间前后多次关心支持

木兰溪治理，亲临现场调研，实地检查

治理方案和技术准备，这些都与“四下

基层”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是习近平

总 书 记 留 给 莆 田 弥 足 珍 贵 的 思 想 财

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20 多年来，

历 届 市 委 、市 政 府 牢 记 嘱 托 、感 恩 奋

进，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推进木

兰溪综合治理，使木兰溪成为新中国

水利史上“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生

动实践。

35年来，“四下基层”在机制上不断完

善、在主体上不断拓展、在形式上不断创新、

在内涵上不断深化，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

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 （下转第四版）

践行木兰溪治理理念 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市
——访莆田市委书记付朝阳

□本报记者 何金 林爱玲

祖国的未来属于下一代。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

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今年是福建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 35周

年。35年来，福建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队伍不断发

展壮大，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全省关工委组织已达 2.6 万个，从事关心

下一代工作的“五老”人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

老教师、老模范）近 30万名，“五老”工作室 560 多个，

已成为深受青少年欢迎、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群众

性工作组织。

坚持立德树人 赓续红色血脉

风和日丽的日子，三明沙县谭厝自然村一处老

宅子的厅堂里，时常会有一位精神矍铄、声若洪钟的

老人给小学生们讲党史。老人名叫邓仰清，今年 95
岁高龄，是一名退休的小学党员教师。自 1991 年踏

上以宣讲形式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道路，他已作

过近百场宣讲，听讲的学生人数将近两万名。

邓仰清的故事，是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关心

下一代工作的生动缩影。作为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坚实

阵地，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不断支持和帮助青少

年成长，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力推动培育时代新人。

——用好用活红色教材，代代相传红色基因。紧

扣主题，每年出新，先后开展“学党史、颂党恩、跟党

走”等主题教育活动；建立 2771 个教育实践基地，设

立百个“全省关心下一代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基地”，

选树全省“百佳‘五老’故事员”。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加强普法宣传教育。连

续14年在全省开展“中华魂”读书等活动，通过多种形

式引导青少年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泉州市、三明市、莆

田市和17个县级关工委被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普法教

育示范区”，400多所学校被命名为“零犯罪学校”。

——办好家庭教育“人生的第一课堂”。省关工

委坚持 26 年、先后播出 1400 期家教广播节目，举办

9 场“福建家教大讲堂”，邀请全国知名专家来闽传

授科学育儿知识，推广福州市“网络家长学校”成功

经验，促进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

——省关工委与省科协等单位联合举办各类青

少年科技创新活动。开展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促进

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精准关爱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

帮助困境青少年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是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多年来，省关工委因人

施策，对读书难的孩子开展助学活动，对农村留守儿

童开展关爱活动，对城市流动儿童开展“三进”活动，

对问题和失足青少年开展帮教活动，精准关爱帮扶成效显著。

1995 年成立的省关心下一代基金，至今向家庭困难学生共发放奖助学金

3639.5 万元，受助学生 5.35 万人次，捐资建校 345 万元；各级关工委建立关心下

一代基金 841个，共助学 50多万人次。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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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东南网记者 王文青 邵
宇翔）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记者

从 2023 年（第四届）海丝茶文化论坛

组委会获悉，论坛将于 11月 14日—17
日在“双世遗”城市武夷山市举办。活

动将邀请驻华使节、国际友人、海外华

侨华人、海内外茶界专家学者、茶企茶

商、青年网红代表等近 40 个国家和地

区逾 200人参会。

本届论坛以“福满四海 茶香世

界”为主题，立足“三茶”统筹发展，突

出国际元素，包括举办论坛开幕式、主

旨 报 告 、“ 茶 文 化 与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

“‘Z 世代’与茶文化传承创新”“万里

茶道与世遗传承”3 个交流议题、福茶

品鉴及推介、实地考察等，拍摄“主播

带你看武夷”系列短视频，推动福茶飘

香丝路，拓展福建的海外朋友圈，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

论坛由福建省委宣传部、省农业

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归国华

侨 联 合 会 联 合 指 导 ，福 建 日 报 社 主

办，南平市委宣传部、武夷山市人民

政府、福建日报社东南网承办，武夷

山市委宣传部、福建东南网海外传媒

有限公司作为执行单位，福建省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省政协农业农村委、

中国茶叶学会、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

协会、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福建

省茶叶学会、福建省茶叶流通协会等

单位支持。

海丝茶文化论坛自2020年举办首

届以来，至今已连续举办三届，累计有

21 个国家的驻华使节、50 个国家在闽

的外国友人和 56 个国家华侨华人，以

及众多的专家学者、茶企茶商参与。其

中，第二届和第三届同时在日本东京

设立分会场。据不完全统计，前三届论

坛活动在海内外各媒体平台及海外社

交平台广泛报道，总传播量超 4.8 亿，

反响热烈，论坛品牌的影响力和美誉

度不断攀升。

第四届海丝茶文化论坛
将在武夷山举办

今日导读

7版 海峡

8版 深读

11 月 6 日，秋高气爽。政和县东平镇

新口村板凳议事亭旁，范屯村村医朱有

华正在定点送诊，10 余位村民依次问诊

拿药。“现在每隔一天就会有医生来村里

坐诊，村民看病方便多了。”前来取药的

新口村村民宋庆庞开心地说。

对 87 岁的宋庆庞来说，自己反映的

问题能很快得到解决，感到很欣慰。

“我们村常住人口多为中老年人，其

中不少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吃药，但村

里没有诊所也没有村医，村民只能到隔壁

村或距村 14 公里的镇上拿药，对行动不

便的老人来说，看病是个大难题。”前段时

间，在东平镇开展的“板凳微调研”活动

中，和镇村领导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宋庆庞

敞开心扉，提出了村民就医不便的问题。

当时，新口村村委会副主任宋用友

马上记录下来，随即对接镇卫生院。经过

协商，镇卫生院决定在新口村设立便民

就医服务点，由卫生院医生和就近村村

医到现场定点送诊，并不定期邀请省级

医疗专家进村巡诊，以方便村民就近就

医购药。 （下转第二版）

政和开展“坐坐群众的小板凳”活动推动主题教育见行见效

“一条板凳”连通群众急难愁盼
□本报记者 吴旭涛 姚雨欣 通讯员 李世翔 阮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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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家门口””的主题教育的主题教育

以通促融，踔厉前行架通途
——“台海通道研讨25周年”纪念活动观察

守护一株野生稻就是守护一座基因库

作为永春县芦柑、茶

叶 和 木 材 的 三 大 生 产 基

地，湖洋镇有着“溪边平地

水稻田、粮茂林丰茶果香”

的生态果园风光，拥有各

类农业企业 190 余家。近

年来，湖洋镇依托生态农

业 优 势 ，持 续 深 耕“ 旅

游+”，推动全域旅游与乡

村振兴融合发展。图为 11

日，农民在湖洋镇龙山村

采 摘 活 动 现 场 表 演 歌 曲

《爱拼才会赢》。

本报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苏福彬 郑志龙 摄

鹭江之滨、贺兰东麓，相隔千里，却

同气连枝、风雨同舟。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

略决策。27 年来，闽宁两省区一任接着

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创造了东西

部协作的“闽宁模式”。

2021 年，厦门市思明区、湖里区与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接续山海情缘，开启闽宁协作新篇章。

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3 年

来，思明区、湖里区不断强化“联席推

进、结对帮扶、资源互补、领域协作、产

业带动、劳务对接、消费帮扶、人才交

流、社会参与”等协作机制，全面贯彻

“乡村振兴”战略，助力闽宁镇实现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良好局面，持续携手打造共

同富裕的金钥匙，为闽宁协作事业写下

生动注脚。

携手并肩
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

产业协作，一直是闽宁协作的重头

戏。如何吸引更多的人、企业和资本来

到闽宁镇投资兴业？

11 月 10 日，思明区携手湖里区、永

宁县在闽宁镇共同举办“闽宁山海情

携手向未来”闽宁产业投资发展推介

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160 多家企业齐聚

一堂，共同见证和推动闽宁镇发展。

此次推介会上共有 20 家企业集中

签约，总投资额超 10 亿元，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 4个，主要涵盖农产品精深加工、

数字产业、饮料生产、服饰研发、预制菜

加工、储能设备集成、绿色包装等领域。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在会议期间签约落

地 ，不 断 夯 实 闽 宁 协 作 的 实 体 根 基 。

（下转第三版）

山海携手结硕果 同心筑梦兴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