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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出行、百姓的烦事、企业的困难……
清流县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深入践行

“四在一线”工作法，推动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
纾民困、拼发展、转作风、传党音，真正让主题教
育在贴民心、解民忧上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从群众“心上事”到干部“上心事”

11 月 21 日，灾损断裂的龙津镇南歧大桥在
历经 2个多月的筹备及修复后，终于复通了！

南歧大桥建于 1984 年，设计为漫水桥，近
40 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南歧村 1000 多名群众进
出村庄的交通要道。今年 8 月，由于长时间漫水
浸泡，一端桥基下沉，桥岸塌陷，桥墩跟随下沉，
造成靠岸一端的板桥面下沉断裂，南歧大桥交
通中断。

作为进出村庄的重要通道，南歧大桥的断
裂，引发村民对于交通出行的担忧，成为整个南
歧村村民的“心上事”，大桥到底还能不能修复？
何时修复？是新建大桥呢，还是先行修复？村民
翘首以待。

百姓的“揪心”问题，是基层党组织服务工
作的重中之重。首先作出反应的是龙津镇党委
和南歧村党支部，他们立即组织人员，对另一条

出村道路进行清理，作为应急出村通道，同时，
积极向上反映，争取资金，启动对南歧大桥修复
工作。

相关政府部门也将南歧大桥修复列入重要
日程。正值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清流县委县政
府将此项工作作为“四下基层”重要事项，解决
民生实际问题的典型案例，采取绿色通道，快速
加以解决。

“大桥发生断裂后，县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到
现场调研，并要求尽快制定修复方案。”南歧村
党支部书记赖伟忠说。其后，三明市委办领导在
下基层期间，听说南歧大桥急需修复，也专程协
调所需资金事宜。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有序的桥墩建设，以及预
制桥面的制作，11月 21日，南歧大桥正式复通。

百姓的“心上事”，成为干部的“上心事”，村
民对当地相关部门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的快
速反应非常满意。“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大桥恢复
通行，得益于各部门的高度重视。”赖伟忠说。

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

家住龙津镇水东路 100 号的彭丽英，在两
个月前，制作了一面内容为“微改造为民办实

事，利民惠民环境美”的锦旗，送到县文明办。
彭丽英家的房子，是 2010 年在老宅基地基

础上翻建的，她家这片地，以及出门的小路，变
成了偏僻角落。

今年 6 月，县文明办启动的微改造，把彭丽
英家边上的小路，以及周边一部分杂乱菜地，
列为微改造项目点。一个月时间，小路清理干
净，硬化水泥路面，路边还温馨地安装了不锈
钢栏杆。

“能够关注到背街小巷的犄角旮旯，我为政
府点赞。经过微改造，确实是环境美了，老百姓
的生活也方便了!”彭丽英说。

“微改造、大提升”是清流县列入 2023 年县
委、县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大项目之一，旨在解
决城区偏僻角落的居住环境，通过一个个小项
目，汇聚大民生。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清流县将目光
聚焦在解决民生“小问题”上，扎实推进主题教
育见行见效。在“四下基层”中，坚持知民情、解
民忧、办实事、促发展问题导向，聚焦“灯不明、
路不畅、管不通”等群众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
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

在“微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中，随着民意的
不断提升，清流县不再满足于干好城区微改造

“一件事”，而是借鉴城区的成功经验，相关部门
整合环境整治、乡村振兴等多方资金，对乡村进
行持续性分阶段的微改造大提升工程，进而实
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龙津镇供坊村和里田乡里田村的村民，就
是解决“一类问题”的受益者。供坊村整合资金，
对村内的杆线、立面、管道、道路进行微改造。环
境整治后，路好走了，灯更亮了，墙更白了，常年
缠绕在头顶上的弱电蛛网下地了，村民们由衷
的满意。里田村将村中心一片烂泥地作为微改
造的突破口，在一个月内，还群众一个沥青硬化
的干净整洁环境，从此，这片区域成为全村老头
老太白天晚上聊天跳舞的好去处……

从企业“有需求”到上门“问需求”

近段时间，位于清流县里田乡的福建三明
和丰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准备
材料，争取对接三明兴业银行的一个新兴金融
产品——“台企快服贷”，如果符合条件，将为公司
争取300万～500万元贷款，解决企业资金问题。

和丰瑞生态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之间的银
企对接，得益于清流县委组织部在 10 月中旬组
织的一场台企与银行的对接会，当时县内 30 多

家台资企业参加会议，有 10 多家企业当场对接
成功，有望解决资金需求问题。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清流县相关部
门深入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积极创新方
式方法，主动靠前服务，从企业“有需求”到上门

“问需求”，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人才问题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永恒问

题，今年 9 月以来，县委组织部门针对企业人才
需求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到 40 多家规上和龙头
企业宣传人才政策，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情况，
同时，积极对接相关高校，摸清县内外高校在读
学生到清流就业意向，鼓励学子到清就业。目
前，已有 186 名高校毕业生达成就业意向，其
中，东莹化工已吸纳福州大学等多家高校 20 多
名毕业生到企业就业。

在企业服务之外，清流县还积极畅通民意
表达和反馈渠道，探索实施“民呼我为”“接诉即
办”等机制，广泛征求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建议。

据了解，目前清流已下沉干部 1.2 万余人
次，进企业，下基层，到群众意见集中、工作短板
明显的地方倾听愿望呼声，收集“微心愿”538
个，有针对性地拿出破解之策，不断提高运用党
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和
水平。 （吴火招 邓文桂） □专题

清流：干部下基层，织密服务网

全国乡村振兴优秀案例
凝香岩茶，振兴武夷

近日，新华网 2023 全国乡村振兴优秀案例企业榜单于
北京揭晓，武夷山市永鹏茶业有限公司凭借突出的乡村振兴
实绩，最终从全国 308 个单位 491 份案例中脱颖而出，获评

“2023年乡村振兴优秀案例”，成为获奖的 37个案例之一。
作为本次获奖榜单中唯一的福建茶品牌，近年来，岩霸

积极践行“三茶统筹”发展理念，惠农合作，振兴乡村，致力
于将福建茶文化推广出去，带动武夷岩茶产业新发展。

23℃凝香发酵技术
茶叶提质，茶农增收

岩霸作为新锐的岩茶品牌，通过对村里其他农户的茶
园管理、制茶工艺进行帮扶指导，合力将茶青质量、毛茶品
质做优做精。岩霸在与茶农的合作过程中，特别注重茶园的
生态化管理、制茶工艺的标准化输出，以此来确保标准化、
高品质茶原料的产出。

发展中的岩霸不断带动武夷山茶产业上下游的协同
发展，2023 年，岩霸开拓视野、提升格局，通过建立茶产业
联盟的形式，为周边茶企和茶农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岩霸
与当地茶农签订一对一帮扶协议，为茶农、茶厂输出一体
化茶园管理与毛茶加工技术，助力提升产品品质、提升经
济效益。

新华网品牌专题页
走进岩霸，情系乡村

岩霸荣登新华网乡村振兴热点专题栏目，在岩霸品牌
专题页面中，新华网回顾了岩霸 2023 北京发布会与专家们
的精彩发言，更集锦了针对岩霸与创始人吴永鹏的深度报
道。岩霸希望通过权威媒体的展现，能够引领更多的爱茶
人士，走进岩霸，了解武夷岩茶。

未来，岩霸将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持续深耕，并将技术
成转化为品质岩茶生产力。通过岩霸茶产业联盟的合作平
台，把各类发明专利技术、实用新型专利设备，无偿输送给
茶农，实现科技赋能、提质增效、产业振兴，推动武夷岩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 （王巍） □专题

岩霸获评新华网“2023全国乡村振兴优秀案例”

本报讯（见习记者 罗昱伦 通讯员 罗姮 肖
丹） 28日至 29日，第二届考亭论坛系列配套活动在
尤溪县举行。80余名来自全国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探索朱子文化传承发展的有效路径，
持续推动朱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据了解，第二届考亭论坛系列配套活动包括
学术研讨交流、尤溪南溪书院名誉山长及山长聘
任、传统文化知识讲座、南溪会讲等活动。其中，学
术研讨活动共收到参会论文 50篇。在学术交流中，
中国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院长陈支平等 10名专家学者贯通古今、各抒己见，
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朱子家风家训及童蒙教育思
想的研究与运用作出解读，为促进朱子文化等优
秀传统文化“用起来、新起来、活起来”汇智聚力。

28 日，《闽学四贤行迹与歌吟集》新书首发式
也在尤溪举行。该书由三明市社科联编辑，由海峡
出版发行集团海峡书局出版。

“闽学四贤”是指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
位理学大儒。据了解，《闽学四贤行迹与歌吟集》主
要辑录了“闽学四贤”相关史传、行状、墓志铭、年
谱等文献史料，是首次对与“闽学四贤”相关的历
史印记进行汇总。该书的出版，对推进闽学文化品
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朱子诞育地，尤溪县持续推陈出新，按照
《朱子文化（尤溪）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稳步推
进，深入传承发扬朱子文化内涵，将其融入城乡建
设、品牌教育、文旅融合、经济发展、对外交流等领
域，持续为打造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尤溪
样板提供文化支持。

考亭论坛系列配套活动
在尤溪举行

新华社北京11月 29日电 国家
文物局 29日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浙江杭州良
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遗址、江苏常州寺
墩遗址、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南岛语族
起源与扩散研究 4项考古最新进展。

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遗址新发现
初步廓清良渚遗址群经历了利用山前
地貌建设散点式聚落，到规划建造水
利系统、莫角山和反山，再到构筑带有
城墙、外郭的良渚古城等三个发展阶
段，反映了良渚人群聚落管理和城市
营建理念、信仰体系不断成熟的演进
过程，显示出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
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寺墩遗址是一处崧泽—良渚文化
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遗址自崧泽文
化向良渚文化时期的文化形态、聚落
布局的变迁，生动反映了太湖地区史

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为讨论长江下游
区域文明发展模式提供了新视角。

城河遗址反映了屈家岭文化人群
通过建造一系列水利设施，调控古城
用水的水资源管理模式，展现出长江
中游新石器时代先民对自然的认知和
改造；王家塝墓地多种形制的墓葬，反
映了屈家岭文化社群结构的复杂性和
社会分化现象。

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完善了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
架，揭示了史前人群深耕大陆、开发利用
海洋的文化特征、生计模式、社会结构的
演化历程，为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
提供了重要线索，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重要实证。

左图：福建平潭岛东花丘遗址出
土的部分陶器（拼板照片）。

新华社 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国家文物局通报4项考古进展
包括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

本报讯 （记者 陈尹荔） 当地时间 11 月 27
日，由英国福建社团联合总会、福建东南网海外传
媒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福建日报社东南网英国站
承办的“中华禅文化海外行”走进英国禅学讲座在
伦敦举办，受到当地华侨华人及社会各界的热烈
欢迎。

活动现场，中国佛教协会海外交流委员会副
主任、福建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福建佛学院院
长、“中华禅文化海外行”交流团团长本性禅师作
了题为《禅和天下——东方禅思与西方冥想》的禅
学讲座。

“中华禅文化海外行”品牌活动是由东南网牵
头，福建省文化界、禅学界、媒体界等联合发起的
文化项目，由本性禅师担任中华禅倡导者与导师。
活动此前分别走进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
等国，在海外各界引起热烈反响，成为在海外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品牌活动。

“中华禅文化海外行”
走进伦敦本报讯 （记者 蒋丰蔓 通讯员 王志鹏

文/图） 28 日晚，“春华秋实·星耀新征程”第 16
届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剧目、厦门大学
原创话剧《哥德巴赫猜想》，在北京国家大剧院
台湖剧场正式上演。

记者了解到，本届“春华秋实”展演会聚了
来自全国 14 所院校的千名师生。通过在国家大
剧院 4个剧场上演的 12场涵盖歌、乐、舞、剧、戏
等艺术门类的精彩演出，展现全国艺术新星书
写时代、竞逐未来的炽热表达。

《哥德巴赫猜想》是厦门大学以陈景润为原
型精心创排的原创话剧。这部话剧以陈景润在
厦门大学和中科院的生活为主要线索，紧紧围
绕他与“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性数学难题的
密切关系展开，讲述了他在人生每一阶段不断
突破困境、刻苦钻研，永不放弃自己的数学梦
想，最终在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上取得历
史性成果的故事。

“这是我第七次在现场观看话剧《哥德巴赫
猜想》，再看还是很受触动。”陈景润夫人由昆和
儿子陈由伟也来到国家大剧院现场观演。陈由
伟说，希望《哥德巴赫猜想》可以把陈景润的故
事、把科学家精神传递给更多人，也希望这部舞
台作品有一天可以走出国门，让全世界的青少
年都能了解到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哥德巴赫猜想》以“师生演校友、师弟演学

长”“老师带学生、学长带学弟”的模式代代传
承，厦门大学已有近 700 名学生参与《哥德巴赫
猜想》的剧组工作，饰演陈景润的学生演员已更
替五代。

据了解，自 2013 年开始筹备，话剧《哥德巴
赫猜想》已经演绎成厦门大学的“顶流”剧目。每
次上演，校园剧场内必座无虚席。

同时，该剧也是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等部
门发起实施的科学家主题宣传活动“共和国的
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的入选项目
之一。活动自实施以来，动员了清华大学等 19
所高校创作排演了 20 部科学家主题舞台剧，搭
建科学家精神主题“云端剧院”，探索形成“高校
抓创作、科协搭舞台”的组织模式，创新推出“舞
台剧+”的传播教育，受到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
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
传并焕发出勃勃生机。

10年来，话剧《哥德巴赫猜想》常演常新，将
真实生活与艺术想象相结合，立体呈现科技工作
者投身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的光辉人生和感人故
事，让青年学生和科技工作者透过演出，穿越历
史，感受老一辈科学家的伟大精神。

“用 10 年的时间讲述一位科学大师的故
事，厦大人的这份坚持令人感慨。”“在漫天飞舞
的稿纸和激昂的音乐中，陈景润一步步走上科
学的高台，把猜想变成了定理，这是我最喜欢的

场景。”……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纷纷在留言
簿上写下了赞许和感悟。

从校园走向国家级剧院，参演青年学生也
感触颇深。厦门大学 2022 级本科生陈淏饰演的
是“陈景润化身”一角。在两个小时的演出过程
中，他一直坐在舞台旁的桌子前低头研究和计

算，没有一句台词。
陈淏介绍说，“化身”这一角色代表着陈景

润的精神，“无论人生是在困顿之时还是幸福之
时，他的内心一直保有对数学、对哥德巴赫猜想
的热爱与坚持，勇攀科学高峰，这也是这部话剧
想给大家传递的科学家精神”。

厦大话剧《哥德巴赫猜想》献演国家大剧院

话剧尾声，陈景润取得历史性研究成果的经典一幕。

日前，厦门市公布 1—10 月省市重
点项目推进成绩单，在省市重点项目土
地房屋征收完成情况方面，同安区表现
优异，位居六区榜首。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同安
区把开展主题教育与推动重点项目征拆
提速增效紧密结合，传承弘扬“四下基
层”优良作风，坚持一线现场办公，积极
走访重点项目，强化项目攻坚，在狠抓项
目进度中，持续推动主题教育走实走深。

10 月 21 日上午，在同安区五显镇
征拆指挥部，下峰村抽取 90 个整村搬迁
商谈流水号，用时不到两小时就 100%
完成抽取，速度空前。11 月 3 日晚上，随
着最后一户村民签下协议，用时 9 天 9
夜，“轨道交通 6 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
程”（同安寨阳车辆段）征拆项目 100%
完成第一轮商谈签约，100%选择房票补
偿。11 月 25 日，签约完成后 21 天，实现
住宅、公建和宫庙 100%安全拆除，为后
续工程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征拆
干部扎根基层一线、紧盯关键问题、用
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的认真态度。

“征拆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提前宣传
解读政策，把各项协议所需要的证件材
料和每一项手续的进度时间节点都明确
告知我们，可以说每一条条款都明了于
心。”下峰村村民陈鸿南说，商谈签约开始
的第二天，他就到指挥部现场签好了字。

在征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户住宅的
户主早年移居香港，并且已经数十年没有
回来，如今年事已高。为了保证征拆工作
顺利推进，征拆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辗转多
次，联系上房屋户主，通过线上视频的方
式，将征拆的内容详细解释，并在房屋户
主前来签约时，指派专人为其预定旅店，
帮助其办理电话卡以及各项销户手续等。

“签约的进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
民对于政策的理解，因此，工作人员答疑
解惑的深度至关重要。我们在一线就发
现只要把政策讲透彻，把服务跟上，村民

基本上都能接受并支持。”五显镇重点办
主任、下峰村包村组长王鸯介绍。

在下峰村的征拆工作点，同安区把
电信、广电、水务、供电等各个部门的工
作人员都召集到了现场，为村民办理销
户、转移等业务，打造“一站式”服务，给
村民提供了贴心暖心的服务。

“指挥部主动靠前，在一线指导工
作，和各部门磋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建议。真心换取群众信任，暖
心赢得群众支持，诚心打消群众疑虑，
确保征迁工作快速推进。”同安区重大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截至今年 11 月，同安区作为
责任单位的省市重点项目 36 个。其中，
在建项目 31 个，计划开工项目 5 个。年
度计划投资 89.77 亿元，1—10 月计划投
资 68.64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116 亿元，
完成率 169%，占年度计划的 129.23%，
在全市六区中排名第三。

（邱赵胤 郑素描 纪晓彦 符敏）

项目征拆快马加鞭 建设能级蓄势跃升
厦门市同安区以主题教育新成效推动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