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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你说我办 办就办好
“一线+云上”调研广开言路听民声，

“机关联村”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解难题，

“每周之星”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宁化县传承弘

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深入开展“你

说我办 办就办好”系列活动，探索“下

基层听你说、下基层给你办、下基层请

你评”一线闭环工作模式，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知民情、解民忧、

谋发展、办实事。

下基层听你说

冬夜降临，屋外寒风瑟瑟，宁化县中

沙乡半溪村部会议室内却热火朝天。一

场由县政协委员、乡政府工作人员、半溪

村“两委”和村民参与的“你说我办 办就

办好”微协商议事活动正在进行。

“能不能在村里的廉政文化广场新

增一批体育健身设施，满足大家的健身

需求。”“半溪至刘坑组路段的路灯偏

少，到了夜晚，出行不太方便，还容易造

成安全事故。”……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想法、提建

议。乡政府工作人员针对活动收集到的

“民意”创建督办清单和问题台账，进行

分级分类闭环处置。

通过“微协商”办成“大实事”成了

中沙乡基层治理“新风尚”。乡里通过

“下村访、上门问、邻里提”等方式，深入

基层一线收集“微协商”议题 56个，开展

“你说我办 办就办好”微协商活动 3期，

创建事情督办清单和问题台账 11项，解

决路灯亮化、庭院改造等问题51件。

“乡里围绕议题征集、协商议事、保

障成效三个重点环节，形成了乡党委政

府牵头、村‘两委’执行、村民参与、县政

协监督的四方联动机制，推动百姓急难

愁盼问题的有效解决。”中沙乡组织委员

介绍。

宁化县结合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下

基层听你说”活动，采取“近邻恳谈会”

“ 微 协 商 ”议 事 活 动 等 一 线 调 研 和

“12345”、e三明等云上调研模式，在村、

社区、企业等基层一线了解民情、掌握

民意，对收集的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分级

分类闭环处置，将“民生清单”变成百姓

“幸福账单”。 （下转第四版）

近年来，政和县利用好传统村落、传统文化和生态资源等优势，
以文兴产，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探索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子——

政和：活用传统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
12月 9日中午，政和县岭腰乡锦屏村“万新丰”农家乐客人爆满，老板吴芳德

一边忙着炒菜一边回应笔者：“今天是周末，客人多，前面两桌客人刚吃完，等下

还有一拨客人过来。”

锦屏村与浙江省相邻，有 1000 多年种茶、产茶历史，村中文化遗存有宋明矿

冶遗址、清代茶楼、古关隘等，相继获得国家级传统村落、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国家 3A级旅游景区等名片，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小九寨沟”。因茶

获得“高山野白第一村”“中国贡眉之乡”称号。

2015年 5月，吴芳德办起这家农家乐。他说，随着村里人流量增多，今年几乎

都没时间去县城。 （下转第五版）

——紧盯发展目标紧盯发展目标 力争更好成绩力争更好成绩

本报讯（记者 郑璜 通讯员 林
芸） 据福州、厦门海关统计，今年 11
月 ，福 建 省 出 口 规 模 年 内 首 次 突 破

1100 亿元，达 1142 亿元，比去年同期

（下同）增长 3.1%，已连续 3 个月保持

正增长。主要特点有：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双双增

长。11 月，福建省一般贸易出口 891.5
亿元，增长 6.8%，占同期福建省外贸

出 口 总 值 的 78.1% 。加 工 贸 易 出 口

116.2亿元，增长 16.5%，占 10.2%。

民营企业起到“挑大梁”作用。11
月，福建省民营企业出口861.5亿元，增

长4.4%，占同期福建省外贸出口总值的

75.4%。同期，国有企业出口 95.4亿元，

增长 19%，占 8.4%。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184.8亿元，下降8.4%，占16.2%。

东盟、美国和欧盟为主要出口市场。

11月，福建省对东盟出口259.4亿元，增

长 0.7%；对美国出口 200.9 亿元，增长

16.6%；对欧盟出口 162.9 亿元，下降

16.2%。上述三者合计占同期福建省外贸

出口总值的54.6%。同期，对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出口515.5亿元，增长2.4%。

汽车、船舶和锂离子蓄电池出口拉

动作用大。11月，福建省机电产品出口

511.7亿元，增长9%，占同期福建省外贸

出口总值的 44.8%。其中，汽车、船舶和

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分别增长 276.3%、

10.3 倍、5.3%，合计拉动全省整体出口

增长2.8个百分点。同期，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321.2亿元，下降2.7%，降幅较前

10个月收窄 8.8个百分点。其中，家具、

塑料制品分别增长 11.5%、20.5%。农产

品出口 71.9亿元，下降 1.4%，降幅较前

10个月收窄5.5个百分点。

11月福建出口规模创年内新高

本报讯（记者 张颖 通讯员 吴
玮 杨铭） 日前，交通运输部安全与质

量监督管理司会同部公路局、部水运

局以及行业专家在厦门组织开展交通

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验收工作。经材料

查验、现场核查和讨论研究，验收组一

致同意我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首

个项目——“公路水运‘平安百年品质

工程’建设”通过现场核查。

2019 年底，为推动加快交通强国

建设，交通运输部围绕设施、技术、管

理、服务四大领域，分地区、分主题、分

批次，先后组织 75 个试点单位开展

397 项试点任务，我省共有 5 项试点任

务入围。

“公路水运‘平安百年品质工程’

建设”试点任务开展以来，我省交通运

输部门聚焦工程质量安全重点难点问

题，组织行业多方力量，积极开展技术

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工程标准化迭代

升级，建设管理质效提升以及近海桥

梁、海底隧道、重力式码头、水泥混凝

土路面全寿命建养关键技术攻关等方

面，形成了一批创新引领、可复制可推

广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进一步完

善了公路水运建设养护等方面的法规

制度，形成了多项技术标准和指南，获

得了多项专利和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等，对推进“公路水运‘平安百年品质

工程’建设”具有显著借鉴意义。

我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
首个项目通过现场核查

本报讯（记者 郑璜 通讯员 洪
睿航 黄忠族） 厦门海关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前 11 个月，福建民营外贸进

出口额 10466 亿元，同比增长 5.4％，

创同期历史新高，占同期福建省外贸

总 值 的 58.4％ ，同 比 提 升 3.1 个 百 分

点。其中，出口 7632.9 亿元，同比增长

2.9％ ；进 口 2833.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8％。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呈稳中

向好发展态势，成为福建今年前 11 个

月外贸的突出亮点。

据厦门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福建

省民营外贸进出口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机电产品出口增幅较大。前 11 个

月，共出口机电产品 3050.8亿元，同比

增长 28.1%。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太

阳能电池、电动载人汽车等“新三样”

表现突出，共出口 1140.2亿元，同比增

长 65.8%；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

部件 91.2亿元，同比增长 164.3%。

大宗商品进口增速较快。前 11 个

月，能源、金属矿及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

1179.8亿元，同比增长37.6%。机电产品

进口369.5亿元，同比增长9.5%。纸浆及

纸制品进口99.4亿元，同比增长52.8%。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平

稳增长。前 11 个月，对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进出口 5165.4亿元，同比增长

9.1%。其中，对福建省最大贸易伙伴东

盟 进 出 口 2300.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9%；对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联酋

进 出 口 快 速 增 长 ，进 出 口 值 分 别 为

297.7 亿元、473.9 亿元、140.3 亿元，增

速分别达 55.6%、38.2%、17.6%。

前11个月
我省民营外贸进出口额破万亿元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经

济工作的根本保证，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领

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切实增

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强调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

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

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今年以

来，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

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经济顶住

了压力，稳定了规模，提升了质量，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充

分印证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形势判断和相关决策的正确性预见性，

充分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当

前，我国经济恢复仍处在关键阶段，进一

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

和挑战。越是任务艰巨、挑战严峻，越要发

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

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

面，坚定信心、开拓奋进，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抓落实提

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不折不扣抓落实”

“ 雷 厉 风 行 抓 落 实 ”“ 求 真 务 实 抓 落 实 ”

“敢作善为抓落实”，这为我们在抓落实

上取得新成效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

方法指引。 （下转第三版）

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渡口看潮生，水满蒹葭浦。”20 世

纪初，福清市江镜镇南宵村的和洋古渡

口，村里的许多男儿从这里下南洋打拼。

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一封封侨批不断

寄回。家书里包裹着的血汗钱，让他们在

家乡起了大厝。斗转星移，这些大厝形成

了现在的南宵村下和洋古民居群。

2020 年 8 月，福建省首个农村古

厝合作社在南宵村下和洋自然村正式

挂牌。承载着乡愁和文化的古厝焕发

新生，成为一张亮丽的“乡村名片”。

多元文化 增添古厝厚重底色

走进南宵村下和洋自然村，成片

风格迥异的古民居映入眼帘。白墙燕

脊、红砖黛瓦，传统中式院落和南洋风

大厝相互交融。古民居周围整洁干净，

遍植花草，不经意间，就能在街巷里偶

遇“墙头花独秀，又与红霞同”的诗境。

几年前，这片古民居中连一条像样

的小路都没有，许多颓败的老宅子里养

着鸡鸭，环境又脏又乱。

据了解，下和洋古厝为清中期高姓

叔侄及其后人营建，村里多数人姓高。

下和洋世代重视教育，村里第一代

学堂至今保留完好，里头还设置了人物

雕像，还原了当时的学习场景。在这座

仅有10多平方米的小学堂里，走出了福

清第一位中科院院士高由禧。

村里建于 1937 年的下和洋学堂，

是新中国成立前福清少有的自然村完

小。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位中学老师

曾在此印刷进步宣传书刊等，是进步

师生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

南宵村还是福清市革命老区村，

其中王亦祥、薛水顺、朱仁坤三人被评

为革命烈士，10 多人被评为“革命五

老”，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

红色文化、院士文化、华侨文化等

多元文化在南宵村孕育和发扬，而古

厝正是其重要载体。

“要让古厝得到修缮和保护，首先

得充分挖掘本村特色文化，让村民意

识到古厝的历史重要性。”南宵村党委

书记薛尔辉说，有了文化底色，古厝

“复活”就迈出了第一步。

产权入股 古厝成“金厝银厝”

从前，南宵村流行着这样的俗语：

“南宵南宵，没人吃得消。”人均土地不

足 0.5 亩，资源少、产业缺、村容差，乡

村振兴该如何破局？

南宵村党委盘了盘“家底”，最终

决定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以村容改造

带动古厝“复活”，赋能乡村振兴。从

2016 年起，南宵开始对下和洋片区的

古厝进行改造。

然而，困难远比想象中大得多。

首先，古厝经过几代继承，产权错

综复杂。以近千平方米的六扇厝为例，

有继承权的男丁就有 200 多名。其次，

村民诉求不一，普遍存在“等、靠、要”

思想，不理解不支持。

“还有村民跑来大闹，以为我们要

把他们的老宅子收走。”薛尔辉无奈地

说，“就连下和洋小学堂那十来平方米

的小厝，我们要想改造都难上加难。”

在这种情况下，南宵村一方面加

强宣传引导，帮助厝内居民厘清所有

权和使用权；另一方面，让党员带头将

本家古厝进行修缮，打造样本，还邀请

乡贤不断做村民工作。

随着古厝面貌不断焕新，村容逐

渐改善，越来越多村民开始理解支持

古厝改造。

随着古厝“复活”进度不断加快，

系统性修缮、维护、管理以及未来活化

利用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2020 年，南宵村成立福建省首个

农村古厝合作社。合作社通过厘清古

厝产权和使用权，让拥有古厝的村民

产权变为股权，每人股份以拥有继承

权的古厝面积计算，村民占 71.2%，村

集体占 28.8%。 （下转第三版）

福清市江镜镇南宵村探索古厝“复活”、乡村振兴新路径

文 化 激 活 产 业 赋 能
□本报见习记者 肖颖 通讯员 林新灵 高婷 文/图

古厝焕新后，迎来少年儿童研学班，为乡村注入活力。

12 月 14 日至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结束对越南的国事访问后，来到与越

南山水相依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

一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

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对广西的发展

寄予了“五个更大”的殷切期望：“在推动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

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取得更大

突破，在推动绿色发展上实现更大进展，

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作出更大贡献，在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上取得更大成效。”

进企业、入社区、下农田、看工厂……

两天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一路边走边

看。所到之处，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团结奋

进，幸福的歌声回荡在希望的田野上。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

自治区，同时是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肩负重要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为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

西进一步指明前进方向。

开放的前沿——“做活
广西高质量发展这盘棋，
棋眼就在扩大开放上”

“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

西”，这是广西独特区位优势的生动写

照。作为我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区

域，昔日的祖国西南边陲，正发展成为

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枢纽。

14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广西考察

第一站，来到位于中国（广西）自由贸易

试验区南宁片区的中国－东盟信息港

股份有限公司。

3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七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

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明确表示：

“中方愿同东盟一道建设中国－东盟信

息港，推动数字互联互通，打造‘数字丝

绸之路’。”

如今，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成效

如何？

在展示信息化互联互通成果的大

屏幕前，总书记停下脚步。只见屏幕上

一条条陆地光缆、出境电路等从南宁

出发，穿山越海、纵横交错，奔向东南

亚各地。

历经多年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

正努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通信大通

道、大数据资源应用服务大枢纽、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示范高地、数字经济开

放合作集聚区和人文交流合作中心。

展厅里，一项项建设成果吸引着

总书记的目光：既有芯片、内存、硬盘等

硬件产品，也有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各

种应用终端，还有与东南亚各国签订的

合作协议、各类数字信息应用场景等。

刚从越南访问归来的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国与东盟各领域间的合作寄予厚望：

“这次访问越南，两国达成了一系列合作

共识和协议。要乘势而上，推动中国与越

南、与东盟友好合作再上新台阶。”

推进高水平开放，既要有数字信息

的互联互通，也要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展厅里，摆放着一个大型基础

设施建设沙盘：平陆运河。这一西部陆

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成后将在我国西

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

的大通道。

“通江达海、江海联运，这是广西未

来发展的潜力所在。”总书记叮嘱，要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提高江铁

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

近年来，广西与东盟国家间贸易发

展迅速，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同比增长 43.2%，与东盟进出口同比

增长 92.6%，东盟已连续 23 年成为广西

最大的贸易伙伴。

展厅一侧，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广西

与东盟国家间贸易商品：泰国椰青、越

南青芒、柬埔寨棕榈糖、老挝香米、马来

西亚咖啡，广西的茶叶、螺蛳粉、日用陶

瓷、小家电等等。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东南亚商品在

广西备受欢迎，广西产品在东南亚也广

受好评。总书记不时点头赞许。

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面向东

南亚，沿海沿江沿边的广西区位优势独

特。总书记曾经指出，“广西发展的潜力

在开放，后劲也在开放”“要立足独特区

位，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

做足‘边’的文章”。

这次到广西考察，总书记又强调，

广西“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很有必

要、大有潜力”，叮嘱广西“解放思想、创

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做活广西高质量发展这盘棋，棋

眼就在扩大开放上。”总书记勉励广西：

“深化拓展与东盟国家的各领域合作，

积极服务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主动作为、加快发展”。

共同的家园——“中华
民族就是 56 个民族融合
组成的民族共同体”

八桂大地，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

放。以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

京、彝、水、仡佬等 12个世居民族为代表

的各族儿女，共同生活在广西这片美丽

富饶的土地上。 （下转第二版）

幸福的歌声 希望的田野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纪实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