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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酒香，聪慧儿郎，农耕忙，一埂一
田呀，五谷香……”一曲隽永的《屏山南》徜
徉于屏南县屏城乡南湾村的梯田之上。曾经
抛荒的山垄地，在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邱桂
敏的努力下，再次披上翠绿的新装。

近年来，屏南县打破部门、行业、体制等
壁垒，突破地域、身份、专业等界限，面向社
会各界公开招募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吸引
各地专家学者、名导名编、文创艺术家、农村
致富能手、返乡大学毕业生等 609 人报名，
通过发挥组织优势，“按需索骥”共精选特聘
104 人，开启了一场人才与乡村振兴的“双
向奔赴”。

精准服务赋能 推动产业振兴

头戴草帽，肩扛锄头，挽起裤脚，赤足踏
入南湾村湿软的梯田里，簇簇绿野中莞尔一
笑的身影，正是邱桂敏。

先前，南湾村一度有连片山垄田撂荒。
究其原因，主要是种植收益偏低。从小怀揣
着“兴农梦”的邱桂敏以开荒复耕为起点，以
强村富农为目标，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多元
路径。

从复垦 50 多亩荒地到开辟 200 余亩抛
荒梯田，从筹划田间音乐节到举办农耕文

化节，从创办“一糯千金”合作社到带领村
民流转田地共同致富，从建设多功能田园
综合体到打造乡土摄影基地……“农业+多
业态”的发展模式为编织“稻香梦”提供了
新路子。

“被聘为县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这既
是光荣身份，更是特殊使命。我深感责任重
大，也敢于放手一搏。”邱桂敏说。

邱桂敏的故事，是屏南县乡村振兴特
聘指导员扎根乡土、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
实践之一。为精准定位服务赋能，乡村振
兴 特 聘 指 导 员 被 划 分 为 基 层 党 建 、农 文
旅、高山农业、文创、智库、电商等 12 类，每
类细化 3 至 6 项具体服务内容。依托特色
产业资源，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结合自身
特长，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县
域产业全链条升级，助力水稻、黄酒、食用
菌、芙蓉李、高山蔬菜等特色产业走上现
代化之路。

产业欣欣向荣，乡村蒸蒸日上。截至目
前，在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的带领下，屏南
县已推动实施生产发展、科技合作、基础设
施建设等项目 177 个，打造“屏南 800”“一亩
田”“云村民”等特色品牌 10 个，累计带动家
门 口 就 业 1931 人 ，促 进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259.8万元。

荟萃文创之光 引领乡村善治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入夜，
停驻在代溪镇北墘村莒溪畔，凝眸于黄酒文
化长廊上的流苏花灯，诵诗词歌赋，享凉风
习习，听溪流潺潺，好一番惬意氛围。

这正是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陈丽清为
北墘村量身定制的“氛围感打卡套餐”，力图
用具象的形式呈现当地传承百余年的黄酒
文化。

被聘为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以来，陈丽
清以“黄酒文化+乡村旅游”为出发点，围绕
酒坛微景观改造、黄酒氛围提升，打造高黏
性的精品旅游路线；同时依托服务项目对北
墘村黄酒、古民居等文化资源进行整体策划
运营，有效拉动集体、村民增收。

北墘酒文化的迭代更新是屏南县择优
选聘人才，点亮文创之光的缩影。近年来，屏
南县通过出台“揭榜挂帅”项目工作管理办
法，经乡镇推荐、初步筛选、集中论证、公开
发榜、对象揭榜，打造“乡野艺校悦读空间”

“稻田公社”等攻坚榜单，给予项目奖补、个
人“赏金”，搭建起“谁能干谁就上”的赛场。

“能发挥自身所长，带动乡村文化振兴，
这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乡村振兴特聘指

导员杨晨芬的一席话引起诸多同仁的共鸣。
在他们之中，有的将全新设计理念融入老屋
修缮，相继建设乡村美术馆、个性化书店、公
益教学中心等文化场所；有的举办原创音
乐节、手作 IPA 啤酒节等各类活动，推动乡
村文化供给从单一化逐步转变为多样化；
有的扶持推广“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油画
教学，帮助广大村民陶冶艺术情操、增强文
化自信。

文化振兴，为乡村善治奠定了坚实基
础。前些年，屏城乡前汾溪村还是被戏称为

“好山好水好无聊”的空心村，而今已转身成
为“有歌有酒有生活”的网红村，如此嬗变，
离不开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毛华磊、王润家
团队的辛勤浇灌。

“初到前汾溪，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景
致和古色古香的闽东民居让我着迷，但古村
落生机活力的衰亡以及留守村民内心世界
的空虚也让我深深惋惜。我们团队迫切想要
为这个村子做些什么。”毛华磊回忆说。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毛华磊、王润家
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探索乡村美育实
践，深入开展美育教学、田野调研、社区营
造、助农宣传等活动，以丰富儿童课余生活
为切入口，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参与乡风文明
建设，古村面貌得以焕然一新。

屏南县推行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工作机制，推动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一线施展才华

人才沉下去 振兴加速度
□本报记者 尤方明 通讯员 甘叶斌 张乾舜

在同事的眼中，她是一个节省到有
点抠门的人。但正是这个“抠门”的人，在
17 年时间里，点亮了 21 个困难学子的求
学希望之光。

她是国网明溪县供电公司的一名普
通员工——黄金凤，也是首届“福建好人
榜”助人为乐好人。

10 多年前，一则电视短片开启了黄
金凤的爱心播撒之路。

2007 年，一则讲述“格桑花西部助
学”志愿者活动的纪实短片吸引了黄金
凤的注意。短片中，孩子们穿着陈旧的灰
布衣服，吃着难以分辨的食物，大大的眼
睛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和对学习的渴
望。这让彼时初为人母的她看得不由鼻
子发酸：“孩子们的未来不应该被局限于
此，我得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通过上网查询，黄金凤迅速与助学
项目的志愿者取得了联系，加入捐资助
学公益事业中。可爱心举动，却受到了身
边亲友的善意劝阻：“这怕不是骗人的，
别让钱打了水漂。”在定期打款的同时，
她仍不免心中忐忑。为避免自己的爱心
被滥用，黄金凤在捐资助学前，联系团队
义工，咨询善款募集，明确发放程序，还
特意向准备捐助的青海共和县中学的校
长了解情况。

一封千里外的来信，打消了她心中
的疑虑。

“……祈愿您健康长寿，我在一个很
远很远的地方，永远等着与您相见的日
子——您再造的女儿。”信纸上，藏族小
姑娘伊西求措用稚嫩笔触，一笔一画写
下对“黄妈妈”的牵挂与感恩……一份份
饱含温情的爱心回馈，让黄金凤倍感温
暖，坚定了她继续助学的信心。

从东南沿海到西部高原，真情浇灌
的格桑花正在茁壮成长。

黄金凤资助的第一个贫困学子小
伟，学习成绩平平的他屡被忽略。从校长
处了解相关情况后，黄金凤毅然选择了
他，面对一系列诸如“是否定期汇报成
绩”的附加选项，她一律选择了“否”。“好
学上进最重要，没必要给孩子那么大压
力，我相信他。”

“黄妈妈”的坚定选择与悉心关怀，
给了小伟希望和信心，他的成绩也稳步
提升。最终，这个青海的农村娃走出山
村，考上大学，成为一名临床医生。感念

“黄妈妈”真情帮助的他，常利用业余时
间做义工，当志愿者，将这份无私的爱传
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传递爱心的，不只受到她爱的哺育
的孩子们。她的率先垂范，更是带动了身边人加入这场“爱的接
力”：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黄金凤的女儿润玥养成了勤俭节约
的好习惯，希望在假期里用自己的积蓄，代替身有旧疾的妈妈，
去见一见这些素未谋面的“兄弟姐妹”；丈夫热心公益，时常参与
无偿献血，还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身边的同事在敬
佩之余，也纷纷身体力行加入公益事业中，劝回了一个又一个放
弃学业的乡村女孩，也带动了一片爱心接力传承……

黄金凤用爱心播撒的种子生根发芽，在时间的沉淀下，已然
长出一片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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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庄严） 为深入贯彻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
省战略，省总工会近日在厦门举办全省民营企业工会主席素质
提升班，80名民营企业工会主席参加培训。

本期培训以“高质量民企工会工作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在 5天的时间里，紧扣民企工会干部培训需求，采取

“11 场课堂教学+2 场实践教学+1 场交流研讨”的方式，科学设
置课程，内容丰富实用，涵盖新质生产力、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
非公企业党建带工建、工会法及福建省实施办法、企业和谐劳动
关系构建、企业民主管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劳动争议调处、能
级工资集体协商等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获得学员
的好评。

全省民企工会主席
素质提升班举办

近日，龙岩市新罗联合铸造有限公司车间里，一线工人正在
火热的熔炉旁专注操作，铸造铁件整齐地摆放在工作台上，生产
繁忙。值得注意的是，这家企业的职工中，从生产车间一线工人
到中高级工程师，都能看到残疾人的身影。

“因为身体原因，之前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厂里
给了我一份稳定的收入，让我能给家里做点贡献，特别有成就
感。”入职前因腿部感染截肢的工人汤雪珠说。

多年来，新罗联合铸造有限公司秉持“安置一人、解放一家、
稳定一片”的理念，为当地残疾人士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目前
已安置残疾职工 72 名，占全部职工人数的 25.9%。“公司在培养
残疾职工技能方面特别重视。化验工程师罗品杰是一名肢体残
疾职工，我们出资派他到三明、山东参加脱产培训，现在他已是
一名骨干技术人员，还带出了其他几名残疾职工化验员。”公司
负责人陈岩祥说。

近年来，龙岩市围绕促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要求，不断探索
就业助残新路径。中国残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确定 2023年全
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基地的通知》，确定全国 265 家用人单位为
2023年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基地，新罗联合铸造有限公司榜上
有名，安置残疾员工 59人的福建宏祥科技有限公司也成功入选。
这两家企业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解决残疾人就业问
题，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共建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扩大宣传渠道解读支持残疾人就业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开
通绿色通道、提高审核效率，及时确保企业准确快速享受各项安
置残疾人相关税收政策。”龙岩市残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鼓励
企业安置残疾人的同时，当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在大力推
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案例
屡见不鲜。

据统计，2023 年，龙岩水发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等 38 家当
地国有企业安置 77名残疾职工，2024 年上半年龙岩市直机关单
位公开招聘设有 3个残疾人专岗，全市 435家用人单位共安置残
疾职工 1580 人，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过上了更有尊严更加美
好的生活。

龙岩探索就业助残新路径
□本报记者 张杰 徐士媛 通讯员 林双双 温连光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本报今起推出“民声直达”栏目，主要依托东南网“直通屏山”栏目收集网友留
言，筛选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予以公布。本报全媒体记者将跟进调查，在后续报道中公布事情进展，反
馈给相关部门，推动问题得到解决。欢迎广大网友参与互动，请在东南网（https://www.fjsen.com）首页点
击“直通屏山”或微信扫描二维码登录留言，也可拨打电话 0591-87095403沟通交流。

开 栏 的 话

扫一扫
登录“直通屏山”互动

3 月 15 日起，东南网推出“福州南
站，想说爱你不容易”系列报道，聚焦福
州火车南站进出站不便等问题，并邀网
友一起寻找解决之道。

此后，福州市相关部门组建了整治提
升工作小组，南铁福州车站和南站地区综
合管理处提升标识优化路线，交警部门成
立工作专班，交通运输部门开展营运秩序
整治提升行动等，对旅客出行遇到的问题
进行逐步整改。一个月过去了，目前福州
南站旅客出行环境得到哪些提升和优化，
4月15日，记者再次进行了探访。

进出站标识得到优化

在福州南站西广场前的胪雷路，记
者看到，护栏增高后，车辆违规上下客的
情况有所改善。主要线上地图和网约车
平台的导航均未将南站西进站口设为下
车点。此前，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通过强
化现场检查、司机警示提醒、设定电子围
栏等措施，重点整治在场站地区禁停区
域上下客等违法行为。

在公交站、地铁站、南北落客平台，
均能看到指引标识引导旅客前往进站
口。在候车厅，除了立在地上的风向标
识，墙上、地面均贴有指引标识，方便旅
客找到检票口。

今年 2 月，旅客林先生到福州南站
乘车，朋友将他送到胪雷路下车，他走了
很长一段路才到候车厅，差点误车。近
日，林先生再次到福州南站乘车去厦门，
并在北落客平台下车，没几步就到了进
站 口 。“ 标 识 很 清 晰 ，不 会 找 不 到 进 站
口。”林先生点赞一个月来南站出行环境
的改变。

出站方面，福州南站新站房站台增

设了广播，播放不同出站口信息，引导旅
客按需求选择出站口。在 4 个出站口的
醒目位置分别张贴 2 张出站导览图，保
证旅客能够清晰看到标识，进一步解决
旅客容易迷路等问题。在西广场新设置 1
张智能导览图，旅客可以自行查找想要
去的位置。

记者注意到，南北落客平台两侧分
别增设斑马线，方便旅客直接通过马路
到达网约车和出租车上客区。目前，旅客
从北广场 5 号出站口、南广场 8 号出站口
出站后，沿着指引标识穿过斑马线便可
直达出租车、网约车上客区。

在南落客平台，记者看到，旅客步行
路线得到了优化，一楼的旅客无须上下
楼梯即可到达网约车上客区，沿途还增
设了物理隔离栏和引导标识。

“我们把通往网约车上客区的路面
进行了硬化，方便旅客通行。”福州市火
车南站地区综合管理处工作人员林枞告
诉记者，接下来将在网约车上客区端部
设置 6 个上客点，方便旅客和司机确定
上车位置，并联合福州南站、机场空港快
线、滴滴公司等，持续提升和优化南站标
识、动线。

志愿者为旅客“导航”

“您好，请问网约车在哪里上车？”
“一直往前走，注意看网约车上客区的指
引 标 识 ，前 面 有 条 斑 马 线 走 过 去 就 到
了。”“我要去西广场要怎么走？”“前面
100米，向右走，有一条通道，一直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了。”15 日下午，在靠近福州
火车南站东广场公交站的交通出行志愿
服务岗，志愿者正为旅客指路。该志愿服
务岗为最近新设立，现场志愿者告诉记

者，大部分前来咨询的旅客以问路为主。
林枞告诉记者，目前已会同相关部

门在南站进行选址，计划设置综合性的
旅客引导中心，通过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为旅客指路。

近段时间，福州市晋安区飞飞鱼志
愿服务中心每天都会安排几十名志愿者
到福州火车南站开展志愿服务，主要在
安检口、检票口、出站口、电梯口等处，提
供出行咨询、秩序维护、安全劝导、疏导
分流、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

该中心主任余建明表示，南站新站
房投用后，路线比较复杂，很多旅客不熟
悉路，而志愿者起到引导作用，帮助他们
提升出行效率。

福州火车南站出行环境的改善，也
获得了旅客和网友的点赞和好评。多次
到此乘车的曾先生表示，春节前从泉州
到福州火车南站，根据指引到网约车上
客区，花了近 20 分钟才找到车。清明假
期结束，他再次到南站，从 3 号出站口到
网约车上客区，一路上有指引标识，不用
5分钟就走到了，“出行效率的提升，旅客
的心情也会更顺畅”。

不少网友感叹：“福州火车南站没那
么难走！”网友MONO提到，清明假期在
南站乘车出行，“按标识走，丝滑到检票
口，还有志愿者帮忙提行李过安检”。网
友“ 诗 画 逐 梦
行 ”表 示 ：“ 南
站大有大的好
处 ，宽 敞 、明
亮 、大 气 、舒
适 ，出 行 环 境
改 善 了 ，大 家
还 是 更 愿 意
去。”

东南网网友：我是福州一名小
学生的家长，最近发现十来岁的儿
子竟然在嚼槟榔，他说是在学校附
近某连锁便利店买的，而且已经在
不同的便利店买过好几次。槟榔是
一级致癌物，嚼食还会上瘾，很多地
方政府部门都整治过校园周边环
境，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槟榔。但我
儿子说，店员有时会问是给谁买，只
要说帮大人买的就行了。校园周边
是食品安全重点整治区域，为什么
这些便利店还能把槟榔大大方方摆
出来销售，而且卖给孩子？

这样的防汛墙
设计合理吗？

南平网友：南平市武夷新区碧
全江誉小区地势较低，去年起一下大
雨就三面内涝，业主因此有家不能
回，苦不堪言。相关部门多次现场调
研，新开水渠、清淤疏导都做了，仍然
无济于事。事实上，该小区原本地势
虽低，雨水却可以直接流入更低的崇
阳溪里，从未造成积水。自从滨江西
路建设项目建起一面防汛墙后，内涝
就频频出现。这面墙不但没有起到防
汛作用，反而拦住了积水。业主多次
投诉，相关部门只在防汛墙上打了三
个洞，今年内涝更厉害了，严重影响
生活。防汛墙的设计真的科学合理
吗？究竟该由谁来处理这件事？

（东南网记者 冯旭 整理）

小学生在便利店
轻松买到槟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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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反映的福州火车南站进出站不便问题，获得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出行环境改善 旅客网友点赞
□东南网记者 卢金福 周瑞钦 文/图

旅客沿着标识前往网约车上客区。 志愿者为旅客指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