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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禀赋 融合发展
在漳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

本报讯（记者 蔡楠楠）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10 月 20 日
至 21 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漳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围绕漳
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和会展、夜间经济融合发展情况开展专
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汉夫、副主任李珊珊等省人大代
表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达金，副市长吴卫红陪同
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芗城区、南靖县，实地考察漳州“中
国女排娘家”基地、漳州古城、漳州一中西湖校区、林语堂文化
园、田中赋土楼群、田螺坑土楼群和青普行馆，听取相关项目
介绍，详细了解了项目运行现况和规划建设进展等情况。

调研中，代表们充分肯定了今年来我市在文化、旅游、体
育和会展、夜间经济融合发展工作中取得的成效，认为我市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立足漳州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积极推动文旅体和会展、夜间经济融合发展，为我市实现
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代表们还表示，将通过议案
和建议，积极向上反映我市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相
关事项。

密切联系基层 推动共享交流
市检察院被确定为最高检刑事执

行检察工作联系点
本报讯（记者 杨瑞 通讯员 郑美敏）为拓展密切联系基

层的深度与广度，激发基层检察院对刑事执行检察与司法工
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首创精神，推动调查研究
和共享交流，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厅在全国 32 个
省份建立 90 个工作联系点，福建省共有 3 个单位被确定为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联系点，漳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位列其中。

近年来，市检察院立足新时期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特点、规
律和发展方向，围绕刑事执行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强化法律
监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助推市域社会治理和平安漳州建
设。市检察院荣获 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特赦工作表现突出集
体，2 件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案件被最高检评为精品或优秀案
件，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三个“率先”。

相关链接>>>>

“3个率先”典型做法
1.率先开展看守所巡回检察工作。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巡回检察工作摁下了暂停键。随着防控工作向常态化转
变，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确保看守所防疫安全的前提
下，做深疫情防控下看守所巡回检察，相关工作做法被省检察
院领导批示肯定并在全省推介。

2.率先实现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辖区全覆盖。创新社
区矫正监督机制，在全市各社区矫正中心设立检察官办公室，
采取“检察官室+巡回检察+数据核查+综合治理”的监督方
式，实现社区矫正脱管、漏管常态化核查监督，通过办事模式
与办案模式、培训与督促、监督与帮教相结合，促进社区矫正
对象顺利回归融入社会。我市检察机关综治考评连续多年居
全省前列。

3.率先将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间表现纳入酌定量刑情节。
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市
检察机关联合看守所、法院等部门探索开展将犯罪嫌疑人
羁押期间表现纳入酌定量刑情节。该机制有利于打击牢头
狱霸，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促进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主动遵守监规和服从管理，促进看守所监管安全稳
定。今年以来共开展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间表现纳入酌定量
刑情节调查 49 件，相关建议得到法院采纳 17 件。

⊙本报记者 杨瑞 整理

漳州开漳州开发区发区：：

电网巡检插上智慧翅膀
“10 千伏加走湖线设备巡视正常，现在准备返航。”10 月

15 日，漳州开发区供电检修人员熟练操作无人机，开展输配
电线路巡视演练。利用无人机进行线路巡视不仅能提高巡视
效率，降低人工巡视的风险，同时也弥补了人工巡视时因视角
受限，造成巡视不到位的缺陷。 高捷 余丽霞 摄影报道

新华社北京10月 21日电 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将于 23日上午 10时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
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

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
转播。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
将于23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0月 21日电 在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
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
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爱国主义
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浴

血奋战，为保家卫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志
愿军将士及英雄模范们的功绩，党和人民
永远不会忘记。

习近平指出，60 多年来，你们坚持爱
党、信党、跟党走，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育
和国防教育活动，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
己的力量，展现了初心不改、奋斗不止的
精神。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

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全党全
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大
力弘扬英雄精神，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磅礴力量。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始建于
1951 年，先后集中供养了 2800 多名伤残
军人，其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约 2200
人。60 多年来，该院伤残军人克服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力所能及为祖国建设

作贡献，义务做传统教育报告近万场，
受众 300 余万人次，产生了积极的社会
反响。2019 年，该院被表彰为“全国退役
军人工作模范单位”。近日，该院志愿军
老战士涂伯毅代表全体伤残军人给习
近平主席写信，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
表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本色，继
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的决心。

习近平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强调

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宋桂红 20年前随丈夫来到福建漳州
老家住进土楼的时候，她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自己会靠给游客讲解这泥土色的

“大堡垒”挣钱。
宋桂红一家居住的“长荣楼”位于漳

州市南靖县梅林镇坎下村，建于 100多年
前。土楼生活热闹淳朴，但对年轻住户来
说却是不小的挑战。“我刚来的时候，最
不习惯的就是旱厕，味道很大，而且家族
十几户人住在同一个楼里，环境杂乱，没
什么隐私。”宋桂红说。

但就是这种连当地人都不太愿意住
的土房子，却在 200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也是在那一年，宋桂红和丈夫一
起离开福建，做起了茶叶生意。

福建土楼诞生于 11 世纪，主要分布
在漳州市南靖县、华安县和龙岩市永定
区等地。这种以石为基的建筑以当地生
土为主要原料，分层交错夯筑，外墙厚一
至二米，一二层不开窗，仅留一扇大门。
大门一关，土楼便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2011 年，福建土楼（南靖）景区成为
国家 5A 级景区，这些形似圆锅或方盘的
土房子就这样成了当地人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金饭碗”。2015年，宋桂红听说景
区发展红火，便放下生意，回到南靖成了
一名景区讲解员。

宋桂红说，在外做生意投入和开销太
大，夫妇二人一年只能攒下 2万多元，现在
光靠她一人做讲解，一年就能挣近 4万元，
在家门口就业还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

福建土楼申遗成功以来，村庄面貌
焕然一新。如今漫步云水谣古镇的鹅卵
石步道，可以看到官洋溪水清澈透亮，厕
所干净无异味，土楼内的商铺井然有序，
乱如蛛网的电线网线也不见了踪影。

土楼变美了，游客纷至沓来。不少年
轻人看到致富的商机，跟随游客的脚步
陆续回到家乡。

“我们刚开始是经营农场，后来发现
游客问得最多的是住宿，就租下了家族
的整栋土楼，投入 100 多万元改造成民
宿，生意很不错。”简佳男说。

简佳男在云水谣古镇长大，2011 年
大学毕业后随哥哥回乡创业。今年，兄弟
俩还投资新建了一个房车基地。

据了解，南靖县 2019 年累计接待游

客 614.9万人次，比 5年前翻了一番，实现
旅游收入 53.8亿元。截至目前，旅游业已
直接和间接带动全县 8万多人就业，大大
小小的民宿已有 508家，面向中高端消费
者的精品民宿还在不断涌现。

“如今民宿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人们
的消费观念也在改变。”简佳男说，“只有
提供高质量、有特色的服务，才能让游客

放慢脚步，更好地体验我们独具特色的
文化。”

⊙新华社记者
胡广和 章博宁 吴剑锋

旧土楼变身“金饭碗”
——旅游业发展奏响山区致富曲

连日来，在位于高农花卉种植有限
公司的 300 亩三角梅花卉种植基地里，
几十名工人忙着培土、修剪、浇灌、除草，
大棚里一派热闹的劳动场面（如左图）。

高农花卉种植有限公司是漳浦县盘
陀镇盘陀村一家台资农企，入驻十年来，
通过国外引种、国内培育等方式，现已生
产三角梅品种达到 20 余种，并且还在不
断研发创新中。

“我们将闲置土地加以流转，不但给
当地农户发放租金，还解决他们在公司
的就业问题。”该公司创始人李俊兴来自
台湾高雄，据他介绍，公司固定聘请当地
20 多名农户专职管护三角梅，每人每月
最多可以领到 4000元工资。

值得一提的是，高农花卉还积极开
展就业扶贫工作，先后吸纳当地 8 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帮助他们稳定脱贫。蔡美
莲就是其中一位。

蔡美莲早年丧偶，靠自己打拼拉扯
着几个孩子过活。早前，她守着自己家里
的 2.3 亩田地，靠种香蕉维生，但香蕉价
格不稳定，收成也不好，她家的日子一度
十分困苦，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村两委的介绍下，蔡美莲将自家
土地租给李俊兴，同时还进入公司，成为
技术工人，每天到公司上班，负责三角梅
的种植养护工作。

“在自家门口就能有稳定的工作，每
月都有工资拿，比之前靠天吃饭好太多
了！”慢慢地，蔡美莲一家的生活好了起
来，还盖起了新房。

前段时间，蔡美莲刚搬进新家，两层
的小楼宽敞明亮。搬家时，她特意搬来两
盆三角梅放在房外：“是三角梅改变了我
的生活。”

“大陆的三角梅市场，近年来越发红
火了。”在这里待了十年，大陆的变化李
俊兴都看在眼里。国庆前，李俊兴带着他
的三角梅参加海峡论坛，自那以后的几
天里，他的电话就没有停过，订单纷至沓

来。 ⊙洪锦城 文/图

小康路上有花香

10月 13日，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游客在土楼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胡广和 摄

央 媒 看 漳 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