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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中白工业园与漳州片仔
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片仔癀
药业”）、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工国际”）、金台文院的合作意
向书签约仪式在漳州成功举办。

中白工业园总经理严刚在明斯克

通过云签方式与片仔癀药业董事长潘
杰、中工国际总经理王宇航、金台文院
院长蔡传庆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并就中

医药企业走出去、中医药国际化进行了
深入广泛的沟通交流。四方一致同意积
极 推 进 片 仔 癀 药 业 在 原 料 药 加 工 、
CNAS认证中心及共享实验室等在中白
工业园的落地运营，共同把中白工业园
建设成“一带一路”上的中医药产业集
聚平台。仪式上，片仔癀药业向中工国
际和中白工业园捐赠了一批抗疫中药-
清肺排毒颗粒。

片仔癀药业纪委书记郑建成、副总
经理刘丛盛，中工国际中亚东欧事业部
总经理刘佳丹，中白工业园任飞副总经
理、中国部副总经理侯长青等参加了签
约仪式。

片仔癀药业是以医药制造、研发为
主业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中华老
字号企业，现市值近 2500 亿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

片仔癀药业与中白工业园、中工国际、金台文院签署合作意向书

▲ 签约仪式
▲相关负责人合影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龙文区坚持“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把“创造高品质生活”作为工
作落脚点，聚焦社区治理重点难点，持
续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将物业小区公共
收益专项检查作为城市管理领域“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进
一步规范小区物业管理，加快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夯实市域治理基础，
让群众生活更舒心、更安心、更顺心。

旨在为民 坚定治理决心

电梯广告收入、快递柜运营费、通
信运营商入场费……近年来，小区公
共收益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但很
多业主不太清楚自己小区的公共收益
有多少，又是怎么被花掉的。“开展物
业小区公共收益专项检查是一项涉及
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龙文区副区长
卢坚告诉记者，近年来，龙文区坚持把

“民生为本，服务为先”理念贯穿于社会
治理全过程，着眼于建设服务型政府，
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转变工作理念和
创新工作思路上，更加注重倾听群众
呼声。

在市、区两级领导的支持下，龙文
区从去年底开始谋划物业小区公共收
益专项检查工作。在前期多次调研、反
复酝酿的基础上，龙文区还赴江苏省

常州市、浙江省余姚市等地考察学习
先进经验。结合考察学习经验，组织街
道及相关人员进行方案研讨、修订，最
终选定除政府兜底管理的无物业小区
外的所有 36家物业企业所属 66个物业
项目作为审计对象。

为确保此项工作高质量完成，龙
文区全面发力，一方面整合专业力量，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共收益进行专
项审计，梳理出资料初步审查、项目答
疑、实地核查、企业约谈、整改回复、审
计报告、立案查处等 7 个专项审计步
骤；另一方面巧用基层力量，充分发挥
街道、社区居委会熟悉所属物业小区
的优势，要求街道、社区居委会全程参
与检查，及时提供线索信息，核实物业
运营情况。与此同时，抽调区城管局 18
名干部组成检查组，牵头对全区 66 个
物业小区进行“全覆盖”“地毯式”专项
检查，通过实地调查、核对、测量、清点
等方式，核查物业上报的审计数据，督
促物业不瞒报、不漏报。

敢于创新 夯实治理基础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三分建设，
七分管理’，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
和城市骨架逐步拉大，特别是龙文区
从漳州‘几何中心’向‘城市中心’的转
变，城市治理工作显得愈加重要。”卢

坚告诉记者，在城市治理中，龙文区摒
弃传统的思维定式和传统的路径依
赖，用发展的眼光谋划改革新思路，变

“凡事先找惯例”为“主动开拓创新”，
在全市乃至全省做到“七个率先”，即
率先开展二楼以上违规户外广告专项
整治、率先开展店面违规私设通道进
小区专项整治、率先开展小区车库私
改店面专项整治、率先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立案处罚、率先开展工地“门前三
包”执法立案、率先成立“红色物业”、
率先开展物业小区公共收益专项审
计，力促城市环境进一步改善提升。

针对占道经营、违规停车等乱象，
龙文区统筹推进城市管理“五化”（停
车有序化、流摊入市化、店前五包化、
立面清表化、楼顶净空化）工作，着力
推动城市治理体制机制固化优化常态
化，力促由“专项整治”向“系统治理”
转变、由“突击整治”向“常态推进”转
变、由“被动管理”向“主动服务”转变、
由“末端清理”向“源头防治”转变。

成于高效 开出共治良方

短短两个月，龙文区共审计出 66
个物业服务项目 2020 年以来的公共
收益金额共计 1361.8 万元，其中需要
清 退 给 业 主 的 资 金 达 836.5 万元。目
前，需追回的钱款已全部汇到指定账

户，相关审计结果也陆续在各小区信
息栏上公布。

为进一步巩固审计成效，下阶段，
龙文区将大力推动业主委员会的成
立，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监管职责，将
公共收益纳入监管，确保公共收益收
支公开、透明。建立健全物业企业优胜
劣汰机制，对管理规范的物业企业给
予信用加分，纳入年底表彰奖励，并在
承接龙文区物业项目中给予优先推
荐。同时，大力支持、指导物业行业协
会对恶意拖欠物业费、不履行业主义
务的自然人和法人（单位）进行曝光。

城市治理的目的是服务人民。龙
文区已试运行智慧物业服务管理平
台，下阶段将在全区推广。该平台以

“互联网+”为创新引擎，集成“物业管
理、物业监管、治安防控、社区服务、社
区自治、党建服务等的监管与服务”等
功能，实现主管部门、街道、社区居委
会及业主对物业服务标准、收费等级、
公共收益等信息的查询和监管，实现
居民对小区物业投票表决、室内装饰
装修、安全防范等日常管理。通过借助
智能化管理手段，有助于形成常态化、
长效化监管工作机制，促进辖区物业
企业规范管理、提高服务，维护广大业
主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今年来，龙文区在全省率先开展物业小区公共收益专项检查工作，通过第三方专业审计
监督，规范公共收益使用管理，维护业主合法利益，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创新城市治理 开出共治良方
⊙本报记者 吴丽燕 通讯员 王思亮

小区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历来
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近日，龙文区通
过一场历时两个多月的物业小区公共
收益专项检查，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审
计 公 共 收 益 1361.8 万 元 ，退 回 业 主
836.5 万元，龙文区把“糊涂账”理成了

“明白账”，把群众“盼的事”变成政府
“干的事”，在开拓基层社会治理新格

局的征途上迈出坚实一步。
由“ 找 惯 例 ”向“ 谋 改 革 ”转 变 。

2020 年底，龙文区便开始谋划物业小
区公共收益专项检查。摒弃传统的思
维定式和路径依赖，龙文区用发展的
眼光谋划改革新思路，在前期多次调
研、反复酝酿的基础上，赴江苏省常
州市、浙江省余姚市等地“取经”。结

合考察学习经验，组织街道及相关人
员进行方案研讨、修订，最终制定工作
方案。

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管理只有
政府一个主体，而治理是多主体广泛参
与。在此次的专项检查工作中，龙文区
充分发动社会各方力量，由会计师事务
所，街道、社区居委会，区城管局等组成

的工作队伍各归其位、各担其责，发挥
各自优势，有效摆脱了社区治理人员不
足、精力有限、资源缺乏的困境，

由“一阵风”向“常态化”转变。为
避免此次公共收益专项检查成为“一
阵风”，龙文区在全省率先试运行智慧
物业服务管理平台，运用智能化管理
手段，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管工作
机制，进一步促进辖区物业企业规范管
理、提高服务，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
益，切实将“共治”成果与老百姓共享。

⊙阿 凡

群众盼的就是政府干的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为切实解决
群众关注的城市夜间噪声扰民问题，提
升百姓生活品质，日前我市七个部门联
合制定出台《漳州市“静夜守护”城市夜
间噪声污染综合整治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按照“源头管控、分类施
策、综合治理、严格执法”原则，围绕城
区范围内建筑施工、商业活动、餐饮和
文化娱乐、居民生活、交通运输、工业生
产等领域的噪声扰民问题进行专题整
治，进一步完善噪声污染防治和部门联
动配合体系，营造安静、舒适、文明的城
市人居环境。

根据《方案》，综合整治行动共分为
动员部署准备、集中整治攻坚、巩固提
升总结三个阶段。其中，6 月 16 日-9 月
15 日为集中整治攻坚阶段，我市各地对
辖区内城区建筑施工单位、餐饮和文化
娱乐场所、公共场所、沿街商铺、重要交
通节点等噪声多发地逐一进行全面排

查，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督
促落实整改。同时，我市将加强对敏感
区域周边的噪声监测，对边界噪声超标
或拒不执行整改要求的场所将依法予
以查处；对建筑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
声等热点难点问题，将视情况开展联合
整治行动。

在 9 月 16 日-9 月 30 日的巩固提升
总结阶段中，我市各地各部门将对专项
行动工作成效、经验做法及存在问题进

行总结，逐步完善噪声污染防治联合监
管长效工作机制，巩固提升整治成果，
防止噪声污染问题反弹，共同守护城市

“静夜”。
值得注意的是，我市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开展综合整治工作的同时，注
重切实维护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禁
止简单粗暴“一刀切”的做法，切实提高
管理执法与服务水平。

政策解读详见2版

我市七部门联合整治城市夜间噪声污染
行动持续至9月底

本报讯（记者 黄妍婷 文 张
旭 图）6 月 20 日，第九届“同名
村·心连心”联谊活动暨“两岸好
声音·共筑复兴梦”文艺晚会在漳
精彩上演。全国台联副会长许沛，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文慎，省台
联党组书记江荣全，省台联党组
成员、会长江尔雄，副市长兰万安
等与来自海峡两岸的同名村代
表、在闽台胞一起观看了演出。许
沛、李文慎、兰万安分别致辞。台
湾闽台同宗同名村交流中心主任
陆炳文在线上致辞。

闽台两地民俗曲艺文化同根
同源，南音、锦歌、木偶戏、竹马
戏、闽南语歌曲等，在闽台两地具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承载着两岸
共同的乡音乡情。晚会以“曲同
调”为主题，两岸同胞同台歌舞，
共同传承和发扬两岸曲艺文化，
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晚会还
通过短视频、云互动等多种形式，
回顾两岸同名村的历史渊源，展
现两岸在文化传承上的一脉相
承，展示在新时代发展机遇下两
岸同胞在经济、文化上携手合作、

互惠互利的丰硕成果。现场还为
2020 年两岸好声音闽南语歌曲
演唱大赛获奖选手颁奖，并启动
2021 年“曲同调·两岸好声音”海
峡两岸大型闽南语曲艺文化交流
活动。

福建省台联自 2013 年开始，
每年举办“同名村·心连心”联谊
活动。“同名村”即台湾村落（地
名）冠与大陆祖地同名，保留族
谱，沿用相同堂号、传世辈字序
列，用以铭记祖籍地。活动主题
常做常新，从“寻根”“续缘”“共
建”到近年来的“食同味”“婚同
俗”“居同厝”，得到了两岸同名
同宗乡亲的高度认同。越来越多
的台湾宗亲祖带孙、父携子一同
参与进来，解乡愁、叙乡情，回到
原乡寻根谒祖，“同名村”成了“同
心村”。

第九届“同名村·心连心”联
谊活动 18 日在厦门启动。连日
来，两岸同名村代表、在闽台胞等
深入厦门、漳州两地的闽南交流
点参访，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历
史文化。

浓浓乡音唱和两岸情缘
第九届“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暨

“两岸好声音·共筑复兴梦”文艺晚会在漳举办

两岸“云”唱《辈序歌》

本报讯（记者 刘铭明 通讯员
胡志超 陈巧萍）记者获悉，漳
州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创意学院
2018 级 媒 体 营 销（1）班 学 生 陈
嘉 良 代 表 福 建 队 ，在 2021 年 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英
语 口 语 赛 项 中 获 得 一 等 奖（三
个名额）第一名佳绩，为我市近
年 来 最 好 成 绩 ；该 校应用外国
语学院李丹枫获得优秀指导教
师称号。

今年比赛赛项有较大创新，
在原有的“情景交流”“职场描
述”和“职场辩论”三个环节的基
础上 ，首次增设“中国故事”环
节。来自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1
支代表队的 31 名专业和非专业
英语口语高手同台竞技，围绕赛

事各个主题，在不同场景下讲述
心中的中国故事、与提问嘉宾模
拟职场情景和角色扮演等，赛况
激烈。最终，陈嘉良发挥不俗、沉
着应战，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为
省、市争得了荣誉。

据悉，此次大赛由教育部、
海南省政府、国家发改委等共同
主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
目前国内专业覆盖面最广、参赛
选手最多、社会影响最大、联合主
办部门最全的国家级职业院校技
能赛事。其中，英语口语赛项为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的赛
项之一，也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中唯一的外语类比赛。经过
18 年的发展，高职组英语口语比
赛已成为国内高职英语类技能
竞赛的最高级别赛项。

漳职院学生斩获国赛赛项桂冠

本报讯（黄芳）笔者从漳州站
获悉，自 6 月 20 日起至 7 月 1 日，
从漳州站乘坐 G322、K572 去往
北京方向的旅客，实行专区候车、
二次安检。

漳州站已在候车室内设置了
二次安检候车专区，增设了安检
仪，并加派了安检人员，努力加快
整体查验速度，铁路公安也将增
派警力做好乘车秩序维护工作。

据悉，持进京车票的旅客进
站 乘 车 需 凭 本 人 有 效 身 份 证
件，做到人、证、票一致，在乘车
前行李物品需在“一次安检”的
基础上，实行二次查验，对终到
北京的旅客行李物品还必须进
行 开 包 人 工 检 查 。漳 州 站 提 醒
旅 客 应 适 当 提 前 出 门 ，预 留 充
足 时 间 ，避 免 因 排 队 时 间 过 长
而耽误行程。

6月20日至7月1日

漳州进京列车启动二次安检
旅客请预留充足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