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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

以企促村，带动村强
民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生动实践中，诏安县
提交了一份以产业引领
全面振兴的优秀答卷。近
年来，诏安县通过开展

“万企兴万村”“百企帮百
村”“同心 121”等系列行
动，扎实推动村企共建，
走出一条村与企业互为
依托，以强带弱、以企带
村、以工促农、共谋发展
的康庄大道。

以企促村 共谋发展

从古香古色的迎宾牌坊下穿过，走进司下
村，远处群山如黛，路旁绿树成荫。许多游客们
在富硒产业园的花海中漫步、拍照，农家乐里饭
菜飘香，茶山小道上嬉笑声不断……

司下村地处诏安县霞葛镇西南部，三面环
山，是革命老区村。曾经的司下村是个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土地贫瘠，经济发展滞后，村民纷纷
外出打工。

而如今，这座村庄早已甩掉了昔日“后进薄
弱村”的帽子，坐拥“省级美丽乡村”“省级金牌旅
游乡村”等多张名片。这一蜕变还得从“茶”说起。

2017年，司下村乘着诏安县政府扶持八仙
茶产业发展的政策东风，立足富硒土壤优势，将
村里的抛荒地建设成富硒八仙茶园；引入福建
硒来乐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后，采取“村企联建”和“支部+公司+基地+茶
农”的发展模式，带动周边村民种植茶树1200多
亩，村党支部争取资金用于完善茶园基础设施
建设，硒来乐公司以茶园为生产基地，为茶农提
供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

“为增强茶农抵抗市场波动风险能力，硒来
乐公司按每斤12元的最低保护价向茶农收购茶
青，并以每斤 0.2元的标准补助村财收入，用于
茶园基础设施日常管护。”司下村党支部书记江
子传介绍，如今茶园已完成 350亩八仙茶种植，
以每亩适中产量 2000斤计算，预计达产后可帮

助110户茶农每亩年增收1万元左右，村集体经
济年增收 14万元，实现了企业、茶农、村集体三
赢的局面。

随着富硒生态观光茶园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吸引了广东建饶、平和大溪等周边大批群众
前来休闲观光旅游，地处两省三县交界的独特
地理优势日益突显，司下村迎来了发展乡村旅
游的良好机遇。

“我们依托现有富硒生态农业，结合保存完
好的传统土楼风貌建筑资源，确立了‘富硒生态
观光农业+特色土楼民居体验+研学文化教育基
地’的产业发展思路。”江子传介绍，司下村逐步
形成了以富硒八仙茶种植和富硒蛋鸡养殖为产
业核心，衍生茶园观光、研学基地、农家乐等相
关休闲观光产业的富硒生态产业区。

“夜市最热闹时，一天有近万名游客。”江子
传介绍，去年村里投资 60万元在茶山上建设 13
个小木屋作为固定摊位出租，打造集娱乐、美
食、美景于一体的乡村夜市，并通过土地流转引
入第三方企业开展农家乐项目。农家乐与夜市
项目的引入，不仅为村民提供就业增收的机会，
同时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12.5万元。

“下一步，司下村将结合传统风貌建筑，以
朱顶红产学研基地、月亮桥景区、土楼观光为特
色打造土楼民居体验产业带，实现一、三产业链
联动发展。”江子传说。

沿着西梧村的妈祖休闲文化公园的山
坡拾级而上，只见几棵百年榕树错落有致
地分布在绿化带中，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微风轻拂，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仿佛奏
响春的乐章。村落里，一排排闽南特色乡村
别墅格外亮眼，道路宽敞整洁，一幅富美新
农村的图景。

西梧村位于诏安县四都镇南部，是一
座依山傍海的沿海村庄。在2014年之前，西
梧村是诏安县出了名的后进村，一句俚语

“西梧路颠、西梧水咸、西梧人人嫌”，道出
了当时西梧村的贫穷与落后。

10年间，从一个“路颠水咸人人嫌”的
后进村到“山清水秀人人夸”的致富村，西
梧村是如何打这场“翻身仗”的？

“以前，村里房前屋后、水沟里都是生蚝
壳，生蚝壳不仅会散发臭味，还会吸引蚊虫、
苍蝇，人还没到村口就能闻到腥臭味。”谈起
西梧村的过往，党支部书记吴志雄直摇头。

改变是从西梧村与福建玛塔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联姻”开始的。

玛塔公司落户后，西梧村与公司立足滨
海渔村特色，积极挖掘优势资源，整合村内

废弃房屋、空闲土地发展特色项目，形成了
牡蛎加工、渔业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体系。

“玛塔公司进驻后，首先改变的是村庄
的环境。”吴志雄说，村民取完牡蛎肉之后
的牡蛎壳没有使用价值，长期堆积在村里，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制约了牡蛎产
业的发展。企业进驻后，新建了牡蛎加工中
心，并负责处理以往堆积在村里的废弃牡
蛎壳。村支部制定村规民约，要求全村牡蛎
必须集中在加工中心加工，废弃牡蛎壳由
村民运到玛塔公司。

“玛塔公司将牡蛎壳进行加工，制作成
土壤改良剂，实现变废为宝。”吴志雄介绍，
村里不再有牡蛎小作坊，牡蛎壳的堆放问
题也解决了，环境得到了改善。同时，西梧
村还在全县率先建立村级污水处理站，实
现“雨污分流”；生活垃圾实行分类、定点堆
放、清运，实现生活垃圾不入海；修复2座土
楼、拆除危旧房，建设西梧休闲公园及公
厕，村庄越来越宜居。

“村支部还通过收回长期被侵占的
4800亩滩涂地、1280亩虾池并进行公开招
投标，十年租金共为村集体创收 3775 万

元。”吴志雄介绍，通过对滩涂、虾池进行升
级改造，引进泥蚶、花蛤、美国蚶等品种，特
别是培育西梧越冬鱼苗“赤嘴孟”，鱼苗远
销海内外，大大提升经济效益。

玛塔公司还健全牡蛎产业全产业链
条，进一步打通产业发展销售渠道，实现
三产融合、协同发展。同时，还带动村民科
学养殖，提高生蚝品质和产量，提高村民
收入。

短短几年间，西梧村从贫穷落后的后
进村蝶变为一个村强民富的和美村庄，全
村总产值从 3000万元提升到 1.38亿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从 0 元提升到 408 万元，村
民人均年收入也从 6800 元提高到 3.5 万
元。西梧村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福建省文明
村”“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十个典型示范村”

“全省乡村振兴试点村”等荣誉称号。

玛塔
带走腥臭味 西梧蝶变新农村

引茶旅
融合“活水” 浇灌乡村振兴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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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梧村水产养殖鸟瞰图

本报讯（记者 郑斯楠）6月7日，我市召开2023
年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专题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
快推进重点人才工作落地落实。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季光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林少金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拿出引才的最大
诚意，找准产才融合的最优路径，不拘一格、千方
百计拼抢优秀人才。要着眼长远发展，认真做好本

土人才开发工作，大力支持本地高校建设，强化战
略人才支撑，多措并举培育优秀人才。要聚焦平台
搭建，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技术成果转化、回
应人才多元需求，搭建创新创业的差异化平台，各
尽其能用好优秀人才。要持续优化服务，营造尊重
人才的社会环境、公正平等的制度环境、保障有力
的生活环境，用心用情留住优秀人才。要苦干实干
巧干，争优争先争效，以高质量人才工作助力高质
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提供坚实人
才支撑。

会议还研究通过选优生管理办法及省、市人
才项目申报人选，部署人才公寓申请等重点工作。

以高质量人才工作助力高质量发展
2023年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专题会议召开

本报讯（戴其成）6月7日，副市长兰万安带领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龙文区、芗城区、漳州
高新区调研养老事业及养老产业发展，督导推进
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

市领导一行先后来到龙文蓝田街道和芗城东
铺头、芝山街道及漳州高新区九湖镇等地的嵌入
式养老机构、老年公寓、长者食堂、老年养护院、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养老服务机构功能配
套、运营管理、医养结合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市领导指出，养老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之一，是蓬勃发展的“朝阳产
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市领导强调，要优化服

务供给，坚持“事业+产业”发展思路，不断完善服
务布局、延伸服务链条，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快构
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产业做大做强。要
提升服务品质，以老年人实际需求为导向，进一步
整合资源力量，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模式、丰富养老
服务内涵，推动养老服务从单一向多样、精细转变，
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服
务需求。要凝聚发展合力，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和食品、消防安全管
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努力打
造漳州特色养老品牌，扎实做好养老事业和产业协
同发展的文章，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调研推进养老事业及养老产业发展工作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盘活，关键在
引。近年来，龙海区东泗乡坚持家乡情怀引
领，让乡贤文化根植故土，探索出“引乡贤助
振兴”新机制，发挥乡贤示范带头作用，汇聚
乡村振兴战线强大合力。

乡贤+乡村：提升民生福祉

每天的放学时间，从东泗中学延伸出
去的新增硬化道路成为家长接送学生的

“专属通道”。这是一条由碧浦村乡贤自发
集资 58 万元建成的道路，虽已经完工一
年，但过路的家长谈起其带来的变化时，
仍旧不吝赞美之词。“原先没有这条路，接
送孩子只能走花都大道，那里大型重卡
多，交通压力大，现在有了社内新路，不仅
方便，关键还安全！”

便捷、安全是群众出行最基本的需求。
在下浦村高顶至渐山段道路硬化工程

施工现场，沿线村户正积极配合施工队拆
围墙、挪柴草、清理障碍物，施工现场热火
朝天。村民告诉笔者，这条路也是用乡贤筹
资捐款的钱来修的，之前已经修缮了一批

项目。“入村路沥青改造、社内路、堀仔社前
广场……”村民边讲边掰起指头数起了数，
眼神里充满了欢愉与自豪。从曾经的县际
边界村到如今的乡村振兴“明星村”，下浦
村呈现出来的变化离不开在外乡贤归巢反
哺家乡的热忱。

近年来，东泗乡党委牵头组织各村党组
织紧密联系乡贤，借助乡贤促进会，定期诚邀
乡贤们“常回家看看”，忆旧貌、看新颜、话发
展。“乡贤‘智囊团’眼界宽，听听他们的想法和
建议，对村庄发展建设大有好处。”下浦村党总
支书记何建良说，“利用今年‘五一’乡贤返乡
过节的契机，本村乡村振兴募捐仪式上就筹得
了共建资金12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从建设家乡道路到修建
村民活动场所，从清理沟渠到路灯亮化，东
泗乡贤已累计助力家乡基础设施建设超千
万元。

乡贤+产业：激活共富密码

家和万事兴。“大家”美起来，“小家”也得
富起来，群众的幸福指数才会真正高起来。

去年，东泗乡的乡贤促进会当起了“红
娘”。东泗村乡贤黄聪伟以食品产业起家，早
年他选择在食品工业比较集中的乡镇起步，
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扩大厂房用
地以便新增生产线。在回乡参加乡贤会的时
候，乡村两级干部知道他有扩容增资的想
法，便为他“牵线”了位于虎渡村的现有闲置
厂房。带着浓烈的家乡情怀，政企“一拍即
合”，多美立食品于2022年4月正式开工。

如今，乡贤回乡成为一种“新风尚”，他
们用实际行动助力东泗乡增强发展“硬核”
实力。

同溢堂集团总裁何国军在家乡建设 5
层厂房，积极引进生产线，助力产业“提档升
级”；旺辉果蔬合作社负责人黄财来新增建
设 1.62万平方米蔬菜大棚，直接带动 140余
名群众就业。

东泗乡正积极借助乡贤群体在人缘、资
源、财源上的优势，引导乡贤把优势项目建
在家乡，把优质资本投向本土，实现乡贤智
力回乡、资金回流、人气回聚，乡村振兴图景
正焕发勃勃生机。 ⊙龙闻 连群娜

龙海东泗乡：

“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加速度”

近日，在芗城
区天宝镇墨溪村的
地瓜田里，农民忙
着除草、施肥，期待
不久之后的收获。

本报记者 梁 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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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意斌 通讯员 吴莹 吴维）
6 月7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慧德带队深入
东山县开展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专题调研。

市领导先后实地走访东山县综治中心、石埔
村、西埔派出所、中兴社区等地，了解工作开展
情况，对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实
战化管理，特别是“平安漳州 e家”平台智治赋能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市领导指出，综治中心是开展平安建设、法治
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平台与基础阵地，各
地要着力提升综治中心统筹协调、整合资源、服务
保障的能力和水平，积极构建“综治中心+网格
化+大数据”治理体系。

市领导强调，要强化社会治理资源整合，以综
治中心为主阵地，发挥市社会治理智治平台作用，
打通部门融合联动渠道，推动法院、检察、公安、司

法等基层政法资源力量聚合，切实提升民情沟通、
数据共享、便民服务效能，为广大居民提供更优质、
便捷、高效的政法服务。要强化智治赋能网格治理，
积极推进市社会治理智治平台实战应用，全力实行

“一个平台、一个口子”采集信息、办理事件，进一步
畅通优化事件上报、流转、处理、反馈的闭环管理链
条，实现民情民意“网上采”、政法服务“线上走”，切
实发挥智治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质效。要强化矛
盾纠纷多元调处工作创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探索推进矛盾纠纷多
元调处“一站式”平台建设，按照“一站式受理、一揽
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思路，通过整合资源、
创新机制、优化服务等方式，为群众提供多元、便捷
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努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做法，为更高水平平安漳州建设提供有力
保障。

市领导到东山
调研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