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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委书记谈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

本报讯（记者 庄朝惠 通讯员 张小聪）11月 18日，2023年
豪瑞（Holcim）可持续建筑大奖赛颁奖典礼在意大利威尼斯举
行。由市文旅局牵头开展，著名青年设计师徐甜甜及其团队设计
的参赛作品《福建土楼活化利用》荣获亚太地区唯一金奖。

我市高度重视土楼活化利用工作，去年以来，市文旅局具体
牵头开展土楼活化利用试点工作，并邀请著名青年设计师徐甜
甜及其团队参与，围绕结构特点和保存现状，对平和县的宾阳
楼、寨河旧楼，南靖县的翠美楼、进士楼、诗德楼以及华安县的昇
平楼、启丰楼共 7座土楼分别开展设计。在南靖县、平和县和华
安县的共同努力下，相关方面克服征迁、资金、审批等困难，根据
设计团队的方案，扎实推进7座土楼的修缮和活化利用工程，全
部工程将在今年内完工。

应豪瑞可持续建筑基金会的邀请，我市文旅交流团出席了
此次颁奖典礼，见证了《福建土楼活化利用》设计获奖盛况，交流
了福建土楼建筑文化与生态思想，同时进一步打响了福建土楼
的文化旅游品牌。

豪瑞可持续建筑大奖赛是豪瑞可持续建筑基金会设立的一
项国际性竞赛，是全球最重要的可持续设计竞赛，在建筑界享有
盛誉。从2023年开始，该竞赛每两年举行一次，在亚太、欧洲、拉
丁美洲、中东非洲和北美洲五个地区进行，各地区的金奖、银奖、
铜奖和荣誉奖得主将分享 100万美元的总奖金（每个地区 20万
美元），旨在表彰并推广将可持续设计、可持续施工与建筑卓越
性相结合的项目。

2023年豪瑞可持续建筑大奖赛举行

我市《福建土楼活化利用》设计获金奖

漫步漳州市诏安县四都镇西梧村，
一座座红屋顶小洋房掩映在绿荫中，一
条条宽阔整洁的村道舒展在村庄里，三
两孩童在妈祖公园里嬉戏打闹，渔民伴
着日出满载而归……好一幅现代版“富
春山居图”。

很难想象，十年前这里曾是漳州市重
点综治整治村、上访村。

改变从治理入手，是由内向外的破
茧。2014 年，西梧村村“两委”换届。新班
子以初心、爱心、公心、恒心、决心“五心工
作法”，从治理侵占集体财产破题，焕发了
民风淳、人心聚的文明新风，唤醒了群众
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并
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产业，带动村民
走向共同富裕，开启了一场村庄全面发展
的“逆袭”。

“‘五心工作法’并不深奥，其实就是

坚持以心换心，用干部的‘五心’，换取群
众的安心、舒心、顺心和放心，干群携手，
共建家园。”西梧村党委书记吴志雄认为。

西梧村探索的成效是显著的：名声变
了，西梧村由后进村成为“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福建省美丽乡村示范村”，成了
远近闻名的“明星村”；村庄富了，从曾经
的“空壳村”变成海洋产业年产值 1.8 亿
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408万元、村民人
均年收入3.8万元的富裕村。

摘掉“后进”的帽子，是与旧时代告
别，也是新征程的开始！在乡村振兴的新
时期，西梧村仍在探索：

如何从“治得了”到“治得好”？如何从
产业到兴业？如何从物质富裕到物质和精
神共同富裕？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西梧村的大街小
巷，实地感受村庄的蝶变……

力量源泉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前提，是关键。
西梧村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推进自治、法
治、德治“三治”融合，这是其“五心工作
法”的根本遵循，也是力量源泉。

“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
‘领头雁’。以前的西梧村发展滞后，首要
根源就是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
到位。”吴志雄直言不讳。

2014 年，新组建的村“两委”班子上
任，对基层社会治理“谁来抓”“抓不实”
等问题进行靶向突破。用“初心”把党员
凝聚到村党组织上来，逐步打造一支正
义感重、责任心强、有战斗力的班子，新
班子的新面貌让普通党员和广大村民看
到了希望。

“作为党员干部，就要带头啃‘硬骨
头’，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
头。”“新官”上任后，吴志雄在第一次党员
会议上如是说，“剑”指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虾池、滩涂侵占问题。这是遗留了几十年的
老大难问题，村民常因此打架斗殴、上访。

（下转第二版）

诏安县四都镇西梧村以乡村治理为切入点，推动乡村振兴，且看——

从“后进村”到“明星村”的蝶变
⊙本报记者 廖瑜婷 李立平

编者按
诏安县四都镇西梧村是一个以海水养殖和浅海捕捞为主的滨海渔村，曾经是漳州市重点综治整治村、上访村，也是诏安县出名的后进村。近年

来，西梧村以“五心工作法”，从“治理有效”破题，促进乡风文明和谐，推进生态宜居环境建设，整合资源优势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前不久，省委书记周祖翼在漳调研期间，深入西梧村并肯定了该村乡村治理工作。西梧村的巨大变化是近年来
漳州市以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本报记者实地调查采访并推出报道，将西梧村的生动实践呈现给读者，以期提供借鉴和启示。

当前，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正在云
霄县扎实开展，“四下基层”是重要抓手。

如何以“四下基层”为方，谋破题成事
之道？

近日，中共云霄县委书记蓝良木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云霄县传承弘扬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
实践，用好“四下基层”这一干事创业的成
功法宝，聚焦“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
效”，因情制宜实施县乡村六项机制，全面
开展全县工作每季一主题一检查、县委县
政府每月一清单一督查、县政府班子每周
一碰头一协调、县直单位每周一学习一会
商、乡镇每日一早会每周一例会、村级每日
一坐班每周一商议，进一步强基层打基础、
建机制增活力、抓规范促提升，持续推动主
题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党员干部身入基层、
心到基层，扎扎实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
路线，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下基层”核心在于解决问题、服务
发展。蓝良木说，云霄县学思践悟“四下基
层”蕴含的精神内涵，发挥县委统揽全局

作用，以县“1320”方案为主线，围绕产业
发展、项目建设、文明创建、人居环境以及
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深入开
展全县工作每季一主题一检查、县委县政
府每月一清单一督查，推动各级党员干部
直奔基层、直击矛盾、现场应考，以“穿透
式”调研解难题、促发展、惠民生。自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县各套班子领导累计开展
调研 105次、现场解决问题 22个，尤其是
加快解决好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保
护问题；全县共铺开督查检查 3轮次，深
入 41 个县直单位、10 个乡镇 51 个村居，
发现并推动问题整改 58项。前三季度 13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8项增速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其中，规上工业总产值和资质建
筑业产值增速均进入全市前三。173个县
级以上重点项目前三季度完成年度计划
投资 173.05亿元，占比 87.49%，经济运行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四下基层”关键在于实干实效、推动
落实。蓝良木表示，云霄各级各部门传承
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围绕“产业发
展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和“七比一看”竞

赛，结合县“百名干部挂百企”帮扶活动，
落实县政府班子每周一碰头一协调、县直
单位每周一学习一会商，坚持常态化抓好
集中学习、清单化推进项目攻坚、责任化
倒逼工作落实，全面向“股长做派”“科长
天大”亮剑，把挡住企业发展、限制产业升
级和影响营商环境的绊脚石搬走，推动各
项中心工作见行见效。今年来，全县累计
协调解决企业困难问题167个，完成农转
用地征收审批9批次5621.87亩，兑现惠企
资金1165.98万元；26个行政审批部门，年
初至今共推动解决行政审批事项109个，
其中涉及重大工程项目审批事项38个。

“四下基层”重点在于转变作风、为民
造福。蓝良木谈到，我们深化运用“四下基
层”制度，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将每日一早会每周一例会作为乡镇层级
统一步调、提振精神、互学互促的重要载
体，高质量做好会前信息搜集、会上工作

部署、会后落实问效三大环节，全面转变
基层干部作风、强化基层治理能力，推动
农村“三资”管理“四定一督”、人居环境整
治“八个一”等工作机制建设走在全省前
列。同时，以每日一坐班每周一商议延伸
村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触角，及时做
好群众来访接待、矛盾纠纷调处、基层应
急处突等工作，打通惠民政策落地落实的

“最后一米”，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点子
上、办到群众心坎上。截至目前，全县累计
征迁土地 1717亩，处置低效闲置土地 20
宗1047.61亩；人居环境整治拆旧62.19万
平方米，拓新17.29万平方米。

找准工作金钥匙，扑下身子干实事。蓝
良木表示，云霄县将“四下基层”贯通落实
到主题教育中，融入到县乡村六项机制建
设中，体现到现代化富美新云霄建设成效
上，使其焕发出更大光彩，以深“下”基层推
动各项事业发展“上”新台阶。 ⊙云融

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凝心聚力推动发展
——访云霄县委书记蓝良木

宜居宜业的美丽西梧村宜居宜业的美丽西梧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旭张旭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刘婧）11月 19日，市委副书记黄水木带队到
挂钩的平和县，践行“四下基层”，指导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调
研推动重点项目谋划、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等工作。

市领导深入国强乡、坂仔镇、小溪镇，实地察看乾岭村蜜柚
生态种养示范片、“花溪梦田”农文旅示范项目、平和职业技术学
校迁建工程、心田村仿野生中医农业种养一体化基地、东坑储备
粮库扩建工程、溪州村“双一百”工程示范点等现场，详细了解项
目推进、生态治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等工作情况，并召开专题
会议，与平和县一起谋划明年重点项目，研究加快环保问题整改
措施，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帮助理清发展思路，对县域经济发展
作出具体指导。

市领导强调，要谋实项目促发展。聚焦“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以开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和“七比
一看”竞赛为抓手，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更加突
出产业，进一步谋深谋实谋细明年项目，快马加鞭推进前期工
作，全力以赴做好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投产、
早见效；同时，积极盘活现有土地和厂房，加快推进标准厂房、种
养加一体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提升县城建设品质，促进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要守牢底线促发展。紧盯花山溪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不放，时间倒推、任务倒逼、工作倒排，加快推
进官峰水库和梨仔坑应急水源工程建设，统筹推进化肥减量增
效、土壤酸化改良治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退果还耕还林、生态
缓冲带构筑等工作，确保全面彻底完成整改任务；同时，狠抓黄
井工业园区生态环保问题整改“两单一表”落实，以园区标准化
建设为抓手，加快补齐生态环保、基础设施配套等短板。要改进
作风促发展。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化干部作风“五不”问题
专项整治，树立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营
造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浓厚氛围，持续提振干部精气神，凝
聚成就一番事业的强大合力。

市领导到平和调研

跳出漳州看漳州，比一比更能看清
自己。近段时间，漳州党政领导先后到多
地考察学习，先进地区干部的胆魄和思
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不说大的方面，
单看一个词，就很值得琢磨——与惯用
词“拼搏”不同，福清人爱讲“搏拼”。

拼搏和搏拼，乍一看差别不大，甚至“搏拼”都不是常用词。
但顺序的不同，暗含的是拼的程度不同。

“搏拼”，“搏”在“拼”前，是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搏”，是做出
决定就放手一搏的“搏”。过去，多少福建人为了生存、为了发展、
为了梦想，“赤着脚”出国门、下南洋，走遍千山万水，尝尽千辛万
苦，空手创业、白手起家，最终许多人在异国他乡搏出一番事业，
赢得了他人的尊重、社会的赞誉。

搏是豁出去干，拼是努力干，两者发力程度是有差距的，这
点差距导致的是结果不一样。很多时候，事业成与败、发展快与
慢，就差那么一股子豁出去的劲头。同样抓项目，如果人人都能
有“搏拼”的姿态，每个环节都快一点，每个机遇都抢一步，最终
肯定能干得比别人好。干一件事，认准了就要不留余力地搏，总
想着先尝到甜头才要甩开膀子，动作会慢，思路会乱，事也难成。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漳州要冲出一条血路，拼还不够，不
搏不行。

漳州要“拼搏”，
更要“搏拼”

⊙金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