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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
员 林海宁 戴志龙）近日，记者从
市教育局获悉，今年漳州市初中
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以下
简称“体育中考”）将于4月19日
起正式开考，预计5月结束。

今年体育中考全市共设三
个考区、12个考点。第一考区包
括市直考点（含芗城区、龙文区、
高新区、市直学校）、云霄县考点
（含云霄县、常山开发区）和东山
县考点，考点分别设在漳州一中
西湖校区、云霄体育场、东山一
中；第二考区包括平和县考点、
南靖县考点、台商区考点、龙海
区考点、华安县考点，考点分别
设在平和一中、南靖县湖美中
学、台商区第一中学、龙海一中、
华安县华丰中学；第三考区包括
漳浦县考点（含漳浦县、古雷港
区）、诏安县考点、长泰区考点、
漳州开发区考点，考点分别设在
漳浦一中、诏安职校、长泰一中、
厦大附中。

据悉，体育中考分为体育与

健康基本知识考试、身体素质与
运动技能测试。其中，体育与健康
基本知识考试与《道德与法治》科
目同场合卷进行，身体素质与运
动技能测试每位考生应参加必考
类、抽考类、抽选考类的测试。必
考类分为中长跑或游泳项目，抽
考类为足球运球绕杆项目，抽选
考类分为50米跑、1分钟跳绳、1
分钟仰卧起坐项目。必考类、抽考
类项目，每名学生都必须参加；抽
选考类项目，学生从三个选项中
自选两项参加考试。

为做好市直考点的考务管
理工作，市教育局成立了2024年
漳州市体育中考市直考点组织
机构，设主考、副主考若干人，下
设考务、保卫、后勤（含医疗救
援）等工作小组。为确保今年体
育中考的顺利实施，各考区（考
点）着力加强与属地公安、卫健、
电力、网络通信、交通运输等部
门的协调，共同做好本次考试的
相关保障工作，营造良好的考试
环境。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 通讯
员 李小莹）日前，我市开展爬
架吊篮安全治理专题行动，共
排查涉及爬架项目数 18 个、涉
及吊篮项目数 24 个，累计检查
爬架 75 台（套）、吊篮 417 台，
发出责令通知书 32 份，发现安
全隐患问题 103 条并全部整改
完成。

同时，我市针对吊篮使用现
状，在全省范围内首次印发《漳

州市房屋市政工程高处作业吊
篮管理暂行办法》，提出明确各
方主体责任要求、明确特种作业
人员持证要求、明确吊篮必须予
以报废的情形、明确吊篮必须专
家论证的情形、明确现场举牌验
收制度、明确过程监管具体措
施。下阶段，我市将继续压实参
建各方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
任，全方位开展爬架吊篮安全治
理，确保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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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爬架吊篮安全治理行动

近日，在长泰区林墩办事处江都村的宗
维家庭农场里，喷灌设备正在作业，水雾密
集且均匀地喷洒而下，映衬得农作物更加生
机勃勃。

这绵延 60 亩的葱葱绿意，是宗维家庭
农场去年 12 月引进种植的新优品种枸杞
叶。“管理得好的话，2-3 天可采摘一次枸
杞叶，一年四季不断档，含茎采摘一天可以
达到 400 公斤，纯叶子一斤能卖到 20 元左
右，经济效益可观。”农场负责人连维太介
绍道。

问及田间管理的“秘方”，连维太说，他
引种的是以茎和嫩叶为食用部分的大叶枸
杞，水是不可或缺的“生命成长剂”。“你看，这
顶上的嫩叶仿佛一掐就能流出水来一样，口
感好、品相佳。”连维太说道，以前林墩农田的
水利基础设施不完善，土地利用率较低，且土
壤肥力不足，种不出品质好的作物，发展农业
没有奔头。但近年来，林墩办事处将生态水系
及水环境综合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
升与特色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以水系连通工
程为输水载体，将“低产田”变成可以种植各
类经济作物的“高产田”，为农作物的增产保
收提供了“硬件”保障。这为他发展农业带来
了底气。

如今，天气晴朗时，喷灌设备“唤雨”护
田，为枸杞叶带来“甘霖”，枸杞叶“解渴”后
自然奋力抽出新芽。随着水利基础设施修建
配套产业道路硬化工程完善，纵横交错的机
耕路逐渐成型，辐射江都、林溪、石横等村的
良田耕种。清晨，工人们完成枸杞叶采收后，
运输车通过高速路，抢“鲜”直送市场，不用
半天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上好的食用野
菜，成为连维太的“增收菜”。

“市场反馈好，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我
们接下来会扩大种植规模。”连维太对未来有
了更大的期盼。据介绍，枸杞叶种植还吸纳了
附近的劳动力，每到高峰期，周围的村民纷纷
加入采摘、管护的行列，实现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林墩办事处深化文农旅体融
合，积极探索美丽乡村联动发展新路径，激
活村集体增收的“神经末梢”，农田质量提
升，新技术、新品种等要素集聚，一个个新产
业在林墩的田间地头不断涌现。“接下来，林
墩办事处将发挥跨村联建优势，开发集田园
观光、农事体验、乡村休闲、水上运动等文农
旅体项目路线，推动产业串点成片，为乡村
振兴塑形铸魂。”林墩办事处党委副书记郑
兆琦表示。

☉林少虹 林阿芬 王悦涛 林雪鑫

长泰林墩：

为农业发展注入“水动能”

近日，龙海区程溪镇下庄小
学的孩子们在学校的“百草园”
里种植车前草、忧遁草、鱼腥草、
艾草、薄荷、郁金、风葱等中草
药。该校把中草药文化作为研学

项目，并将校内劳动实践基地打
造成“百草园”，让孩子们在种
植、管理中草药过程中，体验与
学习中医药文化。

陈建和 摄影报道

耕作耕作““百草园百草园””争当小药童争当小药童

本报讯（记者 林昕蓉 通讯员 陈蕾 王
毓鹏 杨小锋）4 月 13 日，“上春山·赏杜鹃”
2024 年华安县四季全时精品旅游暨马坑乡
第二届杜鹃花文化季活动在马坑乡和春村
举办。

开幕式文艺演出由开场舞《千年一梦》拉
开序幕，《太极扇》《奔跑》《爱拼才会赢》《走进
和春》《盛世宴歌》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活
动现场的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艺术盛宴。
现场还为“醉美好汉坡”第一届旅游风光风情
摄影大赛获奖作者颁发奖状。

据了解，马坑乡下辖“闽南小西藏”和
春村、国家森林公园贡鸭山村、苏维埃政府
旧址下垅村等六个行政村，自然生态条件
优越，历来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宝藏目的
地”。本场活动以花为媒，以节引客，深度挖
掘特色旅游资源，现场设置围炉煮茶、太极
养生、团扇 DIY 等沉浸式体验专区，游客打
卡网红点，赏杜鹃花海，在活动中感受“醉”
美马坑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华安县通过盘活、融合自然生
态、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玉石文化、土楼文
化、古建筑保护、茶文化、户外体育等优势资
源，打造全县总动员、全民参与、全域推进的
福建展示生态文明的重要窗口，成为知名生
态休闲康养、特色乡村旅游胜地。

华安举办四季全时精品旅游活动华安举办四季全时精品旅游活动

春日的早晨，云霄县陈岱镇竹
港村“银杏乐龄学堂”里传来阵阵
悦耳的丝竹声，擅长扬琴演奏的林
添水老师，带领一群精神矍铄的老
人们弹拉演奏，用潮音连结乡谊，
用潮乐拨动乡情，沉浸在属于他们
的乡村“音乐会”。

这群老人都是潮乐的“发烧
友”，在竹港村组建“银杏乐龄学
堂”时，大家凭着对潮剧潮乐的共
同爱好，相聚在一起，互相学习切
磋，形成了相对固定、能弹会拉的
社员团体。老师林添水年轻时曾
学习过扬琴演奏，因学堂缺乏潮
乐演奏人才，他被邀请前来教授
潮乐乐器。

“原本我们只略懂一种乐器，通
过互相学习，触类旁通地学会了
更多潮乐乐器。”学员林添玉说
道。从无到有、从零到多，渐渐地，
老人们都成了潮乐表演的“多面
手”，“萧弦琵琶筝”样样精通，且
能弹会唱，只要有乐谱，随时能组
成潮剧表演队。

他们的舞台不止局限在“银杏

乐龄学堂”的表演，还积极走出去，
参加“村晚”等节庆公益演出，在形
式上推陈出新，在内容上精益求精，
自编自导自演节目《滨海龙腾》，于
潮音潮韵中展现传统文化独特魅
力，在“村晚”演出中受到广泛好评。

“我们开设乐器、潮剧和广场舞
等兴趣课程，让‘银发一族’也拥有

‘乐龄人生’。”竹港村党支部书记林
雄标说道。

近年来，云霄县积极探索实践
“政府支持、民政指导、社会参与、村
级主导、老年协会管理”的农村养老
服务模式，于 2022 年申报成为“银
杏乐龄学堂”试点建设县区之一。截
至目前，全县 8 个试点村、社区以

“共学、共餐、共伴”为核心，已逐步
建立起教养结合的社区及乡村公益
养老新模式，省级试点建设资金下
达试点村居共计40万元，累计组织
活动186次，受益人次达5586人次。
云霄“银杏乐龄学堂”正托起幸福

“夕阳红”，让“银发一族”实现老有
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朱乔柽 方楚楚

云霄竹港村：

为农村养老奏响“幸福曲”

游客在和春杜鹃花海拍照打卡游客在和春杜鹃花海拍照打卡 汤炜元汤炜元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