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

就是一个堡垒。从农村到城市，乡村振

兴中频现党员身影，服务民生中彰显为

民情怀。解民忧、促发展，基层党建各项

任务落地见效，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创新党建方法、激活党建效能，福建

在共治共享中实现了党建与经济社会发

展同频共振、融合共赢，助力高质量发展。

乡村一线党旗红

“即使两个月不下雨，全村 2000 多名

村民也不会喝不上水。”站在一汪清澈的

蓄水池边，宁德市寿宁县清源乡岱阳村

驻村第一书记廖志华自豪地说。

曾经的岱阳村“雨天水浑浊、旱天没

水喝”，自 2017 年驻村以来，廖志华争取

到 130 多万元资金，于去年底建成这个

6000 多立方米的蓄水池。

“办事只进一扇门，效率快多了！”这

两年，三明市建宁县溪口镇枧头村的变

化让村民欣喜。

以建章立制为切入点，枧头村驻村

第一书记曹锐重新制定《村两委干部管

理办法》、岗位职责等规章制度，并推行

两委干部集中办公、一站式服务机制，相

互监督促进为民办实事。

从 助 脱 贫 、谋 发 展 到 抓 班 子 、带 队

伍，乡村嬗变遍布八闽大地。“推动能打

硬仗的干部深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

最前沿，省市县三级累计选派近 2 万名优

秀干部驻村任职。”福建省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

既 为 发 展 找 路 子 ，又 为 民 生 动 脑

子。在乡村一线的鲜红党旗下，驻村干

部留下扎实坚定的实践脚印——

留下“永不走的工作队”。健全村级

运行管理机制，着力增强村级组织凝聚

力和组织力，仅第五批驻村第一书记就

帮助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8264 名、发展党

员 5341 名；

留下强村富民产业。因村制宜、一

村 一 策 ，带 领 群 众 调 整 优 化 产 业 结 构 。

第五批驻村第一书记协助驻点村新办村

级经济实体 1890 个，引进投资规模百万

以上的企业 797 家；

留下惠民利民工程。从群众最急、

最盼、最怨的问题入手，第五批驻村第一

书记协调各级在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投入资金 105.06 亿元，落

实建设项目 19907 个。

“近邻党建”解民忧

“ 远 亲 不 如 近 邻 ”。 针 对 城 市 社 区

“居民陌生化、末梢薄弱化”等共性痛点，

福建以“近邻党建”破题，走出了一条基

层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新路子。

“以前天天盼着孩子回来陪我。自

从有了这个‘新家’，我每天生活可充实

呢！”早晨，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里，60 岁的李素珍一身红裙，体

态轻盈，在老师指导下走起旗袍秀。

2018 年以来，思明区以“近邻党建”

为引领，建成 10 个街道级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改造提升 14 个“嵌入式”

社区养老服务站点，社区党委联合大党

委成员单位、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近

邻”单位形成“养老服务共同体”。

李素珍的充实生活，正是福建“近邻

党建”模式的成果。建强基层组织、规范

运行机制、丰富活动载体，福建各级党员

干部下社区、进邻里，以群众满意度为导

向，拓广度、挖深度——

推进小区党支部应建尽建。全面推

行“支部建在小区上”，在尚不具备组建

条件的小区，实行党员街巷长、楼栋长、

网 格 员“ 两 长 一 员 ”机 制 。 目 前 ，全 省

1.29 万 个 居 民 小 区 已 建 立 党 支 部 8632
个，覆盖率达 66.8%；

服务送到家门口。积极整合党务、

政务等各种资源，全覆盖建设 2900 多个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推动公安、12345、城

管等部门之间数据共享、信息互联，推动

民生类高频事项下放中心、就近办理，做

到居民办事“一站式”“最多跑一次”。

如今，在福建各地的街巷小区，邻里

说事点随处可见、特色邻里活动蔚然成

风、群众诉求渠道得到有效打通……从

陌生到熟悉、从理解到相亲，有温度的党

建带来有质感的幸福。

红色引擎促发展

回忆起 2020 年初的疫情防控阻

击战，泉州柒牌集团党委书记周利心绪

难平。“7 天！我们就从无到有，成为福

建首家成功转产医用防护服的企业。”周

利说，集团党委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党员突

击队，从正月初二开始就全力赶制“会救

命的衣服”，打赢了一场“硬仗”。

关键时刻能担当，源于平日工作抓

得实。民营经济占泉州市 GDP 比重超

80%，非公党建一直是泉州各级党组织工

作重点。近年来，泉州市创新推行民营

企 业 党 建 融 入 公 司 治 理“1533”工 作 机

制 ，引 导 党 组 织 紧 紧 围 绕 促 进“两 个 健

康”1 个目标，积极参与企业制度建设、和

谐企业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企业文化建

设、企业廉洁建设等 5 项工作，采取打造

坚强堡垒、建强书记队伍、完善融入途径

等 3 项措施，努力实现企业党组织组织

力、企业科学管理水平、企业发展质量效

益等 3 个提升。

“党员在艰难时刻总能发挥出先锋

带头作用。”柒牌集团董事长洪肇设说。

近年来，福建以党建聚合力赋能高质量

发展，红色引擎正成为发展前行的动力

之源。

强化龙头带动——福建出台进一步

推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质量提升“八条”

措施，全省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覆盖率分别达 85.2%、82%；打造示范品牌

——创建 21 家全省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实

训基地，打造学习交流、探索创新和辐射

周边的两新领域教育培训基地；服务企

业发展——持续深化“强党建促发展”联

合行动，联合 16 个省直涉企部门，重点发

布 40 项服务清单，打通强企惠企政策落

实的“最后一公里”。

“党建做得实，就是生产力。”福建省

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以党建促发

展 ，福 建 着 力 把 党 的 政 治 优 势 、组 织 优

势、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

势、创新优势、健康发展优势。

福建实现党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融合共赢

党建聚合力 党员冲在前
本报记者 钟自炜

闽西是中央苏区核心区，也是红军

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硝烟早已散去，精

神的力量永存。

两处地点，印象深刻。

长汀县中复村，是红九军团的长征

出发地。那里的一座木质廊桥上，至今

还留着当年红军征兵的等高线。“人比枪

高当红军”，中复村一带，2000 多名闽西

子弟曾经从那条线走过，步履铿锵，绝大

多数只留下永远的背影。

长汀县濯田镇，烈士的名字刻满了

纪念馆整整一面墙。镇里的同志介绍，

在册烈士 917 名，大部分参加了红 34 师，

几乎都长眠在湘江之畔。

遗迹无言，力重千钧。红军打胜仗，人

民是靠山。苏区人民的无私支持和巨大牺

牲，来自于党和人民军队的休戚与共，血肉

相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初心就镌

刻在那条生命等高线上，在那面烈士纪念

墙上，在“半条被子”的细节里，在无数生死

与共、守望相助的故事中。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即便

革命暂时遭遇低潮，中国共产党人的选

择，仍然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毅然决然，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

种自由花”的乐观豪迈。军旅作家王树增

在《长征》一书中动情地写道：“读懂了长

征……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

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

地将会何等广阔，生命将会何

等光荣。”

“ 一 个 时 代 有 一 个

时 代 的 主 题 ，一 代 人 有

一 代 人 的 使 命 。 新 长

征 路 上 ，每 一 个 中

国 人 都 是 主 角 、都

有 一 份 责 任 。”

心 中 有 信 仰 ，

脚 下 才 有 力

量 ，新 长

征，我们

再 出

发 。

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颜 珂

用好红色资源 激发奋进力量

■感悟初心R

“一亩 20 吨的菌草可以养 20 只羊，每只羊收入 1000 元，一

亩菌草可收益 2 万元。”下田观测菌草前，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

占熺在心里算了这样一笔账。

林占熺被誉为“世界菌草之父”，他发明的利用菌草培植蘑

菇技术，不仅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种菇脱贫，还在减少水土流

失、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0 年，林占熺在三明真菌研究所工作时发现，用阔叶林

的椴木来生产香菇会大量消耗森林资源。自 1983 年起，林占熺

便投入到菌草技术的研究中。

1986 年，第一朵用芒萁培育出来的香菇，在试验瓶里“破土

绽放”。种植菌草从此成为一项生态产业，收成既可以作培养基

培育菌类，又可以治理水土流失。

19971997 年年 44 月月，，福建宁夏对口扶贫协作会决定将菌草技术列福建宁夏对口扶贫协作会决定将菌草技术列

为帮扶项目为帮扶项目。。林占熺带着团队来到宁夏林占熺带着团队来到宁夏，，分别在彭阳分别在彭阳、、盐池等盐池等 99
个县区建立食用菌示范点个县区建立食用菌示范点，，开展技术培训开展技术培训，，发展菇农发展菇农。。11..77 万余万余

名农户因此受益名农户因此受益，，户均增收户均增收 80008000 元元。。

如今如今，，菌草技术已推广至菌草技术已推广至 3131 个省个省（（区区、、市市）、）、506506 个县个县，，帮助数帮助数

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也让全国一年减少砍树也让全国一年减少砍树 20002000 万立方万立方

米米。。20172017 年年，，菌草种植被列为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项菌草种植被列为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项

目向全球推广目向全球推广。。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既要让农民富起来既要让农民富起来，，也也

要让生态环境好起来要让生态环境好起来。”。”林占熺说林占熺说。。

“世界菌草之父”林占熺——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本报记者 刘晓宇

“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这是 1995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送给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

的一副对联，借此褒扬以党建创新推动社会管理的好

做法。

20 多年间，军门社区服务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

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社区、和谐社区。

社区的蜕变，离不开社区党委书记林丹多年的

付出：“把社区当成家，把居民的难事、烦心事当成自

己的事。”

她是孤寡老人的“女儿”：林丹长期照顾年过八

旬的孤寡老人吴老太，把工资节省下来为老人置购

日用品。老人去世后，她亲自料理后事；

她是失足青年的“妈妈”：社区青年小王入狱服

刑期间，母亲病逝，租住的房屋被房东收回。刑满释

放后，林丹将无家可归的小王领回家照顾了半年；

她更是居民的贴心人：在军门社区，每月 10 日

是雷打不动的“居民恳谈日”，林丹让被动的民情反

馈变成主动的牵线服务。

长期用嗓过度，林丹做了喉咙息肉切除手术，医

生建议至少休养一个月。然而出院后的第三天，她

又投入到社区工作中，“不能说话，我可以写字与群

众交流，用行动服务群众。”

“选择了入党，就是选择了为人民服务的追求和

责任。”林丹说，自己将时刻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

持续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更好地服务群众。

福州市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

“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 钟自炜

老陈有“三件宝”：一只军用水壶，一个旧皮包和一辆老

式自行车。水壶上的漆掉了一半；皮包里塞满了困难群众的

资料；老式的二八自行车锈迹斑斑。

老陈叫陈欠水，今年 77 岁，党龄已有 55 年，是泉州市惠安

县的一名退休干部。困难群众称他是“活雷锋”“人民的好公

仆”，而他自己更喜欢人们叫他“老陈”。

早上 6 点，顶着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老陈把皮包用塑料袋一

套，水壶往自行车把手上一拴，蹬上自行车就下乡去。33 年来，

老陈风雨无阻，车轱辘轧遍了惠安县的 12 个乡镇、200 多个行政

村，总行程超 30.5 万公里。

老陈下乡，是为扶贫助残。到困难群众家里，看他们吃什

么、用什么，有什么困难。为困难户申请资金，资助其孩子上学，

帮助残疾家庭“造血”……老陈已累计走访 4.3 万多名困难群众。

老陈下乡，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人们评价他：“对群

众总是很大方，对自己却吝啬得很。”一有群众需要用钱，老陈总

是“冲锋在前”。如今，老陈已捐资超过 23 万元。

2005 年，老陈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下乡却更勤了。有人劝

他少跑几趟，老陈不听。他说：“只有退休的干部，没有退休的党

员。群众需要我，我就一直在。”

老陈的精神也在感染着更多人。 9 年前，惠安县纪委、团

委、文明办牵头成立“陈欠水扶贫助弱”青年志愿服务队。如今，

惠安县 30 多所中学均已加入其中，老陈的扶贫助弱队伍正不断

扩大并得以延续。

泉州市惠安县退休干部陈欠水——

“群众需要我，我就一直在”
本报记者 王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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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闽江学院志愿者为

福州仓山区高湖小学少先

队员上学党史主题队课。

石美祥摄

图②：党员在古田会议会址前

重温入党誓词。 岩 宣摄

图③：闽南日报记者为漳州市龙文

区步文街道锦绣社区工作人员上党课。

张 旭摄

图④：古田会议会址。 人民视觉

版式设计：蔡华伟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