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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建龙岩10月 30日电 （记者余清楚、蒋升阳）
“没有政府的扶贫政策，我不可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楼房。”
坐在自家宽敞的小楼里，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东华造福新
村村民江瑞生对记者说。他算了一笔账：“造福工程”每人
补助 1500元，一家 5口补了 7500元，国土、民政部门分别
补助5000元，宅基地复垦又补了4000多元，自己只花了不
到3万元。这是龙岩市实施精准扶贫“九到户”的结果。

从救济式扶贫到基础开发式扶贫，从综合开发式扶贫
到参与式整村推进，闽西革命老区龙岩市贫穷落后的面貌
发生了历史性改变：2002 年到 2013 年，全市贫困村从 612
个减少到 380个，低收入人口减少了 40.95万人，目前仍然
还有12.86万人人均年纯收入低于3000元，许多贫困村几乎
没有村集体收入。从去年底开始，龙岩市变原来的“大水
漫灌”式扶贫为“滴灌”式的精准扶贫。龙岩市委书记梁
建勇说：“扶贫贵在实，龙岩实施精准扶贫‘九到户’措
施，就是要让贫困户实实在在受益。”

“九到户”指的是“生存救助、就业辅助、生产扶持、
住房援助、医疗援助、就学资助、科技帮扶、社会捐助、
结对帮扶”等九项精准扶贫到户工作措施。实施“九到
户”精准扶贫，前提是把真正的贫困户识别出来。今年
初，龙岩市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农村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工
作，对照国定、省定贫困户认定标准，由户主本人申报，
由村两委进行初步审查核实，张榜公布5天后如无意见，报
乡 （镇） 政府审核，报县政府备案，审批结果再次在村务
公开栏张榜公告。目前，龙岩全市已完成贫困人口登记造
册工作，做到户有卡、村有册、乡有簿、县有电子档案。

兜底有低保，救助到每户。龙岩市把家庭年人均收入
低于当地低保标准，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
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常年生活困难的低收入户纳入保
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从制度上消灭农村绝对贫困，解
决农村特困群体的温饱问题。从今年开始，龙岩市每年将
约11万贫困人口列入低保对象，做到生存救助到户。

龙岩市从1994年开始实施“造福工程”，每年对居住在
边远偏僻、生活条件恶劣、地质灾害点、贫困残疾人、受
灾户等七类人群约 9000户、3.6万人实施搬迁和危房改造，
做到了建房补助到户。从 2012 年开始，龙岩市财政投入

“造福工程”专项资金由原来的 800 万元增加到 4800 万元，
其中搬迁群众建房配套补助近4000万元，补助标准由原来
的每人200元提高到每人1500元。

龙岩市开展党员干部与贫困户“结穷亲、手拉手、一帮一”
等多种形式的结对帮扶活动，确保贫困户挂钩帮扶全覆盖。对
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情况进行造册登记，每年对结对帮扶绩效进
行考核，并作为党员干部年度考核定级的重要内容。

精准扶贫还需精准管理。龙岩市科学制定贫困村、贫
困户稳定脱贫的具体考核评价办法和贫困村、贫困户年度
减少率指标，建立贫困村、贫困户退出机制，实现扶贫对
象有进有出、精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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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网格化管
理，服务群众不留死角；一支

办事服务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一支矛盾纠纷调解队，为群众排忧解难；

一支事业发展服务队，帮助群众找富路；一支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帮扶队，实现扶老携幼。这就是

福建省周宁县正在推行的“一网四队”服务群众机制。

重点帮扶困难户

“一网四队”2013年 6月始创于福建周宁县七步镇，后来在
其他乡镇推广并完善，取得良好成效。

2013 年 1 月，为帮助群众致富找出路，周宁县七步镇推行挂户
联系人制度，由镇村干部担任。镇里制作了 5000多张联系卡，写明挂

户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发放到户，群众有困难，由挂户联系人尽力
帮助协调解决。当年6月，“一网四队”服务群众机制初步成形。

七步镇徐家山村陈凤立家有两个老人、3个小孩，身有残疾的弟弟也
和他一起生活，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单靠陈凤立外出打工，维持生计非常困

难。去年2月，他想发展生产项目，苦于没有资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挂户
联系人、支部书记徐龙雄。

几天后，徐家山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帮扶陈凤立一家养殖山
地鸡。经过村民代表同意，村里出资1.3万元为陈凤立家购买了鸡苗，并帮助
协商以较低的价格租下100多亩山场作为养鸡场。随后，村里派人带陈凤立
到外地学习养殖技术。

当年9月，第一批3000多只山地鸡出栏，徐龙雄主动帮助找销路。今
年4月，又有3000多只鸡出栏，销路依然不错。陈凤立说：“虽然家里还欠
债7万多元，但明年肯定可以还清了。”

据了解，今年头 9个月，该镇挂户联系人就走访农户 4900多次，
征集群众意见、建议2200多条，帮扶村民致富项目87个。

民情记录簿

余德长是周宁县纪委下派礼门乡山头村的挂职干部，
也列入该乡办事服务队的联络员，每周下村服务一天。

“2013年3月6日：村里自来水蓄水池年久失修，
建议着手修缮；2013年12月25日：春节临近，回

乡群众和小车多了，要修个停车场……”余
德长将问题都记在“民情记录簿”上。乡

党委书记许陈近说：“周三下村工
作日作为一项制度已确定

下来。这样就能

与 群 众 零 距 离 接
触，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在
一线解决。”

“一网四队”机制将
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建
立实事档案，实行一人
一档，并实行积分考
核。在礼门乡，档案记
录就体现在“民情记
录簿”上，内容包括
当月走访群众的情
况、收集民情件数、为民办实事情
况等。联络员走访了多少户群众，帮助群众解决了多少
难题，一目了然，“民情记录簿”也成了干部勤绩表现的一面镜子。

截至目前，该乡 58支办事服务队，累计走访 2600多次，接受群众咨
询 2200多人次，为群众办理计生、民政、新农合、新农保等方面问题 1300
多个。

公开“实事档案”

“一网四队”这一创新机制，如何才能不走过场，不刮“一阵风”？
对于服务队的工作实效，各乡镇党政办对每月干部下村走访、服务群

众、处理问题等情况进行统计，连同干部们的“实事档案”一同公布。同时，
开展群众回访和满意度测评，评议结果作为评定干部工作实绩、评先评
优、提拔晋升的重要依据。

“网格还实行层级负责制、首问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七步镇镇长
陈剑杰介绍，层级制就是将工作网格分为4个层级，分别为党委书记、
镇长、分管（挂片）领导、包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一层对一层指导，
一级对一级负责。首问责任制，即谁收集、谁落实、谁反馈，这样确
保群众的事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责任追究制，即对连续两
个月排名末位的，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要求限期整改；
对整改不到位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诫勉谈话或效能问责处
理。

全覆盖的“网格”让每一名基层干部都能在网络
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他们的“节点”作
用。它不仅促使各个层级负起责任，不甘落
后，还能进一步做到“俯下身子接地
气，迈开脚步量民情，敞开心扉
听民意”，更好地服务群
众。

帮人办事 调解纠纷 助人致富

周宁“一网四队”服务群众
陈 洁

今年 10 月底，笔
者参加第八届中美省州旅游局

长合作发展对话会议，随同与会代表前
往福建龙岩考察永定客家土楼。一下车，规模

宏大、结构奇巧、功能齐全、内涵丰富的土楼便展
现眼前；走进土楼，感受到的是深沉的历史感与居家的

温和氛围。可谓是一楼一风景，一楼一世界。

土楼有“玄机”

土楼形态丰富，有常见的方形、圆形，还有围裙形、曲尺形，具有
“大、奇、特、美”等特点。看永定土楼，主要集中在高头、湖坑和下洋三
个镇，有初溪土楼群、高北土楼群（承启楼）、中川古村落、振福楼景区

（南溪土楼群）、洪坑民俗文化村。
洪坑土楼民俗文化村就是一座土楼博物馆。洪坑，居住着500余户林

氏人家，四面群山环抱。洪川溪蜿蜒穿村而过，站在溪桥上，看远山如
黛，连绵起伏；两岸土楼雄伟古朴。村中有最富丽堂皇的“土楼王子”

振成楼，还有最小的“袖珍圆楼”升楼，有布达拉宫式的奎聚楼，有
府第式的福裕楼，还有土墙最厚的景阳楼。这些土楼镶嵌于梯田

山谷间，与山林、小溪组成一曲田园牧歌。
“振成楼”是客家土楼的精品。按八卦图设计，分内外两
圈，形成楼中有楼，楼外有楼的格局。前门是“巽卦”，后

门为“乾卦”。外楼圈共4层，每层48间，每卦6间，设
一楼梯，为一个单元；卦与卦之间以拱门相通。

楼内有一厅、二井（暗合“八卦”中的阴阳
两极）、三门（即正大门和两头边门，

意合八卦中的天、地、人三
才）。

一座座土楼，在
大山重围之中向外人诉说着客
家人的创业精神和生活文明。

文旅融合

“永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看到这里至今还保存了
完整地代表中国悠久历史的土楼，让我十分惊喜，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我们一定会把福建美景、客家土楼推介给更多的美国人，推介
给全世界。”美国旅游推广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克瑞斯·汤炳坤表示。
永定客家土楼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被世界誉为“东方古
城堡”、“世界建筑奇葩”、“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山村民居建筑”。

同行的美国旅游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罗杰·道认为，永定客家
土楼非常精美，客家文化博大精深，回去后将好好宣传土楼，争取让
更多的外国朋友到永定参观、考察。

永定正着力构建丰富多样的土楼文化旅游产品体系，加快
旅游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考察当天，永定客家土楼海外营销
中心正式发布国际形象官网，并通过谷歌 Adwords 和 Ad-
sense平台面向全球发布在线品牌。接下来，永定土楼还
将亮相全球最大的PhoCus Wright Conference在线
旅游峰会，面向欧美 1600位在线旅游业界高层
进行推介，将旅游作为传承客家文化的载
体，把客家文化作为提升旅游产业
的助推器，使二者互为补
充、两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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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鲤鱼溪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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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10月19日电（记者钟自炜） 为推动国务院《支持
福建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意见》 的落实，福建省委、
省政府日前出台了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意见，明确近期重点推进
的具体工作，确保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尽快取得突破。

实施意见提出，福建将把生态文明内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和干部培训机构教学计划；制定实施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市县
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办法；实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
追究制。另外，还将选择部分地区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试点。健全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的财力支
持机制。研究制定重点流域生态补偿办法；探索建立湿地、海
洋、水土保持等生态补偿机制。

实施意见明确，到2015年，福建全省23个城市空气质量全部达到或优于
二级标准；主要水系Ⅰ-Ⅲ类水质比例达到90%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65.95%
以上。到2020年，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建成。为切实把国家支
持政策落到实处，福建提出要争取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支持金
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
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加快开展采矿权、海域和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等抵

（质） 押贷款试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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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者王珏） 故宫博
物院与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的“魅力中国白——德化窑陶瓷精品
展”10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斋宫、诚肃
殿开幕，122 件德化窑陶瓷精品集中展
示，展期1个月。

故宫博物院现收藏德化窑瓷器 700 多
件，其中明代德化窑瓷器200多件，堪称故
宫博物院收藏明代地方窑瓷器的一个亮点。
这次展出的 122 件德化窑陶瓷，包括 20 件故
宫博物院藏明、清德化窑大师珍品和102件现
代德化窑精品佳作。展品以被誉为“中国白”
的白瓷为主，另有青花、红釉瓷等；造型丰富
多样，涵盖雕塑、瓶、盘等；题材广泛，涉及
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等，代表了从古到今德
化窑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为配合此次展览，故
宫出版社出版了该社第一本有关德化窑瓷器的精
品集。

此次“魅力中国白——德化窑陶瓷精品展”是德
化大师作品首次在故宫博物院集中展出。当日，在

故宫博物院还同时举行了关于德化窑的专题研讨
会，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

院、福建省泉州博物馆、福建省德化陶瓷博
物馆、故宫博物院的 30 多位陶瓷研究专

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就德化窑陶瓷
的相关研究分别作了专题发言。

本报福州电 （王双季） 农业部日前公
布 2014 年“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和“中国
美丽田园”名单，福建6村6景入选。

此次全国共认定“中国最美休闲乡
村”100个、“中国美丽田园”140项。其中
福建省南安市观山村和厦门市同安区顶村
村 （特色民居村）、长泰县后坊村 （特色民
俗村）、闽侯县孔元村 （现代新村）、福安
市棠溪村和厦门市翔安区小嶝村 （历史古
村） 入选最美休闲乡村；福建省德化县上

涌 稻 田 、 德 化 县
辉 阳 梨 花 景 观 、
永 定 县 岩 太 梯
田 、 武 夷 山 市 星
村 镇 茶 园 、 龙 岩
市 新 罗 区 葡 萄 景
观 、 漳 平 市 拱 桥
镇荷花景观入选美
丽田园。

本报宁德电 （叶茂） 为传递快递行业
正能量，福建省宁德市寻找“身边好青
年”系列之寻找“最美青年快递员”评选
活动近日在宁德启动。

今年1至9月，宁德市邮政企业和规模
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 （不包括邮政
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3.29亿
元，同比增长 17.84%；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3.67亿元，同比增长43.95%。

据介绍，此次评选活动由共青团宁德市
委、宁德市邮政管理局、中国新闻社宁德支社
联合举办，面向在宁德市工作的青年快递员，
从职业道德、工作责任心、亲情服务、诚信服
务等方面，推选出10名“最美青年快递员”。

八闽快递

故宫展出德化瓷精品

宁德评选最美快递员

6村6景入选“最美”

近日，福建省莆田市举行“莆仙戏曲
进校园”试点学校唱腔比赛，共有600名小
学生戏迷参赛，图为小戏迷在参赛中。

林剑冰摄

莆仙小戏迷莆仙小戏迷

本报电 （庄严） 2004 年，福
建省霞浦县继引进北方海带、鲍
鱼等品种之后，开始海参养殖，成
功打造出一个“北参南养”基地。
2014 年 ， 全 县 海 参 产 量 达 2.3 万
吨，产值 30 亿元，占全国海参总产
量的10%左右。

霞浦海参产业之所以能快速发
展，一是由于自然环境优越和海带资源

丰富，使得饵料充足；二是养殖技术成
熟；三是市场体系形成。2012年，占地20

亩的东关工业园区海参交易中心建成后，
霞浦成为我国南方最大的海参交易

市场。此外，由于这里海参收获和上
市比北方早一个季节段，因此掌握了全

国鲜活海参的定价权。
霞浦海参产业具有产量大、生产周期集

中、生产成本低的核心优势，为打造南方海参
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业内人士指出，如今北方

海参养殖成本日益提高，霞浦有望成为全国海参养
殖中心。

霞浦打造“北参南养”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