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491期

2023年  第50期

12月15日

星期五
农历癸卯年十一月初三日

刊号： CN-35（Q）第0026号中共云霄县委宣传部主管    云霄县融媒体中心主办  主编：汤若蓉  邮箱：yxxxs1@126.com

产 业 发 展     城 市 文 明     乡 村 振 兴

http://www.zzyxxw.com                                                         印刷：漳州市桥南印刷有限公司                                                        印证字 356500182号

云霄乡讯 综 合 2023年12月15日  第四版

责编：谢榕  校对：许颖  审核：郭扬  朱乔柽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云霄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
本报讯（郭扬  吴锡坤）   12月

13日下午，云霄县委书记蓝良木、县长

沈顺来带队到云霄经济开发区调研，通

过深“下”基层推动工业园区标准化建

设“上”新台阶，建强新型工业化“主

阵地”，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蓝良木、沈顺来一行前往富佳宝食

品科技工业园，详细了解园区运营管

理、入驻企业发展以及招商项目落地等

情况，并到云翔产业园协调解决“五路

一中心”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

点，全速加快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进

度。

随后，蓝良木、沈顺来以召开专题

现场推进会的形式，面对面听取工业园

区标准化建设攻坚指挥部和工信局等职

能部门关于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

策划情况汇报，围绕当前存在问题进行

充分讨论，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

蓝良木指出，园区标准化建设是重

塑优化调整产业空间的有力引擎。各级

各部门要结合主题教育，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的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全省新型工业

化推进大会和漳州党政代表团到泉州考

察学习小结会议精神，围绕即将开展的

市“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增效年”活动，

结合县“1320”方案行动，抓牢抓实新

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推动主导产业

集聚发展，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

蓝良木强调，思想上要有更深刻认

识。要把握政策黄金期，突破传统发展

模式，克服土地要素制约，加快实施

“腾笼换鸟”，扎实推进园区标准化建

设工作；要促进“产城人”融合，推动

县城中心区与云霄经济开发区深度融

合，深刻剖析“用工荒”“留工难”问

题根源，打造高标准产业区、高品质新

空 间 和 高 质 量 生 活 圈 ， 让 园 区 职 工

“近”享就学就医就餐便利。谋划上要

更加切实可行。要立足县域工业发展现

状，强化对上沟通对接，加强工业园区

规划可行性论证，集中精力推进云翔产

业园、马山片区现代绿色食品产业示范

园区建设，推动省级标准化园区建设提

档升级。机制上要更好发挥作用。工业

园区标准化建设攻坚指挥部要发挥牵头

抓总、调度督导作用，将园区建设和招

商引资同谋划、共推进，避免供需“两

张皮”；县工信局和云霄经济开发区要

理清招商思路，深化“链长制”招商，

强化“链主”企业头雁效应，并整理摘

编要点突出、简练易懂的招商手册，吸

引更多“金凤凰”落户园区。

沈顺来要求，要明确园区发展规

划 ， 围 绕 “ 建 什 么 、 怎 么 建 、 谁 来

建”，进一步厘清现状、制定标准、补

齐短板，推动规划蓝图落地落实；要做

强园区特色产业，严把项目准入门槛，

持续强化要素支撑，打造高水平专业园

区；要盘活现有存量土地，深化用地扩

容增效专项行动，举全县之力招引主导

产业头部企业，力促闲置资产盘活和项

目落地双见效；要优化开发区运作模

式，探索创新“ 开发区+公司”运营模

式，加快转变招商模式，提升土地投入

产出效益；要完善园区基础配套，创新

融资思路、破解资金难题，分步提升道

路交通、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以及生活

娱乐、商贸文旅等配套服务；要推进开

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园区管理运作

更顺畅、更专业、更高效，全面激发园

区发展动能。

县领导陈顺国、肖华顺、汤永坚、

林治柑参加调研。

本报讯（朱乔柽  方淑娟）  12月

11日，在收听收看漳州市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工作推进会后，云霄县随即召开

全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推进会，

第一时间贯彻落实全市会议精神，通报

全县“五经普”工作进展情况，分析问

题、对症施策，安排部署下阶段任务。

县长沈顺来作部署讲话，县委常委、副

县长陈顺国主持会议。

沈顺来指出，要充分认识“五经

普”的重要性。经济普查既是服务国家

发展大局的重要任务，也是全面摸清、

准确掌握我县经济家底的基础性工作，

是作决策、谋发展的重要统计信息支

持。各级各部门要以“国之大者”的站

位，以等不得、误不得、慢不得的工作

状态，对标对表抓落实，紧盯问题促整

改，确保高质量完成经普各项工作任

务。

沈顺来强调，要强化力量配备，选

优配强一批综合素质高、责任心强、有

社会工作经验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

要加强宣传动员，统筹谋划好普查宣传

工作，扩大宣传覆盖面，提高群众知晓

率，让有意义的事变成有意思的事；要

提升数据质量，认真做好普查数据现场

审核工作，坚持边登记、边审核、边上

报，把好源头数据审核关；要与推进全

县高质量发展联结起来，摸清摸实“经

济家底”，真实客观反映我县经济发展

趋势，为后续工作开展打好基础；要加

强检查指导，及时协调解决普查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普查进度，保

证普查质量。

沈顺来要求，要严格压实各方工作

责任。县经普办要牵头抓总，认真谋划

好普查各阶段、各环节的工作，会同行

业主管部门做好经济普查总量和经济结

构分析研判；各成员单位要主动作为，

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分管领导要全程

参与，建立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挂钩包干

制度，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同时，要

凝心聚力，扎实推动成本费用调查工作

落地见效。

县领导吴荣辉、方锦洲、蔡权城、

洪逸峰、王玉潇、林治柑，红树林管理

局局长王秋阳，县直有关单位及各乡镇

（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县经普办相关

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全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推进会现场

云霄县委书记蓝良木、县长沈顺来带队到云霄经济开发区调研

本报讯（郭扬）   今年是向东渠竣工通水50周

年。眼下，漳州市云霄县向东渠教育实践基地和向东

渠事迹展示馆参观者络绎不绝，宣讲活动形式多样。

广大党员干部通过一件件深度还原的珍贵馆藏、一场

场别开生面的现场教学，重温建渠故事、重忆红色岁

月。

20世纪70年代，云霄饱受旱涝折磨，严重春旱让

大量土地变成“望天田”，一句“三天无雨火烧埔，

一场大雨变成湖”形象道出彼时民生之艰，老一辈云

霄人更是连取名字也多带“水”字。兴建引水渠解决

农业用水迫在眉睫。

1970年9月17日，向东渠引水工程全线动工。5万

多名建设者克服资金匮乏、物资短缺、技术落后、器

械简陋、工程艰巨等重重难关，仅用两年半时间，先

后劈开24座山头，盘绕100多座山梁，跨过15条溪

流，建造总长7335米的石拱渡槽，让云霄北部山区的

漳江之水穿山越涧、飞越海峡，流抵85.81公里外的

东山岛，历史性地解决了云、东两县千百年来的工农

业和生活用水困难，沿途惠及数以万计的群众。

这条“人工长河”承载了一段段父子争上场、兄

弟齐参战、姑嫂同上阵、夫妻共远征的感人故事，其

工程量之巨、技术难度之高、施工条件之苦、完成工

期之短、创新求精之工，成为当年艰苦创业的成功典

范，被《人民日报》誉为“江南红旗渠”。其中，

“大型渡槽”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拱式木拱

架”获评“福建科学技术成果奖”。

“共产党派我们来干什么？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只要做对人民有利的事，老百姓肯定会支持的。”向

东渠引水工程领导者、中共云霄县委原书记李文庆的

一番话道出了建设向东渠的为民初心。半个世纪以

来，“为民汲水”就像一把标尺，考量着历届云霄党

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勇于担当、团结协作、攻坚

克难、开拓创新”的向东渠先进事迹穿透历史云烟，

成为云霄县深入开展主题教育的宝贵资源。

今年初以来，全县上下紧紧围绕省委主要领导来

云调研讲话要求，以将向东渠教育实践基地打造成全

省主题教育特色教育基地为目标，结合开展“学向

东、建新功”专题活动，全方位掀起向东渠先进事迹

学习热潮，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学铸魂、以学增

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在落实省委“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市委“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 提 升 年 ” 活 动 和 “ 七 比 一 看 ” 竞 赛 以 及 县

“1320”方案等中心工作中奋发有为、担当作为，以

主题教育的扎实成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持续扩大向东渠先进事迹宣传面和影响力，云

霄还充分学习借鉴河南林州“红旗渠”城市品牌塑造

经验，进一步加强本土正能量典型经验总结、提炼和

报道，用好全县20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宣

传阵地和“福小宣”向东渠先进事迹宣讲团、云潮宣

讲团等特色宣讲队伍，不断丰富拓展网络直播宣讲、

线上知识竞赛、主题文艺汇演、纪录片展演等形式，

让学习宣传向东渠先进事迹活动更加契合新时代发展

现实需求，打响云霄红色文化教育品牌。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越来越多党员干部

和志愿者加入向东渠先进事迹宣讲队伍，我们誓将向

东渠好声音传遍田间地头、传进千家万户。”漳州市

首批“新时代宣讲师”谢鹏志说。如今，向东渠教育

实践基地已被纳入省委党校、市委党校现场教学点和

全市10个特色教育基地之一，向东渠事迹展示馆自去

年7月开馆至今已迎来参观者超2万人次；全县累计开

展“五进”宣讲活动150余场次，普及4.1万人次。

高山无言，渠水有声，向东渠先进事迹正在云霄

红土地上熠熠生辉，滋养着无数人的精神世界。

向东渠教育实践基地    谢勤杰摄

云霄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推进会召开

莆顶村距县城约10公里，车程不到二十分钟。未

进村庄，两排挂满黄色花朵的黄花槐已列队迎接我

们。进入村庄的水泥道宽敞整洁，两边田野或是各色

时蔬铺满地面，或是种着香蕉、枇杷、青枣、芭乐、

龙眼、荔枝、黄皮等果树，皆是生机勃勃十分诱人。

进入村口，有明代石碑立于一角，碑面“圣旨”

二字清晰可见。其右立有村碑，“莆顶村”三个黄色

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拐进一条巷道，几间古屋兀

然闪在眼前，满是沧桑痕迹。我似乎听到岁月在远古

尽头呼唤……

一面白灰快要褪尽的土墙上，“盘查封锁土匪”

“勤洒扫”等标语依稀可见，时代的烙印非常明显，

也彰显着这个红色老区村的人民群众觉悟之高。

在村中穿梭，时不时就跟回忆撞个腰，我不禁怀

疑自己是否穿越了。

后山崎头那棵巍然耸立的大榕树，在淳朴厚实的

村民心中一直是一棵神树。300多年来，她一直庇佑

着村庄及其子民，她让村民们感到踏实、坚强。

很快就站在莆阳楼前面。

门墙上方朱红色的“莆阳”二字在阳光下熠熠生

光。跨过门槛，豁然开朗：一座规模宏大的土楼赫然

出现在眼前，“李氏家庙”就立在正中央，显得格外

威严，格外引人注目。

我更兴趣于土楼里面的各种老物件。古墙，古

瓦，古井，古门板，古石磨……每一件都散发出浓郁

的古色古香，缝隙间布满古早味。两层土楼历经百年

风雨依然屹立不倒，墙瓦基本保存完好，房屋结构少

有破损。我不禁感叹当时工匠精神和建筑水平之高。

“李氏家庙”是几年前才维修过的。进去后就看

到“陇西衍派”和“旌义堂”两个牌匾高悬厅中，供

奉着李氏祖先，金碧辉煌。李氏族谱封存轻卧，名人

志士凌空高歌，排阵如鹤。

村里还建有个敬老院，“幸福院”寓意显而易

见。

新建的“李氏宗祠”就在旧宗祠旁边。旧宗祠还

没拆掉，小心翼翼地躲在新祠右手边，已经破烂不

堪，偏偏给人历尽沧桑的感觉。院子里有一小片绿植

却蓬勃盎然，让人有误入江南的错觉。

逢一村民从门口路过，马上给我们介绍起来，滔

滔不绝不亚于专业导游。 

斜对面有几间老房子，同样古老，外面墙壁上竖

着几捆木柴，就是以前烧火用的那种，黑黑又瘦长瘦

长的，一件蓝色旧雨衣很随意地搭在柴头上，竟是那

般简单、寂寞。几只公鸡，几个孩童，在旁边空地上

嬉戏，甚是闲情逸致。没有任何修饰，却让人顿觉烟

火味十足，非常正宗。

旁边空地，有大半被各种野生草木占据，一棵木

瓜树上硕果累累，惹得众人围观热议不停。

忽见一简易平房，墙壁明显刚粉刷不久，墙上画

着一幅配色艳丽的油画，画的上方写着“我爱北京天

安门”七个金黄色大字，令人油然而生爱国情怀。

 “莆昌宫”就是林太师公庙，香火缭绕。大门

两侧那副对联把其一生主要成就概括得淋漓尽致：

“握掌文衡名传浙省，权司洞府灵庇莆阳”也寄寓着

村民们美好的渴盼与祝福。

出了村庄，沿村外大道慢慢前行，但见山青水秀

繁花似锦，全然没有初冬的味道，倒像是在夏末秋初

的时光中穿梭……

一条小溪，宽五六十米，环村而过，蜿蜒流淌，

潺潺流动，似小户人家的女儿提着裙裾轻轻走动，唯

恐惊扰岸边盛放的花草。溪水清澈见底，不时可见一

些叫不上名字的小鱼儿穿来荡去翻腾跳跃，热闹非

凡。

脑海中忽然闪出两句诗来：“山光悦鸟

性，潭影空人心。”

忽有十几座水墩横跨溪中，人走在上面，

一步一跨，倒挺优雅，犹如走在唐宋街道上，

很有种仿古的感觉。

两岸水草丰美，倒影如画，仙境般的幽雅

宁静。抬头举目，远处的山峰隐隐约约，一片

墨绿。人随景移，抑或随便伫立一角，便成一

幅浑然天成的画卷，自然，写意。

徜徉在藤蔓交错的田间小道，深呼吸，享受一种

城里人少有的心情，纯天然原生态的空气让你流连忘

返。

正是：“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

岸上有座凉亭，干净清爽。站在亭上放眼望去，

村庄隐在大片大片的绿色中。生机勃勃的图景，给人

以误入桃花源的惊喜。看不到溪流尽头，它永远不停

地伸向远方，如同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梦想……

午饭后，来不及多休息，我们一路前往另一座土

楼——仁里楼。

仁里楼看着比莆阳楼更古老。墙面大多斑驳，嵌

着几百年前的记忆。楼里中央有一古井，井沿粗糙厚

实，如外婆手心里的老茧；四周长满杂草；井位还不

低，井水清可照人。坐在井沿上，抬头仰望，竟有种

“坐井观天”新解的赶脚。

楼里的住户都很朴实，对我们的来访表示好奇和

欢迎。有个楼大哥特别热情，主动邀我们上他家阁楼

参观。踩在吱呀作响又没有扶手的木楼板上，我有点

害怕，但更多的是惊讶与探奇。阁楼跟楼梯一样老

旧，墙壁黑乎乎的，楼上随便放着的衣物凌乱不堪，

还有一些别的杂物。阁楼的窗户很小，恰好伸出一个

头去，再挥挥手，很有古装美人倚楼相送的不舍。拍

照下来，就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水墨画。站在窗前，

整座土楼倒是一览无遗，古色古韵，经典悠长……土

楼地面铺满了鹅卵石，一些草苔、小藤枝从石缝间钻

出来，很随意的样子，却给你浑然天成的感觉。走在

一排排、一圈圈的鹅卵石上，明清的气息扑面而来，

时光慢慢推着你往前，惊喜连连，有些迷恋，有些恍

惚……

绕到田间小道，则是另一番景象。尤其是一大片

千层小叶榄树如水墨画般横亘在不远处的山峰前，自

有一种“浪来知风狂，无畏任挺腰”的气质与魅力。

走到溪坪自然村，村外有棵古秋枫树，树干很粗，要

五六个大人手拉手才能环抱得过来。当地人说此树龄

约600年，依然根深叶茂，繁盛如初。

除此之外，莆顶村境内至今还保留有农耕时期的

古码头、旧榨糖寮、榨油寮遗址及明代溪南陈圣王庙

遗址，保存着古代行乐图画像精品及南阳楼设计图、

古帆船模型等实物。她虽只是一个小山村，却是文化

积淀深厚、自然景色优美、民风民俗淳朴之地。

莆顶村，又是革命老区一块红色的土地，象征着

希望与力量。

莆顶村，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瓜果飘香如镜

溪泉，建筑淳厚绿色荫连，无愧于“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的美誉。

正所谓：莆顶古村美，古韵情更浓。俯瞰莆顶村    张文森摄俯瞰莆顶村    张文森摄俯瞰莆顶村    张文森摄

一渠清水映初心 峥嵘岁月励后人

莆顶古村美  古韵情更深
◎吴秀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