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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霄县委一季度工作会议暨产业社区（标准化工业园区）建设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郭扬  吴锡坤）  4月28日，云霄县委一

季度工作会议暨产业社区（标准化工业园区）建设推

进会召开，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一

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当前我县经济社会发展

态势，结合产业社区（标准化工业园区）建设情况，

部署下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县委书记蓝良木主持

会议并讲话，县长沈顺来作具体部署。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林达祥、县政协主席林意纯出席。

蓝良木指出，要找准差距，知难而进，增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今年以来，全县上下共同努

力、攻坚克难，基本实现“开门稳”“开门红”。在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存在的不足，进一步

总结成绩增信心，直面问题找差距，理清思路抓提

升，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保持争

优、争先、争效的态势，苦干实干加巧干，不断推动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蓝良木强调，要聚焦重点、把握关键，强化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硬举措。一要着眼于“质”抓产业。突

出产业提档，在“核蓄风光储氢”上全力奋进，加快

打造千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突出招商提效，深化

“链长制”招商，做好三大主导产业延链补链文章；

突出服务提升，用干部助企纾困解难数据检验“百名

干部挂百企”帮扶活动成效。二要着眼于“快”攻项

目。在项目推进上提速加力，确保183个县级以上重

点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在项目谋划上精准

发力，紧盯国家政策资金投向，提前做好项目前期工

作，争取更多中央投资项目资金支持我县经济社会发

展；在项目保障上增强功力，深化用地扩容增效（低

效用地再开发）行动，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

保障。三要着眼于“强”建载体。围绕“1320”方

案，全力打造“两园两区”，进一步做优产业社区、

做大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做好城区建设、做强景区品

牌。四要着眼于“实”惠民生。按照“先公园、后安

葬”原则，扎实推进公益性

生命公园建设；学习运用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举全

县之力，同心同德、久久为

功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理清乡贤促进会功能定位和

运作机制，全面凝聚乡贤力

量、共建和美乡村。五要着

眼于“安”护稳定。全力以

赴抓好防汛防涝、安全生

产、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

防震减灾工作，以高水平安

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蓝良木要求，要提升能

力、转变作风，凝聚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正能量。要苦练

内功本领，结合开展“领导

干部大讲堂”，不断提升学习、创新、服务、执行、

应变五种能力；要加强纪律约束，扎实开展党纪学习

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涵养优良作

风，深化干部作风“五不”问题专项整治，建好用好

领导干部实绩档案，激发领导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沈顺来要求，要肯定成绩，更要正视问题，做到

科学研判、精准发力。一季度，全县经济运行开局平

稳，实现大盘总体稳中有进、工业生产持续加速、项

目建设态势稳健、消费市场潜力可观、财政收入高速

增长。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仍要清醒看到稳中有

“忧”的严峻态势，多在主观努力上找原因、找差

距，切实补短板、上位次，确保顺利实现“双过

半”。要攻坚短板，更要聚焦重点，做到有的放矢、

务求实效。二季度，要抓指标争晋位，强化分析监测

和运行调度，全力以赴巩固优势指标、关注基数较大

指标、提振薄弱靠后指标；抓项目促投资，紧盯重点

领域、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

183个重点项目建设；抓工业强产业，做到全面稳住

工业大盘、全力打造“产业社区”、全速建链补链强

链、全心优化营商环境；抓政策稳实体，及时宣贯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惠企政策，做

到为我所用、助推发展；抓统筹守底线，坚决守牢安

全生产、防汛救灾、防震减灾、房屋建筑、生态环保

等底线。

会上，县委常委、副县长陈顺国通报了第一季度

全县经济运行情况和“三比一看”竞赛考评结果；副

县长汤永坚解读了《云霄县产业社区（标准化工业园

区）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有关部门及

乡镇表态发言。

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班子领导

成员，县人民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红树林管理

局局长；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

各乡镇（开发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县直有关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云 霄 县 委 书 记 到 列 屿 镇 调 研
本报讯（郭扬  吴锡坤）  4月28日，云霄县委书

记蓝良木带队到列屿镇调研，一线指导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乡贤促进会发展、渔港项目建设以及海上安全

生产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凝心聚力强“三农”、真抓

实干促振兴。

眼下，半山村人居环境整治正开展得有声有色。

干群同心“拆旧拓新”建新村，生活有了新盼头。在

这里，蓝良木一行认真听取了列屿镇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推进情况汇报，充分肯定了高山楼自然村新村建设

规划思路。

蓝良木要求，要深刻领会县委、县政

府决策意图，坚定打赢打好人居环境整治

持久战的信心和决心，实之又实、细之又

细落实“八个一”工作机制，切忌空喊口

号、刮一阵风。要围绕美丽乡村建设标

准，将“拆旧拓新”与新村建设深度融

合，坚持规划先行、推进连片拆除，落实

“两统筹、两统管”农村建房工作机制，

打造一批古树打卡点、生态微景观、乡村

新地标，让群众实实在在看到变化、见到

成效、得到实惠。要充分发挥挂钩联系单

位职能作用，积极协调争取更多帮扶政策

和项目资金，全力支持村庄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营造齐参与、共行动的浓厚氛围。

旧村焕新颜，乡贤促振兴。在山前

村，乡贤促进会活力满满，“山前有路、

乡贤有为”已成为发展共识。蓝良木来到山前村村委

会，与乡贤代表面对面交流，倾听乡贤们的意见建

议，为大家依托乡贤促进会这一平台，踊跃参与家乡

建设的精气神点赞。

蓝良木强调，要建立健全党建引领乡贤促进会工

作机制，不断增强党组织在乡贤促进会中的号召力、

凝聚力和影响力，引导乡贤促进会在奖教助学、产业

发展、文明创建、社会公益等方面发挥出补位作用，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要深挖乡贤资源，讲好乡

贤故事，营造崇贤尚贤、敬贤礼贤的社会氛围，通过

典型引路、头雁带动，增强村民的荣誉感、归属感和

责任感，让村民成为乡村发展的主角，激活乡村振兴

内生动力。

期间，蓝良木一行还前往列屿山前中心渔港，现

场办公加快港区建设进度，督导推进海上安全生产和

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强调要高效统筹发展与安全，在

加速渔港项目建设攻坚，继续深耕“蓝色沃土”的同

时，毫不放松抓实抓细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推动县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县领导方毅强、肖华顺参加调研。
县委书记蓝良木带队到列屿镇调研现场

云霄县委一季度工作会议暨产业社区（标准化工业园区）建设推进会召开现场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云霄掀起“青年夜校”热
本报讯（张湉  陈杭）  提起夜校，上了年纪的云

霄人并不陌生。它曾经是上个世纪年轻人扫盲、培训

的共同回忆，而如今，“夜校”这一具有较强年代感

的学习方式被重新激活。在云霄县，“白天上班，晚

上学艺”正成为不少青年的新时尚、新选择。

这是云霄县青年夜校的一节舞蹈培训课，记者看

到，学员们正跟着老师的节奏，踩着音乐的节拍，轻

快地起舞，一个半小时的课程仍然让大家觉得意犹未

尽。

夜校学员陈玲说：“很感谢夜校为我们创造这么

好的学习机会，我一直都很喜欢爵士舞，一节课下来

我们可以完成一小段编舞，很有成就感，也很好地缓

解了工作压力。”

为持续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回应在云青年

“白天上班 晚上学艺”的现实需求，进一步丰富在

云青年业余文化生活，营造“暖心留才”的良好氛

围，由县委组织部、云霄团县委联合主办，云霄县青

年商会承办的云霄县青年夜校（第一期）不久前开

班。青年夜校首期培训，通过“团委发起—青年点

课—青商会组织”的形式，开设了古典舞、爵士舞、

短视频培训、茶文化兴趣班、健身塑形、通勤美妆等

6门课程，丰富多彩的课程把众多平时“宅”在家里

的青年吸引到了课堂。

云霄县团县委办公室负责人林弘泰说：“这次活

动是一次特色十足且反响热烈的活动，创新了服务青

年的新平台、新模式。首期青年夜校帮助青年人在青

年夜校中学习知识、提升技能、拓宽社交与视野，

丰富青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这次授课的是古典舞的课程。在授课的过

程中，能明显感受到青年夜校的学员们积极性、求

知欲都很高，配合性也非常好，这样的活动非常有

意义，既满足了青年们的成长需求，也推进了文化

艺术的普及。”云霄县青少年宫舞蹈教师吴若宾说

道。

青年下班之际，夜校开门之时。“青年夜校”

的走红，顺应了云霄当代青年的个性化需求，让更

多青年朋友在工余时间有新追求、好去处，为青年提

供更多活动，为青年成长成才“充电赋能”。

云霄县团县委办公室负责人林弘泰说：“下阶

段，团县委将继续以‘青年夜校’为服务平台，聚焦

我县青年的实际需求，开展更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体验课程，为青年打造一批有温度、有特色的‘青

年夜校’服务品牌，切实增强我县青年的获得感、幸

福感。”

学员们正跟着老师的节奏，踩着音乐的节拍，轻快地起舞

山间村民采茶忙山间村民采茶忙山间村民采茶忙

李 福 元  俯身大地的“农技人”
本报讯（谢榕）  在云霄县莆美镇上坑村，有一位名叫李福元的农民技术员，他凭

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成功培育出四季开花结果的龙眼，打破了传统龙眼种植的季节限

制，成为农业领域的佼佼者。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李福元从小就对农业充满热爱和追求。龙眼一年一熟

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常识，但随着市场变化，龙眼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价格低

迷，果贱伤农，许多果农对此感到无助，而就在这时，李福元得知了有一个四季开花结

果的龙眼品种——四季蜜龙眼。他看到了这个品种的巨大潜力，决定引进并尝试种植。

李福元一直是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他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在研究四季龙眼

的过程中，李福元仿佛踏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他深深地

被这种珍稀的龙眼品种所吸引，深知其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然而，即便他查阅了无数的

文献资料，咨询了多位农业专家，实验田里的四季龙眼依旧长势不佳，果实品质远远达

不到预期。

每当夜幕降临，李福

元独自站在田间，凝视着

那片似乎缺乏生机的龙眼

树，心中充满了困惑和挫

败感。他轻轻抚摸着粗糙

的树干，仿佛在低声诉说

着 自 己 的 无 奈 与 坚 持 ：

“四季龙眼为何如此难以

捉摸？我该如何才能让你

们茁壮成长呢？”

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群众的质疑，李福元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断摸索和实践。他早出晚归地深入田间地头，去观察、去记录、去尝试。他细心地观

察每一片叶子的变化，倾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感受阳光洒在果实上的温度。他记录下

每一次施肥、灌溉后的细微变化，不断调整着种植方法。这个过程对于李福元来说既漫

长又煎熬。他常常在田间一待就是整天，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孤独和焦虑时常围绕着

他，但他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他始终坚信，只要用心去了解四季龙眼，去呵护它们，

它们就一定会给予他回报。

终于，在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后，经过五年的努力，李福元终于攻克了技术难

题，找到了适合四季龙眼生长的种植方法。通过一系列创新技术，如密植、矮化、修

剪、催花、疏花疏果等，他的龙眼树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果实也逐渐变得饱满多汁、

香甜可口，并实现了龙眼四季开花结果的奇迹。当他第一次看到那些成熟的龙眼时，他

的眼眶湿润了。他感慨道：“过程虽然辛苦，但我觉得很值得。”成功培育了四季蜜龙

眼品种不仅让李福元成为了福建省乃至国内四季蜜龙眼成功进行商业种植的领头羊，也

为广大果农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

李福元的成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他的农场成为了众多专家学者

交流学习的场所，他也积极参与各种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更

多的人。他的付出和努力不仅帮助了众多果农解决了实际问题，更推动了整个龙眼产业

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如今，在李福元的示范引领带动下，四季蜜龙眼产业在福建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得

到了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尝试种植四季蜜龙眼，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也开始品

尝到这种美味可口的水果。李福元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一个属于农民技术员和四

季蜜龙眼的传奇故事。

李福元在实验田现场李福元在实验田现场李福元在实验田现场

本报讯（张湉   陈杭）  茶香袅袅，氤氲缭绕，又到

一年采茶时，在和平乡半岭村，当地村民们纷纷抢

“鲜”而动进山采摘春茶，茶厂也开足马力把一年中最

好的鲜叶制成干茶，供应市场。

在子红袍茶叶种植基地，茶农忙碌的身影随处可

见，采茶工头戴遮阳帽，背着竹篓，穿梭在一垄垄茶树

间，娴熟地采摘一片片鲜嫩的茶青，准备运往山下制作

春茶新品种。

福建省子红袍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子筠说：“这

个是新品种茶叶春闺308，我们总的种了20亩左右。它是

一种高香品种，适合做乌龙茶和绿茶。喝起来回甘鲜

爽，香气浓郁，耐泡持久。”

好山好水出好茶。这里的茶树常年生长在高海拔、

阳光充沛、雨量充足的优质环境里，富硒土地滋养着漫

山遍野的茶树。

林子筠说：“我们总的茶山有一百三十多亩，一般

采茶时间是在清明节前后一个月。目前每天可以产毛茶

二三百斤左右，茶青一千斤左右。主要是黄观音、肉

桂，百瑞香等品种。”

走进山下的子红袍制茶厂，工人们正忙着炒制春

茶，车间内一下子茶香四溢。采收的鲜叶经过萎凋、炒

制、揉捻、晾晒后才完成制茶，制出的茶叶经过精加工

成为各式各样的产品。茶叶销往全国各地，线上主要有

京东、淘宝、视频号等，线下主要批发给广东、上海、

北京等地的茶店。

经过多年的制茶实践，林子筠也通过技术创新和研

发，不断探索茶叶制作工艺，生产优质茶叶，保留住原

始风味。她用一片片小小的茶叶撬开了致富之门的“金

钥匙”，对于未来的发展，她更是充满自信与期待。

“下一步，我们准备在茶山养鹅，茶地里的杂草和

虫子变成了鹅的天然美食，减少了工人们管护茶叶的压

力。同时，鹅所产生的粪便又为茶树提供了丰富的养

分，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将带来更可观的经济效益。”

总经理林子筠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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