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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郭扬  吴锡坤）  1月10日，云霄县委书

记蓝良木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副书记、县

长沈顺来等在家县委常委参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黄

文疆、县政协主席林意纯列席。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继承传统锤炼品格，大力

弘扬乔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

持续深化拓展“三争”行动，在一线实干担当建新

功；要深入挖掘传统医药，助力“圆山计划”五大工

程实施，促进县中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和基层中医

馆、中医阁标准化建设，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

平；要促进教育扩优提质，深入推进省纪委挂钩帮扶

的“师徒结对”项目，大力实施中小学教学教研提质

增效行动计划，促进全县基础教育协同并进、均衡发

展；要聚力发展海洋事业，主动融入“海上福建”建

设，发挥云霄渔业种业和15枚水产品地标等特色优

势，挖潜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等资源禀赋，加强海洋科

技创新，推动县域海洋经济再上新台阶。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

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

刻领会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安排，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决策部署

上来，旗帜鲜明讲政治、稳中求进抓落实、凝心聚力

促实效，将粮食安全保障、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三资

管理、小微权力监督、地标产业发展等工作牢牢抓在

手上，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可感可及的关键小事，

切实以实物工作量检验贯彻落实成效。

会议传达贯彻全省教育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

深刻领会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实质，聚焦会议重大部

署，紧盯教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谋划重大改革事

项，有序推进全县小学撤点并校工作，持续抓好云霄

一中新校区建设、复办云霄一中初中部等重点项目，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凝聚全县齐心协力

抓教育的强大合力，全面推动云霄教育高质量发展。

会议传达贯彻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要增强服务意识，推动更多政策实现“免

申即享”“应享尽享”，持续办好“企业家日”等活

动，让更多企业和企业家扎根云霄、深耕云霄；要聚

焦重点任务，注重公平高效、模式创新、纾困解难和

降本增效，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和获得感；要强化组织

领导，树牢“一盘棋”思想，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

新，更大力度推进作风转变，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建设

整体质效。

会议传达贯彻全市组织部长座谈会暨干部队伍建

设创新思维专题工作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

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准确把握市委对组织工

作要求，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争先年”活动，围

绕县“1320”方案，持续提高思想认识，提升组织工

作质效，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谱写富美新云霄现

代化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会议传达贯彻全市宣传部长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

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省、全市新闻舆

论工作部署要求，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争先年”

活动和县“1320”方案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把牢正确

政治方向，巩固拓展宣传成效，坚持锤炼过硬本领，

切实打好舆论主动仗、唱响云霄好声音、担负时代新

使命，为富美新云霄现代化建设注入更强宣传动能。

会议以县领导领学的形式逐章逐句学习《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研究了其他有

关事项。

云霄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本报讯（郭扬  吴锡坤）  1月10日，云霄县委书

记蓝良木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落实省

领导挂钩帮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专题听取各个工作

专班关于推进挂钩帮扶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

阶段具体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沈顺来等在家县委

常委参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文疆、县政协主席林

意纯列席。

会议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要始终把落实好省

纪委监委挂钩帮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

把各项工作任务抓在平常、做在平常，确保每月都有

新内容、新进度、新成效，努力交出一份高质量发展

的满意答卷。要提升工作质效。要突出抓关键、促发

展，结合落实市纪委监委专项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深

化干部作风“五不”问题和“股长做派”“科长天

大”作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巩固“一项目一专班、

一项目一挂钩县领导”“一项目一清单”制度，用好

“领导干部大讲堂”等载体，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要强化工作担当。要持续强

化落实挂钩帮扶十项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向上沟通

对接，增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行动力，打造更

多诸如盘活低效用地“1+1+N”工作机制、“两办两

专班”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四定一督”“一

号一图”农村“三资”管理机制等全省推广的亮点做

法和创新经验。

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班子领导成员，

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红树林管理局局长，各

乡镇（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以及县直有关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列席。

县委常委会会议现场

落实省领导挂钩帮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张敏燕）  1月9日下午，云霄

县委宣传部召开2024年“一季一主题”冬渔嘉年华工

作复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

文旅融合、共促发展为切入点，通过现场“头脑风

暴”的形式，全面复盘回顾2024年“一季一主题”冬

渔嘉年华开展情况，总结经验做法、分析问题短板、

旨在“理”出新思路，“盘”活新动能，助推新一年

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郑雯雯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理清工作思路。围绕县委、县政府

中心工作、发展大局，紧抓县域文旅经济发展时代红

利，从“高度、热度、广度、力度、深度、维度、亮

度、尺度”八个方面精准把握“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的内涵本质，推动县“1320”方案落地落实，深

入挖掘云霄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融合时代

价值，加强文旅融合，赋能文旅新IP，丰富文旅供

给，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谋划工作亮点。

打造“一月一主题”“一镇一品”等活动品牌，用活

云霄好山好水好人文资源，创新宣传思路持续造势，

不断引爆云霄旅游热点，串点成线，推出多元文创周

边产品，助力“旅游+”经济发展。要凝聚发展合

力。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配合，

着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

的宣传思想文化队伍，为加快富美新云霄现代化建设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来源：云霄县委宣传部）

唐初，闽粤之间社会动荡、民不

聊生，是刀耕火种的蛮荒之地。公元

669年，蛮獠啸乱再起，归德将军陈政

奉诏率领营将123员、府兵3600人，远

离故土，入闽平乱。时年13岁的陈元

光，随父征战沙场。次年，陈政之兄陈

敏、陈敷奉诏，又率58姓府兵5000多人

南下增援，陈政之母、72岁高龄的魏敬

夫人同行前往。先后共有87个姓氏，约

9000人入闽。

历经近18年苦战，闽粤啸乱平息，

公元686年，陈元光奏请朝廷批准，建

置漳州，在闽粤大地开基立业、传播中

原文化。陈元光的开漳功绩永载千秋，

历代帝王对陈元光追封达22次。

不久前，漳州市开展“寻访陈元

光入闽开漳文化足迹”主题调研采访活

动，先后深入河南固始，福建莆田、龙

岩，广东潮州、揭阳，漳州云霄、芗

城、漳浦、诏安、龙文等地，探寻以陈

政、陈元光为代表的入闽开漳先贤“戍

闽粤、开漳州、固闽南”的足迹及其历

史影响，开启一场访古探新的闽南文化

溯源之旅。

莽莽诸夏，瞻彼中原。位于江淮

之间的固始，乃闽地众裔的迁徙之根。

据《漳州府志》记载，陈政，字

一民，光州固始人。父克耕，从唐太宗

攻克临汾等郡；《福建通志》载，陈元

光，字廷炬，固始人。父政，以从征

功，拜玉铃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

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民不

聊生。唐高宗以“佥乞镇帅有威望者以

靖边方”。陈政临危受命，以岭南行军

总管的身份，率领123员战将、3600名

府兵，由许天正、李伯瑶、马仁、沈世

纪、张伯纪、欧哲、卢如金、张龙各领

一营兵马，从河南固始县出发，南下入

闽平乱。13岁的陈元光随父出征。

陈 政 大 军 经 淮 河 流 域 ， 沿 大 运

河，取道江浙，由浙江仙霞岭入闽。

唐军入闽后势如破竹，连克数座

蛮獠盘踞的峒寨，顺着闽江，沿南平、

福清，入驻仙游、安溪一带，继而抵达

龙溪，与蛮獠势力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振旅龙江修战具，移文凤阙请

增兵。”陈元光在《候夜行师七唱·其

一》一诗中叙述平乱初期概况，唐军战

至九龙江畔，许多来自中原的将士难忍

“蛮獠之区，瘴疠之地”的温湿气候，

染病不起。因兵力不足，唐军无奈退守

九龙山，请求增兵。

平乱次年，唐高宗派陈政之兄陈

敏、陈敷率58姓府兵及军眷5000多人入

闽增援。这一年，陈政72岁高龄的母亲

魏敬也加入南下的唐军。

魏敬，字玉珏，号云霄。“魏敬

夫人曾追随丈夫陈克耕匡扶李渊，为废

隋兴唐立下功勋，受封为‘唐开国元勋

夫人’，是宰相魏征的堂妹。”据固始

县大山奶奶庙志愿讲解员介绍，魏敬文

韬武略、有勇有谋，陈元光在军事政治

方面的智慧，都离不开祖母魏敬的影

响。

南援路途多艰，魏敬屡遭亲属病

殂之痛，葬子葬孙后毅然亲自挂帅，重

整旗鼓，带领援兵到今华安县的九龙山

地界，与陈政会师。两支唐军军威大

振，奋勇冲击，直捣蛮营。

九龙山大捷后，唐军一路征战，

连克36个蛮獠山寨。拔除最后一座山寨

后，唐军越过蒲葵关，安置投降流寇，

在云霄县火田镇火田村安营扎寨，取得

平乱的决定性胜利。

677年，陈政积劳成疾，卒于云霄

火田，享年62岁。陈政陵园今位于云霄

县将军山。

陈 政 病 逝 后 ， 蛮 獠 首 领 得 知 消

息，趁机从潮州起兵。21岁的陈元光奉

诏命袭父职，任岭南行军总管，留下祖

母和少数兵马驻守火田大本营，亲自率

兵奔赴岭东潮州、潮阳及粤东区域平

乱。

“ 唐 军 选 派 细 节 先 期 潜 入 潮 阳

城。夜半，陈元光率兵从四面攻城，城

内伏兵打开城门，唐军涌入城中，睡梦

中的蛮兵四散逃窜。”饶平县陈元光纪

念馆馆长陈俊杰介绍，一路寻踪追击蛮

兵时，陈元光做好持久斗争的准备，要

求一边加固黄冈石壁山南麓军事基地，

一边在饶平海山选择重要海口建造堡

所，以防敌军偷袭。

入粤百战，岭东大地平乱长达六

年。“一是由于此地靠近蛮獠主力聚集

地，蛮獠熟悉地形逃窜快、隐藏深，二

是唐军只除首恶，宽待胁从。”陈俊杰

说，最后决定性的潮州战役，蛮獠一万

余人投降，与坚决执行宽待胁从的民族

政策有着直接关系。

陈元光与副将许天正诗作《平潮

寇》中写道：“四野无坚壁，群生未化

融。龙湖膏泽下，早晚遍枯穷。”意在

分化胁从大众，让蛮獠主力无计可施，

迟早势力穷尽。

南粤战歌嘹亮，成为由乱入治的

分水岭。

在岭南七闽百粤平乱15年中，陈元

光一边剿除蛮獠，一边将中原先进农耕

文明带到这片蛮荒之地。

如何实现长治久安？

农业乃兴邦之本。向南途中，唐

军们亦兵亦农，通过屯垦，自给自足。

回军驻地云霄后，陈元光提出“劝农重

本”方针，开垦荒地，大面积种植水稻

等粮食作物；兴修水利，在漳江上游修

建一座可灌溉千余亩良田的“军陂”；

发展生产，推广矿冶、造船、制陶、制

盐、制茶、纺织等中原先进技术，让当

地百姓走出刀耕火种的蛮荒状态。

为实现民族融合统一，陈元光破

除汉蛮不通婚民俗，提倡士兵与原住民

通婚。他在《候夜行师七唱》一诗中写

道：“男生女长通蕃息，五十八姓交为

婚”，并将归顺的蛮獠划地安居，让其

自治，免役免赋，称为“唐化里”，鼓

励他们学习农耕技术和各种工艺。这一

举措开启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先河，更

促进了区域长期稳定和谐。

獠乱平定后，为实现长治久安，

陈元光在入闽的第14年，向朝廷呈奏

《请建州县表》，请求于泉、潮之间的

故绥安县地域置建州郡。

他在表疏中指出，这里“地极七

闽，境连百粤”，由于“职方久废，学

校不兴”，所以“抚绥未易，子育诚

难”。要使这里成为“安仁”“治教之

乡”，应当“建治所而注颁官吏。治循

往古之良规，诚为救时之急务”。

686年，朝廷颁诏，在故泉州、潮

州之间建置漳州，下辖漳浦、怀恩两

县，州治位于今云霄县火田镇，陈元光

任中郎将、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

开漳之初，陈元光就意识到“开

士劝农，耕读并重”的重要性。

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记载：

松洲书院，唐陈珦与士民讲论处——

708年，陈元光之子陈珦应龙溪县令席

宏之请，于北溪之滨松洲堡讲学。在

此，陈珦“于士民论说典故，于子弟多

有向方。”

“由于当时聚集了许多中原士兵

家眷在此读书，后来，由陈元光之子陈

珦主持讲授，传播中原文化，久而久之

附近民众受到影响，这里便成为面向大

众 授 业 的 讲 学 处 ， 后 冠 名 ‘ 松 洲 书

院’。”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副秘书

长江焕明介绍，松洲书院被认为是中国

最早的书院之一，在中国书院史上具有

重要的历史地位。

文史专家认为，松洲书院溯源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主体的河洛文

化，更溯源了闽南文化的历史形成与播

迁，与中原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短短几年重学盛行，翻开了儒学在漳州

传播的新篇章，开创了一代学风之先。

711年，潮州一带残寇复起，陈元

光率轻骑御敌，途中陷入包围，因寡不

敌众，最后身负重伤，战死沙场。漳州

全城哀痛，军民们最初把他葬于云霄大

峙原，这座山也因百姓在山头挂满白色

葛布，得名葛布山。

陈元光战殁后，陈珦接任漳州刺

史。此后20余年，陈珦“剪除顽梗，训

诲百姓，泽洽化行”。

经过近40年的治理，“蛮獠”之地

开始向中原文明看齐，漳州成为“方数

千里，无桴鼓之声”的安邦；农业和手

工业快速发展，老百姓种上了水稻、龙

眼、荔枝、甘蔗等作物，专注做起了制

盐、造船、烧瓷、制陶等营生，民风淳

厚、百业兴旺，一派繁荣景象。

（来源：福建日报·新福建客户

端 作者：杜正蓝  赵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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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漳圣王陈元光：守土固疆  千秋万古（上）

云 霄 记 忆

戍 闽 粤

开 漳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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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霄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暨落实省领导挂钩帮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总结复盘再提升！云霄县委宣传部召开2024年“一季一主题”冬渔嘉年华工作复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