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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雅芳）“‘一种
按摩椅涡轮箱的加工方法
’专利有利于提升按摩椅
整体性能，让产品更具市
场竞争力。”“‘一种儿童X
光拍摄身体限定装置’专
利，能够改善儿童医疗服
务 ， 提 高 就 医 的 安 全
性。”……近日，我市举行
以“创新驱动 共赢未来”
为主题的科研成果转化签
约仪式，为专利科研成果
转化提供新路径，也为企
业发展注入更多创新“因
子”。

仪式上，福建怡和电子
有限公司等5家按摩器企业
与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签署专
利开放许可合同，宁德市匠
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宁德
职业技术学院签署专利转让
合同，院企合作更加紧密。

“专利转化有助于提高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一对多’
专利开放许可能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提高专利转化的
效率，推动企业发展新质生
产力。”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副校长黄重表示。

此次专利科研成果转化
成功签约是福安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的缩影。近年来，福
安从政务服务审批流程、配
套服务等方面，不断激发经
营主体活力，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

服务多集成，发展提效
能。办件等待时间从过去的
平均35分钟缩短至15分钟；

月办件量从1400余件增加至1700余件……
这是福安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和行政审
批窗口探索“大综窗”模式取得的成效。“我
们通过集成服务，简化市场经营主体准入
手续。”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进“双随机、
一公开”常态化，做好经营主体日常管理。

今年8月，全省首个EMC检验检测绿
色通道服务点落户福安，该服务点为按摩
器具生产企业提供从申请、检测到结果反
馈的全流程“一站式”服务，送检按摩器
具检测报告完成时间从原先的10个工作日
缩短至 3 个工作日，服务点还通过提前介
入消除安全隐患、助企补齐产品质量管理
短板、推进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赋能行动等方
式，助力行业企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

“‘绿色通道’开通以后，我们可以
直接向网点申请，并由他们来完成整个测
试流程，有利于节省成本，加快研发速
度。”福建荣耀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
部部长张启辉说。

据了解，目前EMC检验检测绿色通道
服务点相关服务已覆盖省内320多家企业，
直接或间接创造8000多个就业岗位，帮助
51家按摩器具供应链上游企业提升质量评
定等级，累计为企业降本增效2.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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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枋宸 赖清炳） 近日，全国
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彰
了2024年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福建省共有
11人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其中，我市
优秀退役军人代表陈茂春和袁润熙2位同
志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

陈茂春、袁润熙2位同志表示，将珍
惜荣誉、坚定信念，更加坚定干好工作的
信心和决心，以荣誉为动力，退役不褪
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宁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陈茂春同志，1952年9月出生，1970
年12月入伍，1985年3月退役，现任兴华
财富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
茂春同志出生于福安市城阳镇荷洋村棕树
山自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70年，陈茂
春报名入伍参军，当年年底，便荣立“三
等功”入党提干。15年军旅生涯，陈茂春
同志从一名农村青年逐步成长为一名营级
干部。1985年，陈茂春转业后领着一帮老
战友创建福安县复退军人旅游运输公司。
1993 年，成立福建省福州兴华实业总公
司。1999年，远上河北武安兼并重组国企，

年产值逾 180 亿元。2011 年，组建兴华财
富集团，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多年
以来，陈茂春同志获评福建省“优秀共产党
员”、首届“福建省最美退役军人”、福建省

“捐资助教先进个人”、“第三届新世纪中国
改革人物”。

袁润熙同志，1944年7月出生，1960
年8月入伍，1999年2月退役，曾任宁德
军分区后勤部卫生所所长，现为宁德市军
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党支部书记。2019
年退休后，袁润熙同志在家中辟出专门的
场所坐堂行医，开展义诊。除了在家中坐

诊，他还常常跟随公益组织前往乡村义
诊，组建志愿服务队，为偏远地区群众送
去更多健康福祉。“只要还干得动，我就
坚持义诊。”袁润熙同志不仅治愈了众多
患者，他的奉献精神也感动了不少人。不
少患者在痊愈后，主动抽空到袁润熙家中
帮忙，维持秩序、引导患者，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2021年，袁润熙同志被评为福建
省“最美退役军人”，福建省“八闽银发
先锋”；2023年，被评为第八届福建省“道德
模范”，入选 2023 年第二季度“福建好人
榜”、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我市2人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

日前，2025 年医保缴费工作启动。
在穆阳镇党群服务中心，村民林锦明刚
在柜台完成缴费。“我知道手机可以缴
费，但年纪大了，实在弄不来，走到服务
中心缴费才5分钟，也很方便。”他高兴地
说。

5分钟的便捷和幸福，来自基层治理
服务模式的创新。今年以来，福安穆阳
镇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发挥党群服务中
心作用，按照“阵地标准化、服务精细化、
品牌多元化”原则，整合共享辖区各类资
源，推动构建全面覆盖、区域联动、功能
集成、服务融合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
为持续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供“源
动力”。

穆阳镇位于我市西部的传统中心城
镇，镇域面积18.95平方公里，下辖2个行
政村、6个社区，总人口约1.5万人，镇区
居民对政府服务需求旺盛且多元。为
此，搭建一个群众办事更为便捷、高效的
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是对这一需求的直
接回应，更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增强
民众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服务中心建在哪里？怎么建？群众
有怎样的具体需求？都需要细致深入地
调查。穆阳全面考量场地条件、居民分
布密度、服务辐射范围等诸多因素，将原
位于政府一楼大厅的党群服务中心迁移
至更为便利的民富中心；投入24万元对
民富中心重新进行规划和装修，推进一
楼便民业务办理区、二楼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规范化建设，实现空间布局更优化、

功能配置更完备，更好服务居民日常生
活。

同时，依托“网格员之家”，精准发
力、主动作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领
导班子带头，镇村两级干部下沉一线，围
绕“什么样的党群服务中心群众愿意来”

“哪项服务您最需要”等问题，开展“走百
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忧、暖百家心”走
访活动，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并通过分析辖区群众年龄结构、群
体比例、文化程度、职业构成、需求偏好
等5个方面的基本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反复优化提升，对活动清单、服务清单
每周进行动态调整，满足群众多样化需
求。

穆阳镇党委通过整合资源、协同治
理，持续优化党群服务中心阵地，积极探
索党建高效服务基层治理新模式。秉持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辖区居民、用优质的
供给服务辖区居民”的理念，以五街片区
党建联合体为载体，完善“1+1+5+N”的
服务体系，将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在服务中心，“办不成事”窗口引起
记者注意。穆阳镇党委书记阮贵章说：

“政务服务又多又细，而基层服务资源有
限，没法让群众每项需求都能直接找到
对应的窗口，所以设置‘办不成事’窗口
进行兜底。”

通过提供兜底服务，专人负责跟踪、
追踪办理群众提交的未办结事项，破解

“事情办不好，事情不好办，群众来回跑”
难题。推行网格“流程指导”“耐心帮办”

“上门办理”等服务，缩短为民服
务半径，将服务窗口延伸至“家
门”。

林女士迁居至穆阳镇居住，
前来申请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
费，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系统记
录显示，该居民同时在闽侯与福
安两地参保。根据规定，需先暂

停其在闽侯的参保信息才能继续在穆阳
镇办理相关手续。“办个参保要两地来回
跑，非常不方便，幸亏有了穆阳镇的‘办
不成事’窗口，让我在‘家门口’就把手续
办了。”林女士高兴地说。

为更大程度地整合资源，为打通服
务“最后一公里”，穆阳根据“界定清晰、
方便管理、无缝覆盖”的原则，建立“网格
长—网格指导员—片警—二级网格长”
四级组织架构，明确网格员在村党组织
领导下的职责任务。组建一支由镇党委
干部、“五街片区”社区两委成员轮流坐
班，党建联合体单位协同参与的专业化
服务队伍，充实基层网格治理力量。

打造“幸福穆阳”，穆阳还以党群服
务中心为核心，勾勒一核五圈生活蓝
图。阮贵章介绍，我们完善镇区配套，扎
实推进穆阳景区旅游综合开发（二期）项
目建设，绘就“宜居圈”；做好“穆阳水蜜
桃”“穆阳线面”“土特产”文章，打造“宜
业圈”。

同时，串联葛兰坂桃花岛、石马兜、
三生三世桃花谷、苏堤鲤鱼溪、水幕屏灯
光秀等网红打卡点，举办水蜜桃文化周、
线面文化旅游节、国庆嘉年华等活动，勾
勒“宜游”圈；投入运营总投资10亿元的
福安市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营地项目，
充实提升“儿童之家”、农家书屋、五彩石
广场、好穆阳线面科技示范基地，构建

“宜学”圈；依托全国首家“畲医院”（市民
族医院），结合希阳红养老院、孝老食堂
建设，构筑“宜养圈”。

穆阳党建引领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

幸福一“刻”即达
□ 张文奎

秋分时节，记者来到潭头镇西坑村
互助孝老食堂，老人正在吃午饭，虽然山
区几场秋雨过后降温了，但食堂内温情
满满，其乐融融。

自互助孝老食堂开办以来，每日三
餐饭点，这里飘出阵阵诱人的饭菜香，吸
引着村里的老人前来享用热腾腾的餐
食。这不仅仅是一个用餐的地方，更是
西坑村尊老敬老、传递温情的重要平台。

西坑村孝老食堂占地面积约80平方
米，虽不宽敞，却布置得温馨而整洁。这
里配备了一名专业的厨师和一名热心的
助餐志愿者，他们用心烹饪每一道菜肴，
确保每一餐都能让老人吃得放心、舒
心。自2023年8月1日正式运营以来，食
堂通过“政府补贴、个人自愿、社会参与、
梯度收费”的灵活模式，有效满足了村内
老年人“餐餐热饭、顿顿新鲜”的实际需
求，目前已有18位老人享受到这一贴心

服务。
在走访中，西坑村两委成员深刻体

会到村内空巢老人的生活不易。他们常
常为了节省而一次性煮很多饭菜，结果
饭菜变质也舍不得扔。民以食为天，老
人的吃饭问题牵动着许多村中在外务工
子女的心，也成为村两委亟须解决的问
题。

为此，西坑村在上级领导和乡贤的
支持下，建立了互助孝老食堂。食堂实
行梯度收费政策，9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
残疾人免费就餐，7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
天仅需支付10元即可享受全天的餐食。
此外，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食堂还提供
免费的送餐服务，确保他们足不出户也
能享受到热腾腾的饭菜。

西坑村以“孝老食堂”为纽带，积极
整合医疗资源，联合闽东医院及乡村特
派医生定期为老人开展免费体检、发放

药 品 和 健 康 宣 传 活
动。这一系列举措不
仅 让 老 人 们 吃 上 了

“暖心饭”，还广泛普
及了老年健康科学知识，引导老年人树
立科学健康理念，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西坑村在孝老食堂的运营过程中积
极探索成本分担机制，通过“老人负担一
点、集体出资一点、慈善捐赠一点、政府
扶持一点”的方式有效缓解了食堂的资
金压力。运营以来，食堂收到了来自多
个乡贤的爱心捐赠，这些善举不仅为食
堂的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持，还激发了更
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孝老食堂的建设中
来。这种汇聚点滴爱心、共筑爱心家园
的氛围让西坑村的老年人感受到了社会
的温暖和关怀。

未来，西坑村互助孝老食堂将继续
发挥财政补贴、村级自筹、社会捐助和个
人缴费的多元集资机制作用，常态化开
展就餐服务。同时，食堂将不断优化服
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努力为老年人提
供更加便捷、舒适、温馨的用餐环境。

西坑村：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
□ 张文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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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云畲族乡蟾溪村地处白云山西麓，
海拔400多米，下辖洋加坪自然村，全村
现有 223 户、900 多人，主要以吴杨两姓
为主。村民主要经济收入为种植茶叶、太
子参、水蜜桃、水稻、酿制农家米酒和外
出务工等。该村妙景奇多，“妙”人联翩。

一“妙”村名。该村原名叫“大所”
“成溪”，历史悠久，迄今已近千年。相
传，该村月波桥潭底有一蟾蜍成仙，偶出
外游，月映桥影，恰似人间广寒宫。如此
净土，又何必要分天上人间呢？村民索性
把村名改成“蟾溪”。

二“妙”该村环境幽美，上有“九龙
洞”，下有“游龙洞”，整个村落被世界地
质公园“石臼奇观”守护着，其“蟾溪问
石”还是福安新十景之一。

三“妙”该村还有令人惊奇的奇妙
“十景”。

一为八卦图。村中有一条弯曲的小河
穿村而过，把整个村庄分成阴阳两部分，
从高处往下看，便是一幅太极图，再加周
围景观，又如正在对弈的“一盘象棋”：

“天公造就一盘棋，胜似谁人可得知，巨
石纵横士卒现，悬崖叠障马车迟，将军对
峙临严阵，楚水中分战应期，两极仙翁奇
妙处，三山五岳互争窥。”

二为石将军。在蟾溪的后门山上有块
石头，形似一名遥望远方的将军。这块石
头非常神奇，底部与地面相连处基本是空
的，但它却稳稳屹立在上面。“片石崔巍
几丈高，浑身骨骼谁有似，哪得弓强充钜

彀，胜负谁人哪得知。奇岩叠障马连迟，
涧水中缠雨畔基，山山五老共瞻窥。将军
名号甚英豪，铠甲无庸岂用刀，频投剑载
漫趋逃，西方站立千年在，拥护延陵起略
韬”，村中传言石将军保佑着蟾溪村民，
因此村民常去那里祭拜，祈求幸福安康。
在石将军的旁边还有一个石猪，村民们常
说石猪是石将军的贡品。

三为石马。
马骋巅峦势若龙，天衢云路气何雄，
孙阳去后无人顾，独回长嘶王夜风。
四为石牛。
怪石嵯峨状似牛，草为毛角石为头，
松林错认桃林卧，问是谁家牧不收？
五为石犬。
突兀奇岩悲主形，花村不吠永无声。
纵云狡兔山山尽，难把灵獒宰与烹。
六为石龟。
麟甲浑成久在山，雌雄两伴负图閒，
千年不小谁为叩，等待神灵鬼谷攀。
七为福源堂。
点点睛光滴翠蓝，福源松柏影毵毵，
穿云日阅阿罗汉，汲水时瞻僧礼壇，
俗子遶登山勒马，禅心常共月同龛。
八为月映桥。“土木映桥结构同，褰

裳不涉往来通。天寒鹤白归华表，日暮乌
红映水中。顾我才非题柱客，哪知谁是济
川功。合欢频笑当年事，驱石何时到海
东。”月映桥原是一座木拱廊桥，曾为革
命时代红军的“岗哨桥”。上世纪九十年
代，农村兴起香菇产业，为了方便材料运

输到家门口，杨吴两
姓村民拆卖了廊桥木
材，再集资凑足款，
于旧桥址修建石拱桥
等。现今又重建“避
雨 亭 ”、 桥 护 栏 等 ，
走在桥面上，令人耳
目一新。而更能令人

重拾记忆的是桥上原观音阁两边那副老对
联：“龙吟凤舞虹飞蟾水千山影；心回福
地珍重留与子孙耕”。

九为奶娘宫。巨制宏模祝庆场，元君
太后御炉香。十方保赤麟儿令，数座金容
玉液光。白马长嘶天不夜，泥牛入海水祯
祥。指挥如意烟霞冷，坐卧灵台草木苍。

十为大王草廟。累石为坪礼制降，赍
牲设馔有言通。阖乡老稚常求福，四季群
臻欲报功。酒饮半酣颓皓发，嘉殽将尽试
英雄。神宫社庙固云美，蜜塔清虚万载
丰。

四“妙”该村还有石笋“双杆石笋兑
高低，春去秋来竞不齐，花面顽童儿戏
处，留连哪管夕阳西”；石栋“巨石天然
栋宇如，不知妙处孰山居，倾听却似喧人
语，欲进无门苦煞予”；龙爪“蟾溪深处
古潜龙，一井甘泉爱独钟，驾雾穿云仙莫
测，群贤辨爪究行踪”等。

五“妙”该村迄今还珍存有两方一模
一样的青石“茶碑”，简称为“双茶碑”。
碑记正篆题刻,四边刻有迥纹状花边,显得
素雅端庄。碑面虽已风化，但除个别字迹
稍许剥蚀外，大部分清晰可辨。“茶碑”
青石阴文，字体遒劲，清代“同治十年七
月”等字样清楚醒目。关于白云山茶的历
史，一直都没有直接的依据。这两方“茶
禁碑”，是此山发现的少有的实物。而
且，碑上详细记载着吴姓和杨姓各自的茶
山地界，是闽东地区目前罕见的专以种植

茶树为纪事内容的石刻，尽管文字不多，
但颇具“茶文化”参考价值。从中可以窥
见，这里民众极为重视种植茶树，且极具
绿化家园、绿化山川的环保情怀。碑刻虽
系民间合约，但由于所说事理明白，惩罚
分明，内容详细，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晚清
时期福安茶业繁荣历史，反映了清同治年
间白云山茶区管理状况，是承载福安茶文
化历史的珍贵文物。据该村干部介绍，蟾
溪一带是传统福安大白茶的生产地。清朝
时，村里制茶产业达到鼎盛，几乎家家户
户都制作白云山高山茶。村里为了保护茶
山，发展茶业，吴姓和杨姓族人经协商在
村口立起了“茶禁碑”。碑刻村约符合大
多数民众的意愿，对稳定当时茶区形势，
促进茶叶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蟾溪村：妙景“妙”人联翩
□ 张容声

秋高气爽，小车行驶在福安 104 国道
上。放眼望去，前程山水风光，美不胜收。
一路旖旎前行，来到上白石镇郑家山村。

说起“郑家山”地名，那只是先民遗
留下的旧称呼。其实，这个山村80%以上
人都是姓王。福安《盐官郡王氏宗谱》溯
源：“云湘肇基始祖，王懋公讳勉行 （后
梁） 云湘始迁祖，王元雍字冉卿行念一
（宋）郑家山分迁祖。”据《郑家山始祖移
居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我世广公生新
宅而徙郑家山，遂居。”《郑家山山场》中
写道：“十九世祖敦七公移居郑家山后引
其堂弟国九公罗七公同处而住至万历二十
七年，敦七公向郑仕恩置卖山场一号。”

可见，自明朝起，
郑家山已经成为王
姓的聚居村落。

郑家山停车场
入口处，仿佛是村
史的门槛。一脚踏
入，便感觉别开生
面。村口醒目位置
设置一道两米多宽
的宣传栏，白底红
字 印 刷 “ 村 规 民
约 ”。 驻 足 细 看 ，

“严禁赌博”内容占
了近半个版面。相
传 ， 清 道 光 四 年
（公元 1824 年），郑
家山村王氏家族中
有一户人家因赌博
倾家荡产，妻离子
散。郑家山 25 世祖
先齐钦公为首的祠

董理事会，遂立下 “全村禁赌”的族
规，一代代村民始终执守，延续至今。因
此，郑家山赢得了 “深山百年无赌村”
的赞誉。

郑家山王氏族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尝思天之生人，不知凡几而足以光前裕
后者，非大德不足以得之。”建村以来，
郑家山通过设立具有内生性和道德性的村
规民约，净化乡俗民风，在潜移默化中

“化民易俗”。步入静卧于岁月深处的村
庄，村治馆、村史廊、成就廊、励志廊、
书画廊等德治平台，随处可见《郑家山村
家训十则》宣传标语和宣传图画：

尊祖：祠务洁净、重祭祀，随时祭扫

祖宗陵墓；敬老：宜致敬致爱以尽孝悌之
职，切勿欺慢而被犯上之名，违者攻罚；
敦族：长幼有序，勿以强欺弱，以富欺
贫，相亲相爱，不睦者攻之；孝悌：为人
子者应当竭力奉养承德先志，虽劳不怨；
睦邻：邻有相有相周之谊，恣己凌人非忠
俗也，如有纠纷，尤当酌理互相劝谕。农
业：以农业为先，但怠堕成习以致收获缺
望未尽无也，族长宜为勉旃。妇行：重节
孝严授受谨箕箒。吉礼：需酌理而勿奢
侈，亦无吝啬致伤古道；凶礼：丧事以送
死哀痛为本，不许尚酒做乐以伤制礼。治
家：治家无制，唯勤与俭。

村规民约，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的“约定俗
成”，也是农村社会各阶层表达自身诉求
的良好渠道。俗话说：“村里的事，村民
议、村民办、村民管” “大家好，才是
真的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郑家山策
划“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乡规民约，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难题，实现
了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话、通电视

“五通” ，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成为宁德首批小康示范村。

“积极探索山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
路子”。在山村广场石碑前，遇见老一辈
村主干王应生，我们一起回忆当年石碑题
词的情景：1997年6月6日，宁德地区争
创小康示范村现场会在郑家山召开。时任
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会并题词

“积极探索山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
子，赠郑家山党支部”。在这次闽东调研
中，他提出：“要把解决群众的脱贫安居
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扶贫、扶真
贫。”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就是我们前进
的方向”。老王兴奋地介绍说：二十七年
来，我们牢记使命，挺膺担当。“拓宽思
路谋发展，乡贤勤把产业办。脱贫致富奔
小康，乡村振兴在路上。”伴随村民生产
不断发展、生活不断宽裕，创新 “基层
自治圈”也形成新格局。王毅祥、林祖
荣、王国平等乡贤，致富不忘桑梓，热心
反哺家乡。他们牵头成立乡贤联谊会，筹
集上百万资金用于村内道路硬化、休闲广
场、小康文化长廊、农房屋顶和外墙立面
修缮、拦水坝、饮水安全等民生工程建
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家乡环境的改
善，村民有目共睹、有口皆碑，让他们充
满幸福感和获得感。以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和淳朴民风汇聚乡村振兴正能量，郑家
山获评 2014 年度宁德“市级文明村”、
2015-2017 年度 “省级文明村” 、2017
年度“省级美丽乡村” 荣誉称号。

秋阳斜映，花开向阳。通往“小康明
星村”的山路，写满了自治、法治、德治

“三治融合”的故事。郑家山，以一村之
隅的“善治”，展示我们身边的时代嬗变。

郑家山：见证“善治”山村蝶变
□ 郑 望

上白石镇郑家山村村貌

“双茶碑”

郑家山村广场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