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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山路盘旋，直至大山处的坂
中畲族乡彭家洋村，时值深冬，村
里却涌动着一股热乎劲，村民管护
畲药忙。“这几年，在合作社打工
有工资，种植畲药有补贴，大伙干
劲足。”正在畲药育苗基地除草的
村民雷寅廷笑意盈盈。

雷寅廷口中的补贴是福安市
根据不同畲药品种，给予种植户
每亩 3000 元至 6000 元的奖励。作
为全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县 （市），
福安聚居着 7.76 万畲族人。过去
畲族群众长期居住在偏远山区，
交通不便、就医条件落后，畲民
患病后一般利用山区丰富的草药
资源进行治疗，畲族医药成为畲
民在特定历史条件、特殊地理环
境中，长期与疾病斗争积累的经
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此外，福安
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也让畲药
在这里扎了根。

据记载，福安境内盛产的畲药
230 科、1460 多种，其中，植物
1000 多种，临床常用植物 740 多
种。“福安是畲族医药分科保留最
完整、畲族医药文化最厚重、畲药

资源最丰富的县（市）。”福安市畲
族医药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钟隐芳介
绍。

与其他民族医学传承相比，畲
族医药有其特殊性。“畲族有语言
没文字，导致畲医药记载难；畲医
秉承师传，很少有典籍对此进行系
统记录，随着老一辈畲医相继辞
世，畲族医药濒临失传。”钟隐芳
感慨道。

古药如何新生？福安坚持产业
发展和文化保护两手抓，通过实施
产业造富工程和文化带富工程，引
导民族村对传统畲药进行规模化种
植、产业化提升，培育民族村经济
发展新增长点。

彭家洋村畲药育苗基地，数十
万株畲药植株郁郁葱葱。望着这一
株株畲药，彭家洋村党支部书记吴
云生思绪被拉回至2018年，“那会
村委牵头成立合作社，引导农户种
植食用菌，起初收入很可观，可随
着市场日趋饱和，效益一年不如一
年。”

村里还能发展什么？“这几
年，国家鼓励发展林下经济，畲药
不与林争地，适合套种在林间，加
之青元、洋坪、仙岭下3个自然村
零散种有畲药，村民也有种植技术
基础。”思索许久，畲药种植进入
彭家洋村两委视野。

“何不因势利导，带领村民种
植畲药？”吴云生带着村两委说干
就干，以“合作社+农户”模式，
整合零散土地，扩大种植规模，吸
纳村民一同种植畲药。

同向发力，这几年，彭家洋村
畲药种植面积由最初的 17 亩扩大
至300多亩，畲药品种也由乌稔树
扩展至山苍子、牛奶草等数十种，
村里还建起了畲药育苗基地。“去
年，畲药育苗基地就卖了4万多棵
畲药植株，像牛奶根，一株就能卖
1.5元，有价还有市。”基地负责人
兰伏峰介绍。

种植畲药植株效益好，村民也
跃跃欲试，今年有 10 位村民提前
向彭家洋村两委预订了5万多棵畲
药植株，准备自己种，雷寅廷便是
其一。

这几年，靠着在合作社务工，
雷寅廷不仅脱了贫，还习得畲药种
植技术。眼瞅着畲药种植势头向
好，去年，他种植了 6 亩乌稔树；
（下转第7版） （上接第1
版）今年，积攒了一些钱，加上政
府补贴，他早早就到畲药育苗基地
预订了牛奶根，准备扩大种植规
模。“再过两年，自家畲药就能收
了，日子越干越有盼头。”雷寅廷
信心满满。

眼见村里畲药产业渐成气候，
彭家洋村两委打开思路，争取到了
畲药产业一体化建设项目，准备进
一步延伸畲药产业链。

记者在彭家洋村入口处看到，
一栋两层的畲药加工厂拔地而起。

“年后厂房开始进设备，等到项目
投用，村民种植的畲药在村里就能
完成初步加工，畲药价格就能进一
步提高。”吴云生充满期待。

彭家洋村畲药种植是福安畲药
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福安共
有畲药生态园基地 10 个，畲药种
植面积超 3000 亩，5000 多户农民
受益于畲药种植，年产值超 4 亿
元，真正打通了从“绿水青山”到

“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畲药产业健康发展，文化支撑

必不可少。作为“中国畲族医药文
化之乡”“中国畲族医药文化传承
研究基地”，早在2008年，福安便
在全省率先成立畲族医药研究发展
中心，并由该中心牵头完成《福安
畲医畲药》编写，填补了中国畲族
医药彩色图谱的空白。同时，福安
还建成畲族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
地，畲族医药文化、畲族医药科技
产业等内容在这里一应俱全，成为
当地展示畲族医药文化的重要窗
口。

不只有静态展示，还有活态传
承。目前，福安共有畲族医药省、
市、县 （区） 级非遗传承人 11
人。“畲族医药只有活跃在孩子们
的视野中，激发起他们的兴趣，文
化才能一代代传下去。”作为畲族
医药省级非遗传承人，年逾七旬，
钟隐芳始终活跃在畲族医药进校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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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阳春社区里依然是一派繁
忙的施工景象，吊车把预制好的电梯井钢
结构逐个吊起安装。看着不断往空中延伸
的崭新电梯井，28 号楼住户张延钦难掩
欣喜之色，“多年的‘加梯’梦终于实现
了”。

“随着年龄增大，我住在五层，上下
楼都不方便，下一趟楼，膝盖都要疼两
天。”64岁的张延钦感叹道，虽然政府有
补贴，但邻里意见无法达成统一，导致加
装电梯事宜多年搁置。

据阳头街道阳春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李华杰介绍，阳春社区安居小
区是福安市目前规模最大的居民小区之
一，有一千多户居民，其中60岁以上老
年人约占五分之一多。且该小区均未安
装电梯，常出现居于高层的老年人携带
重物上楼艰难，有病痛难及时就医等情
况。

“最大的障碍就是邻里意见不统一。”
李华杰说，虽然按照住建等部门的相关规
定，加装电梯只需要本梯号单元房屋专有

部分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
且四分之三业主同意，即可加装，但没做
到百分之百同意，就可能“好邻居心生间
隙，边施工边吵闹”。

作为社区居委会主任，李华杰没少参
与调解，但居民们提出的意见越来越专
业，有时候也让他感到棘手。

“设计是否符合规范，会不会影响我
的通风、采光和通行？”

“加装电梯如果导致墙体和地板开
裂，由谁承担责任？”

“加装的电梯质量由哪个部门监管？
后期如何维护？”……

近年来成立的阳春社区“有事好商
量”政协委员工作站成为李华杰调解矛盾
的一大助力。李华杰说，站里三十多位政
协委员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不仅充
当了“中间人”角色，更为解决居民疑问
提供了专业意见。

“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听取社情民意是
一种履职新方式。”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
福安市政协委员郑焕周说，他多次参与社

区调解工作，除了从法律角度为居民解疑
释惑之外，也获取很多撰写提案的线索。

站里的政协委员们还帮忙整理调解协
议书，提供选址修改意见，协调燃气管线
改道等。

居民陈玉弟说，“加梯”的最后一公
里实在太难了，正是有了政协委员们的助
力，让加装进度顺利不少，“他们居中调
解，说的话大家都信服”。

李华杰说，一些需要相关部门关注的

难题，比如自建房私自加装电梯未纳入监
管、加装的电梯后期维保无人监督等，也
被写入政协委员们的提案。

据李华杰介绍，截至目前，安居小区
已经安装了26座电梯，但只到总量的三分
之一，依然任重道远。

“加装电梯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惠
民之举，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李
华杰说，希望装完电梯，生活更便利，邻
里更和谐，“毕竟远亲不如近邻”。

““加梯加梯””进行时进行时 政协委员来助力政协委员来助力
□ 郭圻 李郁

本报讯 （兰文馨） 笔者从市发展和改革局获悉，为
保障春节期间市场供应，稳定节日期间市场物价，福安
市于 1 月 19 日至 2 月 12 日 （农历十二月二十至正月十
五） 启动平价商店稳价运行机制，为期 25 天。据悉，
本轮福安市共启动 9 家平价商店，其中乡镇平价商店 3
家。

各平价商店每日从排骨、鸡蛋、花菜、上海青、黄瓜
鱼等18种商品中选择12种做稳价销售。政府按照“先控
后补”的方式，蔬菜类给予20%补贴，肉、蛋、鱼类给予
7%补贴。为方便消费者购买平价商品，各平价商店将在
入口处展示“政府平价商品价格公告栏”。各平价商品上
方悬挂 “政府补贴平价蔬菜销售区”“政府补贴平价肉类
销售区”“政府补贴平价蛋类销售区”等字样的标识牌。
每个平价商品价格牌有政府补贴幅度。平价商品要求质量
合格、明码标价、做到货签对齐。

为加强平价商店销售监督，发改部门将加强对重要民
生商品的市场价格监测，适时组织人员对平价商店加强巡
查，及时纠正质价不符、价签不对位等问题，确保广大群
众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平价商品。

我市启动平价商店
稳价运行机制

本报讯（张颖珍） 1月13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
春节将至，为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当地民政部门提前
谋划、积极筹措资金，走访慰问和救助各类困难群众2000
多户，发放慰问金、临时救助金等各类资金200多万元。

“我感到非常窝心，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低保户的关
心、关爱、关怀。”上白石镇的低保户老王因脑梗致肢体
残疾，女儿又突发急性白血病，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市、
乡两级民政工作人员多次走访，给予其临时救助和慰问，
为他送上“及时雨”。

1月以来，帮困送温暖活动在福安各地展开，全社会
的爱心接续传递，将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福安市民
政局组成6个“访贫问苦”慰问小队，分别深入22个乡镇
（街道），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发放慰问金40万元。同时，
深入老区基点村困难户、五老遗孀和高龄老人困难户等
300多户开展慰问帮扶。

针对因病因灾等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突发性、
紧迫性、临时性困难的群众，民政部门积极发放救助金。
截至目前，救助临时困难户 56 户、216 人，发放救助金
37.4万元；救助“一事一议”特殊困难户3户、2.5万元。

2025年1月，福安市民政局还向22个乡镇（街道）下
达临时救助备用金100万元，用于困难群众的临时救助。

民政帮困送温暖
让困难群众过个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