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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全员争优、全域争先、
全面争效”——深化拓展“三争”行动，
奋力谱写“宁德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福
安市专场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市在
深化拓展“三争”行动中，迎势而上，推
动各项工作打开新局面、取得新成效。上
半年 10 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部实现正增
长，其中 GDP400.3 亿元、增长 11.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1.1%，金融机
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729.37 亿元、增长
32.4%，增幅均居宁德市前列，顺利实现

“双过半”，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产业活力迸发
项目热潮涌动

福安市坚持“抓龙头、铸链条、建集
群”发展思路，全力打造湾坞半岛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不锈钢新材料产
业入选福建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
月至9月，福安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 1862.11 亿元 （不含电力），现价增长
8.59%；工业用电量85.62亿千瓦时，比增
6.53% ； 完 成 招 商 项 目 13 个 ， 总 投 资
77.705亿元；率先建成宁德市首个工业互

联网平台，入驻企业289家，上线超120
款数字化应用。做优做强按摩器、电动船
舶、新能源重卡“三大产品”，1 月至 9
月，按摩器实现规上产值12.23亿元，同
比增长6.34%。新能源重卡整车产销1200
余台，顺利出口印尼等“一带一路”国
家，工业总产值超8亿元，营运第一年即
实现“开门红”。

重大项目是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火
车头”。青拓不锈钢中厚板、青磊年产16
万吨耐火材料等46个项目列入省、市重
点项目，总投资285.72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108.58亿元；1月至9月梳理谋划储备
项目 87 个，总投资 190.38 亿元；46 个
省、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9.4亿元，
占年度计划比例 82.34%；重大项目开工
29个、竣工23个；获批2024年前三批新
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6.69亿元，占
全市总额的15.5%，位居全市第二。

多面发力施策
打造“福安模式”

我市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
村共富共美”工程，以点带面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1 个、示范村 13 个，累计建成美丽乡村
庭院 195 户、美丽乡村微景观 75 处、美
丽乡村小公园 18 个、美丽田园 4 片、美
丽乡村休闲旅游点 2 个。创新乡村振兴
工作体制机制，成立全家福安乡村振兴
研究院，建立乡村振兴“五个百”挂钩
帮扶机制，助力特色乡村产业发展，努
力走出一条具有福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

福安立足资源禀赋，念好新时代“山
海经”，构建以茶叶、葡萄为主导的“2+
N”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全产业链产值超
200亿元。做大做强“1+N”十种粮经作
物双丰收模式，创新“农垦+N”模式，
2023年完成粮食播种面积24.18万亩，粮
食产量7.76万吨。

优化营商环境
增强民生保障

营商环境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土
壤”。福安市多措并举，提升营商环境，
深入开展“书记市长益企茶话日”，完善
健全“局长服务日”“‘3+N’政企会商
互动”机制；推进综合窗口改革，整合形
成12类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推出具有

福安特色的 16 件“一件事”集成套餐，
办理时间压缩 58.3%，实现“一窗式受
理、一站式服务”；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
作用，为中小微企业、三农主体融资担
保 14 亿元；加大民营小微企业支持力
度，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 88.41 亿元、增
长10.8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福安市聚
力聚焦民生实事项目，帮扶残疾人、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参加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发放低保金、特困供养金、残
疾人两项补贴等保障金1.57亿元。坚持做
好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工作，互助孝
老食堂实现全覆盖、一批教育补短板项目
有序推进、医疗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完善。
1 月至 9 月，福安市民生支出 42.11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1.4%。

下一步，福安市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深化
拓展“三争”行动，坚持产业兴市、增进
民生福祉、强化要素保障，以“争优争先
争效”的高度自觉和“担大责、扛大任，
当好排头兵”的使命担当，为建设“五福
新城、全家福安”发展目标努力奋斗，为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德篇章贡献力
量。

深化拓展“三争”行动 奋力谱写“宁德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福安市专场召开——

奋力谱写“五福新城、全家福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 陈祎凝

本报讯（蒲允静） 10月30日，市人民医院
妇科和综合外科两个新病区开科揭牌。

据介绍，市人民医院妇科病区共设46张
床位，专注于开展高水平的妇科手术服务，
应用腹腔镜下子宫巨大肌瘤剔除术、盆底网
片悬吊术及盆底重建术等先进治疗手段提高
治愈率和手术质量。综合外科病区配备45张
床位，重点为泌尿外科、骨外科、肛肠外科
及普通外科患者提
供专业的诊疗服务。

“新开设的妇科
诊疗方面有着我们
的优势和特色，综
合外科也有省属医
院专家进行长期的
入驻帮扶，整体服
务能力逐步得到提
升。”市人民医院执
行 院 长 陈 建 洪 表
示，医院将以此次
新 病 区 开 业 为 契
机，不断强化医院
内涵建设，提升医
疗服务水平。始终
坚持以患者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努力做好患者院前、院中、院后
的各种服务，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据了解，新病区的设立有助于医院多元化
规划与配置医疗资源，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
务效率，缓解原有病区资源紧张、就诊压力大
的问题。同时，更有针对性引入省市优质医疗
资源，为患者提供先进、精准、全面的诊疗服
务。

市人民医院开设妇科和综合外科两个新病区

本报讯（林平） 11月2日，闽东苏区创建90
周年纪念活动暨福安市红色圣火传递穆阳镇站
活动举行。

这次圣火传递活动全程约2.5公里，火炬
手们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炬，迈着坚定的步
伐，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占穆
阳纪念广场出发，途经石马兜、镇政府等
地，以接力的形式，依次传递象征着闽东之
光红色传承的圣火，最终抵达黄烽将军陈列
馆，将活动会旗与火炬交接给下一站下白石
镇。

“这火炬是历史的见证，是革命精神的传
承，在火焰的照耀下，我将以更坚定的步伐，
牢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为我校题

‘百年辉煌 万象更新’的殷切嘱托，去寻找穆
阳早期参加革命先驱先辈的足迹，我们将把这
革命先辈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学子。”穆阳镇火炬
手缪俭辉说到。

圣火传递活动旨在弘扬闽东苏区精神，进
一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发
扬斗争精神，大胆探索实践，引领穆阳镇群众
为创建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福安市红色圣火传递穆阳镇站活动举行
日前，溪尾镇溪边村村民王某声与王某森，因

门前道路问题争执不下，经调解员、司法所多次调
解，双方各不退让，情况一度陷入僵局。在一次争
执中，双方情绪激动，相互推搡，矛盾有可能进一
步升级。溪尾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派民警到达
现场，稳控局势，防止事态激化。随后将当事人双
方请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镇综治中心、司法所调
解员的努力下，双方作出让步，一场矛盾纠纷被有
效化解。

近年来，溪尾镇整合镇综治中心、派出所、司
法所等各类调解资源，推动各类资源力量下沉到网
格，让“小网格”发挥“大作用”。同时，坚持源头
治理化解矛盾，发挥调解在化解信访积案及重大矛盾
纠纷中的作用，积极推进网格员调解参与信访矛盾化
解工作，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萌芽状态。

“溪尾派出所积极打造‘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化
解辖区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将社会治安隐患消除于早于
小，保障辖区治安稳定。”溪尾镇派出所所长阮峰说。

溪尾镇溪邳村是纯渔业行政村，有养殖户 325
户，养殖区域面积达5000亩。为能够就近就便化解
渔民群众日常矛盾纠纷，2021年，溪尾镇针对该村
渔业人口成立“海上社区”，租用养殖区域中心地带
的一个渔排活动房作为“连家船民评理室”，把调解
室从“岸上”建到“海上”，通过转变工作思路，变
群众上访为调解员下访，引导渔民群众合法合理表达
诉求，及时化解矛盾，营造“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今年4月，溪邳村鲈鱼养殖户张某与相邻渔排的
黄花鱼养殖户刘某，因双方养殖鱼苗死亡发生争执，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调解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抚双方情绪，防止矛盾进一步
激化。随后邀请相关部门进行检测，找出双方鱼苗死亡原因，最后在
调解员的劝说下，双方互相理解，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溪尾镇针对矛盾纠纷采取到田间地头去、到海上渔排去、到群众
家里去的工作模式。能够现场调解的，通过说服、教育、规劝、疏导
等方式，促使矛盾当事人平息怒气、握手言和；不能够现场调解的，
发挥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等各类调解资源，运用法律手段化解
矛盾纠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援尽援”，打好“法律护航”组
合拳。镇综治中心定期对已调处的涉访矛盾纠纷跟踪回访，对已解决
的，定期进行回访复查，切实巩固工作成果；对仍未解决的，协调相
关力量进行化解，使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结果，件件有回音。

“群众反映的事，再小都是大事。每一个堵点都是化解矛盾纠纷的
难点。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逐一
进行调解疏通，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和意见，努力将有争议的问题就
地化解。”该镇相关负责人说。

溪
尾
镇
：
﹃
有
啥
矛
盾
好
好
说
﹄

□
张
文
奎

市人民医院 高泽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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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荣喜，福安实小龙江校区教师。
在教育园地默默耕耘的同时，他二十多
载春秋笔耕不辍，凭借对文学的执着与
热爱，在散文创作领域逐渐崭露头角，成
长为颇有建树的青年作家。汗水铸就文
学之树累累硕果，映照无尽心血与执着。

10月21日，由中国散文学会、西安
报业集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九届“禧
福祥6年西凤杯”华语青年散文季颁奖
典礼在西安西京学院举行。沈荣喜凭借
作品《福安的葡萄熟了》，从国内外4000
多篇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大赛“银
奖”。这不仅是对其个人文学创作才华
的肯定，也是对其文学素养和人文情怀
的高度认可。

学生时代的文学梦

走进福安实小龙江校区，不大的校
园里书香氤氲，仿佛每一寸空气都浸润
着知识的芬芳。沈荣喜，一位长期扎根
毕业班的语文老师，不高的个子透着精
干，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坚定而深邃。

提起自己文学创作之路的启蒙老
师，沈荣喜笑言：“是贾平凹老师，他是我
的文学引路人，那是20多年前的一次邂
逅，一次心灵的神交！”

原来，1996 年，沈荣喜从家乡松罗
考进福安师范，爱好文学的他，周末闲
暇，经常来到位于市中心的新华书店阅
读书籍。一个周末，当他来到书店时，视
线突然被书架上一套精美的散文集吸引
住了——那是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当代
著名作家散文集《贾平凹散文大系》（三
卷本）！“上世纪90年代，贾平凹老师凭
借《浮躁》《白夜》《土门》等，在国内文坛
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拥有一套他的散文
集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沈荣喜回忆。

捧着崭新的书籍，细细翻看着其中
的篇章，《丑石》《地平线》《太阳路》《一棵
小桃树》……一篇篇精美的散文以细腻
的笔触、生动的场景描绘，将他带入一个
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世界，让他的心灵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养与洗涤。

在那个朴素而充满梦想的时代，沈
荣喜的心中，始终燃烧着一团不灭的火

焰，那是对知识的渴望，更是对文学世界
无尽的好奇与探索欲。沈荣喜忽然产生
了要买下书的念头。“当时，师范学校一个
月的伙食也仅几十元，每一分钱都需精打
细算。”但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宝藏”，他
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手捧带着墨香
新书的那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
的满足与喜悦，仿佛整个世界都因这份收
获而变得美好。

“那时，青春年少，情感朦胧，便开始
写新诗，几首诗相继在《中师语文报》上发
表。有一次收到了报社寄来了一张汇款
单，单上写有‘肆元正’三个字，第一次收
到稿费，攥在手心里摩挲着，舍不得拿去
兑换，就将汇款单保留了下来，一直珍藏
在影集里。”沈荣喜回忆。初尝甜头的他
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还尝试着向一
些刊物投稿。有一次，他在街上的杂志摊
看到了一本《家园》。当时还是创刊号，刊
名是冰心老人题写的。他便写了一封信，
顺带着捎去一篇稿件，表达了对新刊的喜
爱。没过多久，竟意外收到了编辑部的回
信，署名是唐希。唐老师鼓励他，稿子的
文字基础不错，只是结构松散了，横向没
有铺开，纵深没去挖掘。他还告诉沈荣
喜，文章要写好，除了热爱生活，观察人生
外，多读多写是有成果的。短短的几行
字，给了他极大的触动，尤其是信末尾处

“请多联系”的一句客套话，被沈荣喜作了
另一番“热情”的解读。“那时候，我正在尝
试写小说，受此鼓舞，便一口气誊抄了四
篇，一并寄了过去。没想到过了两个月，
我又收到了唐老师的回信，唐老师说寄来
的四篇稿子看了，文字不错，观察也比较
细腻，接着指出了我的缺点，告诉我目前
的作品还没有达到刊物发表水平，叫我不
要着急投稿，多读书，多练笔，写好后先给
周围内行的人看看，都认为可以了再投
稿。他还嘱咐我不要一次往一个刊物投寄
多篇稿子，因为文艺刊物的编辑本身多是
作家，自己也要搞创作，哪有时间去看我这
一堆稿子呢？”沈荣喜回忆起初学写作时的
情景，仿佛还历历在目。

唐老师说的亲切在理，近乎于一位文
学前辈对一个文学少年的殷切关怀。他将
唐老师的信端端正正粘贴在影集里，每每
展信一读，感触良多，这也成了他读书生涯
中最难忘的一段投稿经历。

怀着对文字的热爱、对梦想的追逐以
及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沈荣喜沉浸
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海洋中，汲取着营
养，试图在字里行间找到自己的声音。他
用文字记录下青春的烦恼、梦想的火花以
及对生活的初步观察与思考。

1999 年师范毕业，沈荣喜回到松罗，
在赤溪小学教书。山里日子单调枯燥，能
够调剂生活的就是邮递员送来的《福安
报》。沈荣喜试着把自己写的文章寄给《福
安报》编辑部，终于，他的第一篇散文处女
作《故乡的山茶花》在《福安报》上发表了。

这之后的十多年间，沈荣喜在松罗换
了好几所学校任教，后又调到福安实小任
教。尽管工作几经变动，但他对文学的热
情与追求从未止步，反而在这多样的教学
生涯中汲取了丰富的灵感与素材。

乡土情感的觉醒

这十多年间，沈荣喜的写作也由个人
情感的抒发转向对乡土题材的关注。故土
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突然以一种前所未
有的方式触动了他的心灵。他开始意识
到，自己与这片土地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
联系，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背后，隐藏着深
厚的文化根基和丰富的生命故事。于是，
乡土不再是背景，而是成为了他创作中的
核心主题。

在偏远乡村的教学经历成为了他笔下
故事的源泉，让他的文学作品更加多元且
富有深度。在乡村学校的日子里，他被孩
子们纯真的笑容和质朴的生活所触动，将
这些美好瞬间转化为文字，记录下那些简

单却动人的故事。故乡朴素的乡音乡情、
火热的劳作场景、鲜活的人物形象、精彩的
民间故事，成为沈荣喜不竭的创作源泉。

2017 年，沈荣喜的散文接连在《福建
日报》副刊“新人新作”栏目刊登。对于许
多文学爱好者而言，能够在正规出版物上
发表作品，尤其是像省报这样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媒体上，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这不
仅意味着个人的文字得到了更广泛的阅读
和认可，更是对创作梦想的一种实际肯
定。它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沈荣喜的文学
之路，激励着他继续前行，探索更多文学的
可能性。

2018年，沈荣喜被福安作协派往宁德
市委党校参加培训班学习，在这次学习中，
他有幸结识了在文学领域已取得显著成就
的闽东作家禾源。禾源老师告诉他，散文
在语言方面，有写作和创作之分，在日常的
书写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使用一种更为直
白、实用的“写作语言”，这种语言虽然清
晰、准确，但可能缺乏文学应有的韵味和深
度。而“创作语言”则不同，它要求作者在
表达时更加注重语言的艺术性，通过巧妙
的词汇选择、独特的句式结构以及丰富的
修辞手法，赋予文字以生命力和感染力。
这一下颠覆了他原有的写作观念。

那以后，他对照着禾源老师的指点，尝
试用另一种语言方式改进自己的写作。在
写作中遇到困惑，他经常请教老师，老师悉
心指导，详加把脉，肯定进步，也指出不足，
让他受益良多。

这几年，沈荣喜的写作有了质的飞跃，
一篇篇带着乡土气息的散文相继在《福建
日报》《人民日报 海外版》《散文选刊》上发
表。他对乡土社会的细致观察，散发着泥
土的清香和蓬勃的生气。乡愁，让他的作
品有了生命力。最让他惊喜的是，一次，他
的新作《故乡的桥头街》一文竟然和贾平凹
老师的《说房子》一同登上福建日报副刊的
版面。

作为乡土作家，他的创作不仅是对乡
土的深情回望，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他在回望中寻找自我，在传承中融入
现代视角，以文学的方式促进文化的交流
与理解。他的作品，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
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读者在品味乡土
之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和文
化的生命力。

在《春到立峰村》一文中，他写到：“在
立峰村广袤的田野上，上千亩的葡萄大棚
是村民为春搭建的行宫。一棵棵修剪过的
葡萄树昂首挺立在棚里，只等春风吹来便
抽枝长叶，酿造出甜美的生活之蜜。”

他纯真朴实的文字，字里行间，无不透
露出对家乡的感情，对这片故土的热爱，在

《幸福观里行》里，他写道：“往村里走，仿佛
时光切换，一座座古厝，黛瓦青砖，翘角飞
檐，从无人机传回的画面看，它们宛如一只
只灰色的鹳鸟，虽然在岁月的流逝中淡去
了色泽，但昂首展翅，翩姿犹存，永远定格
在百辟岩下。原来那些吉祥鸟并没有离
去，只是化作了悠悠古韵，点缀了这里的山，
这里的水，也点缀了观里人的幸福生活。”

写作，让心灵有了安放之所

作为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毕业班的每
一堂课，每一次讲解，都需精心准备。在这
份繁重的职责之外，沈荣喜依然喜欢用文
字记录生活，抒发情感。当夜幕降临，万籁
俱寂之时，他便会静静地坐在书桌前，让思
绪随着笔尖流淌。

散文，作为一种自由而灵动的文学形
式，成为了他心灵的避风港。因为在散文
的世界里，他可以暂时放下教鞭，以一个普
通人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去感受生活。

每一回写完稿件，他都将文档保存在
手机里，一边走路一边朗读，文字如风如水
激荡心扉，让他陶然自乐。写作对他而言，
和吃饭、睡觉、呼吸一样重要。

2019 年，在福安市作协原主席卢腾、
秘书长杨昌长老师的关心指导下，沈荣喜

的散文集《乡土情思》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乡土情思》全书 15 万字，分为“故园拾趣”
“芬芳草木”“山水有约”“温情岁月”四辑。
他怀着质朴的情感，以清新的笔触，记录了
身边山水、儿时记忆、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
的内容，全书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这些
作品不仅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
想象力，更传递了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
人类情感的深刻洞察。同年，他加入福建省
作家协会。从文学青年到青年作家，这一转
变不仅是身份上的跃迁，更是心灵深处对乡
土情感、文化认同与文学表达的深刻觉醒与
升华，成为沈荣喜艺术生命中的重要轨迹。

随着创作的深入，他的作品不仅展现敏
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还揭示隐藏在
日常生活背后的深层意义和对人类情感的
深刻洞察。今年，沈荣喜的长篇散文《床》在

《散文选刊》发表，他在文中写道“床这一辈
子都在托举着肉身。床躲不过肉身的沉
重。肉身的痛苦也只有床有最切身的体
会。人来到世上，是床伸出最温暖的怀抱；
走了，是床默默地陪伴，给了人最后的尊
严。”沈荣喜说，自己还想通过一些主题的创
作，比如门、灶、井等这些有着文化意味的物
件，通过挖掘它们身上的文化底蕴来展现美
好的乡愁。

作为一名毕业班语文老师，沈荣喜始终
秉持着“以文育人”的教育理念，将文学的魅
力融入日常的教学之中。在课堂上，他引领
学生遨游于文学的海洋，从古诗词的韵律之
美，到现代小说的情节跌宕，无一不让学生
们沉醉其中，感受到文字的魅力与力量。他
鼓励学生勇敢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用文
字记录生活、感悟人生。他对文学的热爱也
深深感染了学生们。每一学年结束，他都要
指导学生制作“人生第一本书”，他说曾经他
的老师在他心田里种下文学的种子，他也想
把这些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中，为将来福
安的文化播下希望。这些年，由于书香氛围
的浓厚，在统考中，实小龙江校区的语文成
绩总在全市名列前茅。

今年十月，当他接到《西安晚报》编辑的
电话，告知散文作品获得了第九届“禧福祥6
年西凤杯”华语青年散文季大赛的银奖，并
邀请他到西安参加颁奖典礼时，他的内心充
满着激动。在颁奖现场，他没有想到，担任
颁奖嘉宾的正是少年时代的文学启蒙老师
贾平凹，二十多年的追逐，终于梦圆西安。
那天，沈荣喜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这样说：“小
时候，我们那里的山区经济发展滞后，自从
引进巨峰葡萄的种植，村庄的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效益的好转，带动种植
面积的扩增，给老区人民带去了实实在在的
幸福。今天，正是这个幸福果让我得以站在
这个舞台上，它告诉我只要脚踏实地、努力
拼搏，心中的梦就一定能实现！”

在文学海洋，沈荣喜找到了自己的安宁
与快乐，也找到了与读者心灵共鸣的桥梁。
他说，每一次写作，就是呼吸的一次调整，呼
吸顺畅，睡觉就安稳，梦中的那片海就日丽
风和，景色明媚。当他将一篇篇文章收藏在
朋友圈里的时候，发现心灵也就有了安放之
所，所以他将自己的第二本散文集起名为

《尘世外的那片海》。沈荣喜说自己“像一条
小溪勇敢地穿越山林沟壑，一路浅吟低唱，
把一朵朵击石而生的小水花轻轻掬起，汇聚
在心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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