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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香珠 李想
通 讯 员 黄达明 文/图

在南安，有这么一个村庄，曾因境
内山坡长满杜鹃花，春来花开，漫山红
遍，得名“满山红”。

满山红村地处南安市省新镇东
北部，辖内有 20个自然村落，系省新
镇第三大建制村。满山红村先后获
评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福建省第三
批省级传统村落、福建省“千村整治、
百村示范”、福建省“民主法治示范
村”、泉州市“五个好”村党支部、泉州
市老年人健身康乐家园、南安市先进
基层党组织、南安市首批“和谐村”等
荣誉称号。

近年来，满山红村正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启动“满山红”计
划，打造“未来乡村”新样板。

保护传统留住乡愁
林路厝成文化名片

南安有句俗语“有林路富，无林路
厝”。清光绪年间，华侨建筑家林路在
家乡南安省新满山红村兴建宏伟古大
厝群。百年弹指一挥间，这座跻身“国
保”行列的中西风格建筑，摇身变成村
里的家风家训馆，并在各级部门的重
视和修缮下，焕发新生。

昨日傍晚，记者来到满山红村
时，只见林路厝背山面水，厝前是绿
油油的田园。夜幕降临，欢快的旋
律，唤醒了沉睡中的古厝，村民在古
厝前的文化广场载歌载舞，一派和
谐景象。

这一切，源于该村乡村环境治理
的探索。2017年，为保护传统形态，
留住乡愁记忆，满山红村依托林路厝，
美化绿化周围环境，净化生态池塘，建

设法治、移风易俗宣传栏，对古厝周围
环境进行改造提升，建设成环境优美
的文化活动广场。

“该广场和生态池塘项目总投入
70多万元，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满
山红村党总支部书记尤长江介绍，此
外，村里还打造绵延数百米的夜间景
观带，点亮国家级传统村落。

如今，以古建筑为载体的文化广
场，不仅成了乡村文化活动的主阵地，
还提升乡村品位，成为满山红村的一
张文化名片。

“我们将以林路厝周边环境整治
为试点，带动其他19个自然村人居环
境的改善。”尤长江介绍，满山红村将
践行绿色理念，坚持“点线面结合、连
片式整治、组团式推进”的思路，着力
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样板，推动乡
村魅力指数不断提升，打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画卷。

抓好民生微实事
提升居民幸福感

每逢周二和周日，满山红村老人
活动中心都会传出悠扬的旋律，10多
名老人在这里弹唱南音。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有伴，也有阵
地了。”满山红村老年协会会长薛龙水
告诉记者，自从老人活动中心投用后，
老人们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

“文化活动中心建筑面积1500多
平方米，于2017年6月动工，2018年1
月投用，投入资金160多万元，乡贤捐
资就有80余万元。”尤长江介绍，文化
活动中心设有棋牌室、居家养老服务
站、卫计服务室、南音活动室等，让全
村老人有了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温馨环境。

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只是满山红村

创建“和谐村”、为民办实事的缩影。
投入200万元对檀溪满山红段400

米进行砌筑，同时对两岸进行环境整
治，打造满山红村檀溪沿溪两岸景观
带；投入120万元，对1000米危险路段
加宽翻修；投入150万元建设污水站和
污水管网，解决污水乱排乱放的现象；
对全村86个旱厕整治清零，并投入28
万元建设两座公厕；投入250万元建设
高标准农田的水渠工程，促进3000多
亩土地增产增收……近3年来，满山红
村投入800多万元，通过一大批民生实
事工程，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

启动“满山红”计划
打造“未来乡村”新样板

近年来，满山红村结合自身情况，
不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推
动移风易俗工作落实，狠刹婚丧喜庆

活动中讲排场、比阔气、收发红包等大
操大办现象以及提倡“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社会风尚。

通过包片工作队为单位形成巡查
队，及时入户对操办红白喜事的家庭
进行移风易俗宣传，及时劝导制止违
规行为；深挖农村优秀家风故事，收集
最美家人、家话、家事，表彰五好家庭、
文明家庭等；重阳节为“钻石婚”“金
婚”“银婚”夫妻进行表彰；立足林路
厝，发扬好家风好家训好家规；完善移
风易俗村规民约，成立志愿者队伍，不
定期开展多种载体移风易俗宣传工作
……如今，在满山红村，“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小事不办”的理念逐渐在群众
中形成共识，带动乡风民风美起来。

当然，满山红村也不仅止步于
此。记者了解到，该村将启动“满山
红”计划，打造“未来乡村”新样板。

“我们将立足交通区位、产业发展、
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五大优
势，厚植发展势能，助力乡村振兴。”尤长
江介绍，为打造现代与历史和谐共生的
历史文化名村和优秀传统村落，满山红
村将根据古民居、古建筑等现存条件，以
维护现状，修旧如旧为主，重点对林路古
民居进行保护修缮，同时对村内其他传
统建筑、石拱桥、古树加以保护利用，努
力构建极具审美价值的传统村落景观风
貌区，资金投入预计约2533万元。

“传统村落的保护是对历史文脉的
传承，传统村落的发展更是乡村振兴的
具体要求，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始
终坚持既要发展乡村的经济、文化，又要
留住绿水青山，让乡愁有所寄托。”尤长
江对古村落发展“蓝图”充满信心。

他表示，下阶段，将通过充分调动
乡贤、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等途径，下好
乡村振兴“一盘棋”，让传统村落的“历
史文化”动起来，将这个传统村落保护
好、传承好、发展好。

本报讯（记者 庄晓丽） 17日，南安市召
开“大爱南安·慈善有我”慈善活动领导小组工
作推进会。市领导王连赞、吴跃达、丁瑞金、吴
顺情参加会议。

会上，各乡镇（街道、开发区）交流“大爱南
安·慈善有我”慈善活动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
计划。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大爱南
安·慈善有我”慈善活动，党政领导亲自抓，并积
极组织开展一系列公益慈善活动、宣传活动，动
员全市上下、海内外南安人积极响应、慷慨解
囊、踊跃捐资，通过实际行动送出一份温暖、一
片爱心，营造“人人可慈善，人人能慈善”的良好
氛围，打造慈善之城新南安。

省新满山红村：唤醒古厝活力 打造“未来乡村”样板

省新镇满山红村。

南安召开“大爱南安·慈善有我”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黄睿超 通讯员
林俊杰 苏鸿茹）昨日，记者从南安市
工信局获悉，1-11月，全市工业技改投
资同比增长 22.7%，增速居泉州各县
（市、区）第三位。

技术改造是企业扩大再生产、
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的重
要抓手。今年来，南安不少企业通
过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应对疫情对企
业的影响。

走进泉州利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整洁的生产车间，全新的机械马不停
蹄地生产着。利昌新材料总经理吕达
民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是他们最新引
进的BOPP生产线，主要生产包括双面
珠光、双面哑光和一光一哑三大类合成

纸，总投资1亿多元。“在这生产线进驻
前，我们每月都是超负荷生产，尽管每个
月生产能力只有5000吨，但出库量都达
到了5500吨。而新增生产线后，每年就
能够新增PP合成纸3万吨。”

在南安乃至整个福建塑料化工行
业中，泉州利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可以说是一匹特立独行的黑马。在今
年的特殊背景下，他们依然保持逆势
增长态势。

“在日常生活中，塑料薄膜是食品
包装、医药化工、建筑等领域不可或缺
的材料之一，应用十分广泛。”吕达民
表示，目前他们的产品占据了国内
60%市场份额。

哪怕是疫情期间，企业依旧保持

着20%的增长速度。“我们今年的主要
目标是扩充产能，通过引进进口设备，
生产更为高端的产品，打破同质化竞
争壁垒。”吕达民透露，除了今年已经
完成的技改项目，他们将再新增2条生
产线，3年内产值达到10个亿。

通过技改带动产能提升的还有乔
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生产
卫生用布、口罩、纸尿裤等无纺布卫生
材料用品企业，受行业特殊性影响，疫
情期间，企业订单量大增，现有设备已
满足不了生产需求。为提升产能，企
业引进复合水刺无纺布生产设备 2套
及相应的配套后加工设备。

“引进后，复合水刺无纺布生产线
生产能力达到 3000 吨，年产值达到

4500万元。”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利昌新材料、乔东新型材料一

样“ 逆 市 ”发 力 的 企 业 还 有 不 少 。
1-11 月，全市共有 21 个项目列入省
级重点技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7.61
亿元，已完成投资 7.40 亿元，完成年
度投资 97.24%。

企业内挖潜力，政府外强服务。
为支持企业技改，南安市工信局通过
政策扶持，如技术创新专项奖励，技术
改造设备补助、企业技术中心培育等，
帮助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
来已帮助 8家（次）企业获得各级技术
改造专项资金 398.5万元，并有 9家企
业有望获得泉州市级技改补助资金
（项目补助公示阶段）。

南企逆势发力 抓技改促产能
1-11月 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22.7%

本报讯（通讯员 林雨巷 记者 庄晓丽）
近日，泉州市英良石材有限公司等51家企业获
2020年中小企业成长专项资金 260万元，该笔
资金将重点用于支持南安市民营中小企业健康
发展，为企业发展增添后劲。

本报讯（记者 苏明明） 17日，南
安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向文体旅界人
士征求市政府工作及 2021年《政府工
作报告》意见建议。市领导张桂森、庄
国阳、王昭昭、陈巧英、黄育奇参加。

与会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文化、体育、旅游界相关人士积极建言
献策，张桂森等市领导认真倾听记录
并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气氛热烈。
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给予充分肯
定，并围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文

体旅融合发展、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文物保护和非遗传承、城市文化 IP
打造等方面，对市政府工作和 2021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意见建议。
张桂森对文化、体育、旅游界相关

人士长期以来给予政府工作的关心、支
持表示感谢。他说，大家站位全市发展
大局，对改进政府工作和修改完善《政府
工作报告》发表了真知灼见，市政府将认
真梳理吸纳，将其转化为推动南安文体
旅事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和举措。希望

大家一如既往地帮助、支持市政府工作，
共同为推动南安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
越集思广益、贡献力量。

文化是一座城市发展的“魂”，张桂
森表示，当前南安正处在历史上最好、
最难得、最有价值的发展局面和新的黄
金机遇期，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当其时，大
有可为。张桂森指出，要坚持顶层设计
先行，围绕打造26℃城市，立足“一市三
城”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系统谋划全市

域文体旅融合发展规划，塑造城市文化
IP，打造有辨识度、有灵魂的城市；要找
准切入点和主抓手，通过组建文体旅
集团和文体旅产业基金推动资源整合、
市场运作、产业孵化，按照“急重轻缓”
有序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设立文艺
工作者奖励资金扶持精品创作，筹建
文艺工作者之家激发文艺创造活力；要
强化艺术引领功能，积极拓展文化传承
创新阵地，经常性开展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厚植文化土壤，传扬正向能量。

南安市政府召开文体旅界人士座谈会
征求《政府工作报告》意见建议

南安51家中小企业

获专项扶持资金26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