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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黄祯碰）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解决群众办事“多头跑”
问题，4月20日起，南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
入驻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

据了解，南安自来水公司服务窗口设立
在行政服务中心二楼 B5 区，目前可办理溪
美、美林、康美、省新和霞美的企业群众新装
立户、过户更改、用水性质变更以及水费缴交
等业务服务。

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企业和群众用水纳入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的服
务内容，是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完
善中心综合性服务模式的重要举措之一。下一
步，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将全面推动企
业开办、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公共服务事项的
同步受理，扩展供水服务的广度、深度和质量，
全力打造便民利企的良好服务环境，让企业和
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进一步优化南
安市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做好新发展阶段的“三
农”工作，需要金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泉州市首家村镇银行安溪民生村镇银
行，由中国民生银行与安溪县政府、当地
知名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现辖总行营业
部、湖头支行、龙桥支行三个网点。近年
来，安溪民生村镇银行始终以党建引领
普惠金融发展，准确把握“立足安溪、服
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以

“党建+金融服务”的发展思路把金融服
务落实、落细，坚定地走出一条“支农、支
小”的普惠金融之路。

“党建+重点村”整村开发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该行集中优势团队、资源，围绕助力
乡村振兴这个目标，下沉农村市场，从加
强党建引领、提供信贷支持、提升金融服
务等方面加强与当地村镇合作。该行湖
头支行、龙桥支行、总行小贷部分别与湖
头镇福寿村、官桥镇碧一村、城厢镇南坪
村等村级支部开展结对共建，先后推出

“增享贷”“超值贷”“美丽乡村贷”等产品，
助力农村安居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

“党建+金融助理”普惠宣传
积极开展金融宣教

该行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工

作，围绕电信诈骗、跨境赌博、存款保
险、非法集资等内容，采取灵活有效的
方式，以“党员金融助理”作为先锋队，
深入社区、村委、工厂等，开展“金融服
务送上门”活动，2020年累计开展金融
宣传服务超100场。

“党建+乐老服务”
不断提升适老金融服务

该行积极贯彻党中央“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出多项
举措，不断提升服务老年人客户的水
平。该行建立营业网点移动式服务机
制，倡导柜员从“柜内”走向“柜外”，提
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金融助理携
带移动运营机为不便出行的老年人提
供上门服务，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
完成开卡、账户挂失、密码修改等多项
业务的办理。该行还在营业网点以及
龙湖社区、官桥碧一村、湖头镇福寿村
等老年人集中区域，提供“免费量血

压”“免费理发”服务，让适老金融服务
更加贴心。

“党建+社会公益”
着力塑造金融“暖实力”

该行党总支部持续开展“党建+
公益”活动，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党
总支与省级贫困村双美村党支部、感
德镇炉地村党支部双基共建，合计捐
款 8万元用于修缮党员活动室；党员
带头参与并号召公益捐款，每年组织
关爱老年人、慰问贫困户活动；积极
发动员工捐款抗疫，2020 年向安溪
县红十字会捐款 1.5万元用于支持抗
疫工作。

2020年，安溪民生村镇银行荣获
多项行内外荣誉，包括安溪县政府

“2020年安溪县金融工作先进单位”、
民生银行总行“先进村镇银行”、民生
银行泉州分行“2020 年度先进集体”

“2020 年度先进党支部”等。2021 年
是建党 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将迎来安溪民生村镇银行成立
10 周年。安溪民生村镇银行将进一
步提升村镇银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的能力，致力于建设成为经营稳健、
独具特色、小而美的农村商业银行，
让“民生村镇银行”成为当地金融行
业的金字招牌，为建党一百年献礼！

（王小清）

强党建促普惠金融 惠民生助乡村振兴
——民生银行泉州分行成立16周年之党建引领发展篇

本报讯（记者 赖香珠 通讯员 黄小燕 曾
金珠） 19日，首届“金盈杯”奖教金颁奖仪式在
英都中心小学举行。

据了解，“金盈杯”奖教奖学基金由南安市
英都镇扶贫助困协会理事、东莞市金盈阀门自
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洪礼加先生捐资100万元人
民币成立。该基金每年以存本取息形式对英都
中心小学期末考试年段前三名的老师及期末考
试成绩年段前十名的学生进行奖励，每年奖教
奖学金约3.5万元。

◆截至目前，洪梅镇全面完成禽流感、猪蓝
耳病、猪瘟和牲畜口蹄疫的免疫注射工作，共防
注禽流感119016只，牛口蹄疫178头，羊口蹄疫
342头，猪瘟、猪蓝耳病、猪口蹄疫11658头。

（记者 黄俊涛 通讯员 黄木双）
◆近日，丰州镇后田村加快推进重点项目

迁坟工作，截至目前，后田村废弃矿山一号地块
生态修复工程已完成坟墓迁移210余座。

（通讯员 陈秋来 傅丹阳 记者 赖香珠）
◆19日—20日，英都镇开展2021年春季动

物防疫检查，此次主要针对检查辖区内应免畜
禽的免疫情况、散养禽类的免疫情况、已免畜禽
免疫卡发放情况。

（通讯员 黄小燕 曾金珠 记者 赖香珠）

本报讯（记者 赖香珠 通讯员 连燕海）
近日，霞美镇仙河村村民 10天主动迁移 160座
坟墓，用行动支持两溪一湾项目建设。

“两溪一湾项目建设是民生工程，是惠民的
大好事，建好了村民都是受益者。”仙河村支委
王大树主动号召宗亲，配合迁移。

3日上午，王大树带领宗族代表在村里的王氏
祖坟旁集中，简单祭拜后，大家开始迁移祖坟。

这座王氏祖坟是清朝年间的坟墓，至今已有
140多年历史，涉及的王氏后人有200多人，恰好处
于两溪一湾项目的拆迁范围之内。“有的族亲在厦
门、有的在漳州，要联系他们做思想工作，真不容
易。”正当大家犯难的时候，王大树提出，从各个分
支里挑选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帮忙联系做工作。

在这些老人的推动下，迁坟事宜很快得到
了族亲们的“点头”，很快，村里的坟墓迁移工作

“动”了起来。
“因群众白天外出工作，攻坚组都是利用晚

上时间上门拜访，做通群众思想工作。”驻村工作
队队长黄佳峰告诉记者，面对两溪一湾项目范围
坟墓、阴亭数量多、任务重的情况，仙河段攻坚组
利用清明假期，提前上山摸清底数，运用微信群
等方式广泛宣传，让群众了解政策，营造氛围。

此外，攻坚组还主动入户开展工作，针对每
户具体情况，入户讲解赔偿标准，与群众确定迁
移时间，为坟墓迁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近年来，村民们的素质普遍提高，而且通
过宣传、讲政策，他们也懂得了项目建设的众多
利好，纷纷主动配合，为两溪一湾项目顺利推进

‘开路让道’，实现了和谐征迁。”仙河村包片干
部张建清告诉记者，因为前期摸底工作做得足，
此次迁坟工作仅花了10天时间。

如今，支持地方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无数
村民的共识，在他们的支持和配合下，两溪一湾
霞美段项目建设也在快速推进。

记者了解到，两溪一湾霞美段项目涉及仙
河村、张坑村、金山村、杏埔村、玉田村 5个村，
全长约7公里，概算总投资4亿元。目前，两溪
一湾仙河段房屋和土地征迁、苗木迁移、坟墓迁
移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南安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窗口

入驻市行政服务中心

爱心乡贤捐资100万

成立英都中心小学奖教基金

10天迁坟160座

村民主动迁坟“让路”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 赖香珠 通讯员
黄达明） 近日，省新镇启动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实施专项行动，进行全镇“大
扫除”，全面改善镇域环境，提升镇域
形象。

烈日炎炎下，在南金公路两侧，清
理小分队正在忙活着，有的对沿街占道
经营进行劝阻并帮忙将东西搬进店里，
有的清理公交车站“牛皮癣”……“我们
一大早就组织了20余人上街开展整治
行动。”油园村党支部书记杨建军介绍，
油园村地处南金公路两旁，来往车辆
多、店面也多，占道经营、垃圾堆放现象
时有发生。“这次专项行动也是对症下

药，接下去，我们还将联合老年协会开
展常态化环境卫生督查行动，巩固成
效。”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民是最大
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省新镇政府
二级主任科员李志海表示，省新镇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积极发动群众
以家庭为单位搞好自家房前屋后卫
生，及时清理房前屋后及庭院内积存
的各类垃圾、污物，拆除废弃建筑物，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形成共治共建
共享的和谐局面。

他介绍，省新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实施专项行动重点围绕环境卫生、交通

秩序、经营秩序、镇容村貌、檀溪“四乱”
问题五个方面工作，以“三清除”为主，即
清垃圾、清杂物、清违法建筑。全面清除
辖区内公路两侧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
及其他杂物，整治路域环境“脏乱差”以
及檀溪两岸“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和
畜牧违规养殖等问题，旨在进一步改善
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省新形
象，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据悉，此次行动成立了6个综合整
治专项督导小组，共计发动镇村干部群
众500余人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数量
4150吨，清理村内水塘13口，清理村内
沟渠8公里淤泥21吨，整治占道经营、不

按规定停放110余人次，清理“牛皮癣”
300余张，进村入户宣传教育 600余人
次。目前，全镇上下正积极行动，掀起了
路域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新热
潮。

下一步，省新镇将进一步推进环境
综合整治精细化、规范化、常态化，重点
对村主干道及周边乱占乱放、乱贴乱
画、垃圾乱倒、污水乱排等现象进行整
治，同时通过店铺走访、发放通知书等
方式从源头减少道路周边及绿化带“脏
乱差”现象，努力营造洁净、优美、舒适
的生活环境，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新闻集装箱

■本报记者 李贵灵 黄奕群
通 讯 员 尤慷临 黄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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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你15年了，这些年我们都很想
你。”20日上午9时30分，当18岁的小
唐走进南安市公安局会议室时，从云
南省会泽县千里迢迢赶来的唐明聪、
潘向书夫妇，便冲了过去将他紧紧抱
住，向失散了 15年的儿子倾诉思念之
情，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场面令在场
者无不动容。

【揪心】
3岁儿子不见了

今年45岁的潘向书最近记忆力有
所下降，但对 15年前小唐走失时的情
景仍记忆犹新。

2006年10月13日中午，潘向书到
田里掰玉米，3岁的小唐由爷爷带到亲
戚家的养殖场玩耍。午饭时间，潘向
书煮好饭菜准备叫孩子回家吃饭，四
处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人。着急之
下，家人便报了警，并发动亲戚朋友在
路边张贴寻人启事。

自此，潘向书一家走上了天南海北
的寻子之路。从会泽到曲靖、昆明、宣威
等周边县市，都留下了他们寻子的身影。

不记得自己去过多少地方，张贴
了多少寻人启事，咨询了多少路人，潘
向书只知道她每天脑海里浮现的都是

“找到儿子”这个念头。
为了找孩子，潘向书也因此病倒

了。“报了案就会有公安帮忙找，你们就
别再到处跑了，别到时孩子找回来了，却
找不到妈妈。”身边人劝潘向书暂时别找
了，她听了进去，留在村里。但她并未放
弃寻找，十几年来，她不间断地发布寻人
启事，还找电视台播放寻人消息。

“我只要眼睛一闭就能听到儿子在
哭，经常梦见他在树上玩，想拉他却怎

么都拉不到。”常年的心结，令潘向书的
身体每况愈下，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后来，潘向书又生了两个儿子，
但始终无法排解她对老大的思念，总
盼望着一家人能有团聚的那天。“现
在两个弟弟每天都盼着大哥能早日
回家。”

【坚持】
终于等到了警方的好消息

去年，潘向书从当地派出所民警
那得到了好消息，孩子找到了，就在福

建。她便哭着跑回家告诉家人这个好
消息。果然几天后，云南警方正式通
知，通过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小唐
在福建南安找到了。

原来，3岁的小唐几经辗转，来到
南安康美镇养父母家。在养父母的照
料下，已经是一个18岁的小伙，现名小
林。一直以来，小林都是“黑户”，去年
因读书需要，养父母到康美派出所申
请给孩子落户。

南 安 警 方 依 照 政 策 规 定 ，从
2009 年开始，要求对抱养的孩子进
行采血，并录入打拐 DNA 信息库。

正是这一次采血，小林的 DNA 信息
和唐明聪的比对上了。南安警方立
即联系云南警方，并进行实地走访，
进一步核查确认，小林就是唐明聪
的亲生儿子。

“去年受疫情影响，认亲被耽搁
了。”两天前，在云南警方的陪同下，
唐明聪夫妇俩来到南安，准备与小
林相认。

【泪目】
15年分离终于团聚

20日，南安公安机关组织的“团圆
行动”认亲仪式让这个破碎多年的家
庭终于完整了。

“这么多年，你过得怎么样？爸
爸妈妈找了你十几年了，你的两个
弟弟还在家里等着你……”现场，潘
向书牵着儿子的手，诉说着 15 年来
的不易。

“你走失后，你爷爷深感自责，到
死了都没能闭眼。”潘向书说，孩子的
爷爷因胃癌已经过世5年，她希望小林
能回去一趟，告慰爷爷。

回忆起当初，小林的记忆有些
模糊，他只记得当时自己在路边玩
耍时，路上突然开来一辆面包车，下
来 4 个男女，把他带到了车上，后来
的事就记不大清了。此外，他记得
小时候自己的手掌曾被狗咬伤，缝
了针，留下了疤痕。这个疤痕，也成
了认亲的关键。

得知自己有2个亲弟弟，小林也很
高兴。因为养父母家中，只有他一个
孩子，有时候也觉得很孤单。“我一直
希望能有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耍。”
小林说。

“只要孩子过得好，我们就开心。”
对于小林以后选择在哪里生活，小林
的生父母、养父母都表示会尊重他的
决定。

3岁儿子在云南走失，父母苦苦寻找15年

昨日他们一家在南安团聚了

省新启动全镇“大扫除”清理农村生活垃圾4150吨

潘向书与小唐紧紧地拥抱着。

免费量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