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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23℃—35℃ 晴

本报讯（记者 庄晓丽） 20日，南
安市市长王连赞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
次常务会议。

会议部署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业务工作。

会议指出，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工作，是加强土地征收管理、保障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用地的重要举措。各
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深刻

认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高质量推进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要加快
实施，已获批的成片开发方案要按照
时序进度，紧扣时间节点，倒排工期、
细化任务，确保完成年度实施计划任
务；要提高质量，系统考虑片区整体情
况，算好成片开发成本账，避免成片开
发零碎化、孤岛化等问题；要规范运

作，成立联合审查委员会，重点聚焦成
片开发方案项目合理性、资金来源、时
序安排，共同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工作顺利开展。

会议研究通过了《南安市“十四
五”教育发展专项规划》。《规划》的总
体目标提出，至2025年，南安教育实现
从标准配置向优化配置转变，从基本
均衡向优质均衡转变，从规模发展向

内涵发展转变，从教育大市向教育强
市转变，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位
居泉州领先地位，基本建成全省教育
强市和示范区域。具体目标包含“五
育”并举目标全面落实、城乡办学条件
提档升级、内涵建设水平显著增强、师
资队伍水平明显提升、教育治理体系
日益完善、教育生态更加和谐优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通讯员 陈柳春 记者 陈亮亮）
记者从南安市财政局获悉，为鼓励南安企业积
极参加市域外国内各行业主流展会，支持企业
拓展市场，近日该局对2021年度符合条件的参
展企业，按其参展期间实际发生的标准展位费
50%给予最高不超过10万元补助。本次有173
家企业获得专项资金补助共计698万元。

本报讯（记者 陈江涛）近日，南安市城市
管理局发布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噪音及占道经营
扰民整治攻坚行动的通告。

通知指出，整治内容包括全市范围内未经
审批的建筑工地施工噪声污染、扰民现象。整
治于 12：00—14：30、22：00—次日 6：00施工作
业现象。监督因特殊情况（抢修、抢险作业等）
确实需要午间及夜间施工的施工单位依法到环
保部门办理夜间施工审批手续，方可进行施工
作业。

此外，相关部门将开展建筑工地、渣土车整
治活动，遏制在建建筑工地施工、渣土车运输噪
声扰民行为。严禁城区商业经营活动使用高音
喇叭或采取其他发出高音噪音方法招揽顾客，
以及露天大排档、烧烤摊等经营场所占道经营
导致的噪音扰民行为。

整治攻坚行动持续到10月30日。行动开展
期间，群众可拨打24小时举报热线（举报电话：
0595-86359868）反映建筑工地施工噪声污染、扰
民现象，执法人员将第一时间受理、查处、反馈。

698万元

173家南企获这项专项补助

建筑施工噪音 占道经营扰民

南安开展整治攻坚行动

南安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本报记者 庄树鸿 黄奕群
通 讯 员 陈素兰 文/图

“以前从不敢想象，家门口能变
成如今这副模样。”望着昔日的臭沟
渠变身“美人溪”，洪濑镇大洋村村民
戴金本直呼想不到。戴金本的感慨，
大洋村很多村民都感同身受，而这一

“河畅、水清、村美”的美景呈现，得益
于南安市福洋溪小流域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项目的实施。

近日，记者从南安市水土办获
悉，位于洪濑镇大洋村的福洋溪小流
域水土流失治理项目全部完工并通
过验收。

改造见成效
村民有了休闲好去处

昨日，记者走进洪濑镇大洋村，只
见福洋溪水光潋滟、溪水潺潺，两岸树
木绿意葱葱，生态护岸已经建好，河道
旁的村路干净整洁，溪中小桥和溪边
凉亭，不少村民正驻足歇息……

可在去年，福洋溪还是一条令
人头疼的臭沟渠。

原来，改造前，福洋溪是一条最宽
处仅有 2米左右的小沟渠，沿岸长满
杂草，河道淤泥、垃圾堆积，沿岸还建
起了鸡圈和鸭圈，味道难闻也不美
观。“当时还没有建护岸，溪道又较窄，
一到大雨天，溪水就容易溢出，把垃圾
冲进附近的田地，影响村民的生活和
耕作。”大洋村党支部书记戴卿奕指着
手机中福洋溪治理前的照片说。

为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2021年，洪濑镇党委政府和南安市水
土办经过协商后向上级争取，将洪濑
镇福洋溪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项目
列为 2021年度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
设工程。该项目综合治理措施面积
500公顷（含补植50公顷），建设安全

生态水系1.256公里。在上游河道主
要实施封禁、造林等措施，下游河道
则重点进行清理淤积、护岸护砌、绿
化等措施，项目概算总投资417.38万
元，于2021年5月8日开工。

如今，治理后的流域环境整体
得到了改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有
效控制了流域内水土流失，提高了
防洪抗旱能力，使传统小流域治理
提档升级，村民们多了一个散步休
闲的好去处。

“以前空闲了没地方去，只能在
家看电视，自从这里建好后，我每天
都会来坐坐，跟大伙儿聊聊天。”戴金
本高兴地说。

村民主动捐地捐钱
支持小流域整治

福洋溪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项目

的顺利完工，离不开村民的大力支持。
“乡村改造过程中，征地往往是一

大难题，但在我们村，几乎没遇到这个
问题。”谈到项目的征地过程，戴卿奕显
得有些自豪。据他介绍，当时福洋溪改
造过程中需征地20多亩，涉及村民将近
50户。由于项目预算有限，所征得的地
只能在日后村里经济发展起来后逐步
补偿。为了提高沟通效率，他请每家派
一名代表参与征地的讨论会。

得知要整治福洋溪，村民都非常
支持配合，为了让项目尽快落地，村
民们主动拆掉自家的鸡鸭圈、猪圈。
不仅如此，为了拓宽福洋溪，村民还
主动退让土地。

戴卿奕带头捐了200多平方米的
地，戴金本也捐出了自家 2 棵龙眼
树。“溪流治理有益于子孙后代，我们
能多做一点是一点，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溪流改造好，环境更美，我们

取水灌溉也更方便，这种对大家都有
好处的项目，只要村里有需要，我们
都愿意捐。”戴金本说。

“为了项目建设，村里一共拆掉
了 60多个鸡鸭圈、猪圈，砍了 100多
棵龙眼树。乡贤还纷纷捐款，共筹资
十几万元支持家乡建设。”戴卿奕介
绍，治理期间，大洋村还对福洋溪溪
岸进行加高、拓宽，如今福洋溪最宽
处达七八米，两岸还种上了各种花草
树木，并安装防护栏和路灯、修建口
袋公园，大幅度提升了大洋村的人居
环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改造完成，如何让流域治理长治
久清？戴卿奕告诉记者，如今，福洋
溪每天早上都会有清洁工打扫卫生，
水质、绿化植物、路灯等都有专人管
护。“现在环境这么好，垃圾桶也配
齐，村民们都很自觉，也不会再随便
乱扔垃圾了。”

臭沟渠变了！福洋溪小流域治理完工

大洋村福洋溪小流域经过整治，环境变得更加优美。

本报讯（记者 傅雅兰 通讯员 黄
渊文）日前，南安发布《关于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南安不断深
化森林资源管理、林地规模经营、林业
金融创新、林业碳汇培育和交易等林业
领域重点改革。力争到 2025年，南安
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52.7%，森林蓄积
量达到550万立方米，林业产业总产值
达235亿元以上。

健全林业碳汇发展机制
推进森林生态提质增效

根据《方案》，未来南安将积极发
展林业碳汇，开展一批林业碳中和试

点项目建设，促进林业碳汇交易；鼓励
和引导国有林场、林业企业等积极参
与林业碳汇项目方法学研究、林业碳
汇项目开发与交易以及在国有林场建
设森林经营碳汇试验林，通过强化森
林经营，采取植树造林、森林经营和灾
害防治等固碳减排措施，提升森林生
态系统固碳能力。

此外，南安还将持续完善森林科
学经营机制，提升森林质量；积极推进
森林近自然可持续经营试点，鼓励
300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单独编制森林
采伐限额，依照批准的森林经营方案
开展森林经营活动；进一步简化采伐
审批手续，逐步放宽人工商品林采伐
年龄、小面积皆伐的限制。到2025年，

南安将实施松林改造提升面积8万亩，
完成植树造林5.5万亩，森林抚育21万
亩、封山育林6万亩。

全面推行林长制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监管

《方案》明确了将全面推行林长
制，探索创新“林长+警长”“林长+检察
长”“林长+法院院长”等模式，健全完
善县、乡、村三级林长制体系，构建党
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
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强化森林资
源监管力量，推进乡镇林业站服务能
力建设和标准化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为提升森林资源
信息化智慧化监管水平、强化护林网

格化全覆盖管理，南安还将建立集森
林经营、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森林资源保护、林区治安防范于一
体的“天上看、网上查、地上巡”森林资
源综合数字化管理平台。

此外，为落实生态公益林占补平
衡，优化生态公益林布局，《方案》通
过建立健全生态公益林保护、天然林
保护修复制度，以及森林生态系统、
重要湿地保护与修复、濒危野生动植
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等工程，健全完善
森林生态补偿机制以及探索开展湿
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到 2025年，完
成泉州市“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
项目。

（下转3版）

本报讯（通讯员 陈柳春 记者 陈亮亮）
近日，南安市财政局对2021年度本地企业购置
列入泉州“数控一代”示范项目的智能装备（含
智能传感器、控制系统等关键部件），按采购发
票总价（不含税）的20%给予购买企业购置补贴
（市县两级各承担 30%和 70%）；按销售发票总
价（不含税）的10%给予生产企业市场推广补助
（市县两级各承担 30%和 70%）。本次有 23家
企业获得专项资金补助共计560万元。

560万元

南安补贴企业购置和销售“数控一代”产品

南安将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5年——

完成植树造林5.5万亩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52.7%

本报讯（记者 庄树鸿） 日前，2021年度
福建新闻奖作品系列评选结果揭晓，南安市融
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获奖。

其中，泉州广播电视台、南安市融媒体中心
联合摄制的《夺冠之路（新闻纪录片）》（作者：刘
凯、高栋梁、林培元、杜丹心、戴灿疆、吴晓明）荣
获电视专题类一等奖，这也是继《羽球报国》《千
里扶贫路》之后，南安市融媒体中心作品连续三
年获得新闻专题一等奖；海丝商报刊发的《单亲
妈妈没空守摊 两年多无一顾客跑单》（作者：赖
香珠、黄奕群 编辑：林梅治、唐莉洪、黄种成）获
报纸通讯类二等奖；南安广播电视台刊播的《中
国力量——李发彬》（作者：林培元、戴灿疆、黄
燕军、吴晓明、杜丹心）获广播专题类三等奖。

据悉，福建新闻奖是经省委批准常设的全
省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每年评选一次，由福建
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本届福建新闻奖作品
系列评选共收到报社、电台、电视台、期刊、新闻
网站、新媒体等新闻单位和各初评单位推荐的
有效参评作品825件。

2021年度福建新闻奖揭晓

南安市融媒体中心3件作品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