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艺彬 黄奕
群 文/图）迎着秋日和煦的阳光，漫
步在石井镇古山村，昔日村道两侧
光秃秃的裸房，早已实现亮眼蝶变
穿上了“新装”，裸房整治成效明显。

据了解，古山村共有裸房50户，
目前已完成装修33户，16户正在装
修，剩余最后1户困难户裸房也即将
开工，有望在今年11月底实现“无裸
房”目标，成为南安乡村“颜值担当”。

“老洪，考虑得怎样？”“老郑，别
担心，资金问题村里会再想办法
的 。”“ 老 林 ，装 修 师 傅 找 好 了
吗”……为争创“无裸房示范村”，今
年2月起，村两委加班加点，不停地
与群众沟通裸房整治事宜，一轮轮
入户、一次次碰壁、一番番解释、一
场场协调……村委会每晚灯火通
明，大家经常围坐一起围绕裸房整
治难题，你一言我一语，研究对策。

经过多次讨论，村两委最终初
步形成以“奖补结合”的方式，通过
网格化模式进行裸房摸排；按照

“一户一档”原则，建立裸房整治清
单，并于每周二汇总整治进度，再
及时调整对策方案。

夜幕降临，村两委便穿梭于各
裸房户家中宣传政策。“白天村民

都在外务工，我们便在夜间直接上
门交流。”古山村党总支书记洪文
艺说，去的次数多了，村民也就慢
慢理解了裸房整治的重要性，逐渐
愿意加入装修行列。

古山村内，一栋色彩明丽、设
计感满满的小洋房映入记者眼
帘。洪文艺介绍，这是刚刚完成装
修的村民洪进升家。“每平方米都
有一定的补贴，装修完成还有额外
的奖励呢。”洪进升笑着说，此次裸
房整治，村两委日日拜访，“我明白
村两委的苦心，身为退伍军人，更
是党员，我当即便下定决心起好
头，率先将自家房子整治了”。

“洪进升家是村里第一户裸房
整治户，也是最先完成的一户，起
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洪文艺告
诉记者，他们村想实现“无裸房”目
标，3个困难户的裸房是最难破解
的痛点。

“要不试试启动‘万企兴万村’政
策？”洪文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组织
村干部，走访在村中企业。“我先捐2
万元！”“我出1万元！”“我也出1万
元”……令洪文艺没想到的是，这个
法子真的可行，很快便有13家企业
愿意捐资，筹集资金10万元。

“我本就是古山村村民，家乡
越美，我们的自豪感也就越强。”爱
心企业家洪伟堂表示，此次捐赠 2
万元，是尽一点企业应尽的责任，
回馈家乡，同时也希望此次捐助能
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裸房装修
难题，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来到困难户洪泉家中，只见他
的堂兄洪国阳正忙着叮嘱装修师
傅进行施工。“堂弟家是真的困难，
2017年他父亲因病离世后，他和他
母亲只能离乡外出打工，但由于文
化水平都较低，只能做些粗活，勉
强养活这个家，要装修房子实在为
难。”洪国阳告诉记者。

如今，获得帮扶的洪泉家正如
火如荼进行着楼层加盖和外墙装
修。“真的很感谢村两委和爱心企业
家的帮助，作为堂兄，能看到堂弟家
慢慢变好，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洪
国阳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裸房整治的成效，老百姓看得
到、感受得到、收获得到。对古山村
而言，全力推进的裸房整治已结出
果实，多年的裸房不见了，改变的不
只是“面子”，还有“里子”，村容村貌
的提升，也带动着乡风文明和乡村
振兴前进的步伐。

本报讯 （记者 王丽清 李想
通讯员 傅凤娇 文/图）近日，记者
获悉，位于向阳乡坑头村的乡村文
化艺术空间已经改造完成。

这 是 向 阳 乡 首 个 文 化 艺 术
空间，投资超 17万元，由年久失修
的旧礼堂改造而成。走进向阳乡
村文化艺术空间，正面展示的是
向阳风土人情简介，两边还陈列
着 60多幅书画作品。

“这些书画作品有的来自民间
艺术家，也有的来自南安作协。”坑
头村党支部书记林红珠介绍，接下
来，他们还准备吸纳一些来自向阳
本土的作品。

记者了解到，乡村文化艺术空
间还将设置“向阳记忆——旧物
展”，将展出草鞋耙、挂围、铜壶、簸
箕、棒槌、斗笠等老物件。林红珠
说，展示这些农耕农具，是为了唤醒
大家的乡村记忆，留住浓浓乡愁。

“既然村民走不出去，我们就把
文化引进来。今后，我们将充分利
用这个文化艺术空间，在村里营造
更加浓厚的文化氛围，并通过开展各
类活动，让村民体验感受浓郁的乡
土文化。”林红珠表示，希望通过这
个艺术空间，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

在乡村文化艺术空间不远处，
坑头村还沿着溪岸的步行道建设了
红色文化长廊。“该长廊建设资金超
12万元，来回长达 1公里。长廊内
容以时间为线索，涵盖百年党史发
展中的重大关键节点，讲述中国共
产党走过的峥嵘岁月。”林红珠说，
这座红色文化长廊可以让村民在休
闲娱乐的同时，了解、学习党的光辉
历史。

向阳乡首个文化艺术空间改造完成

位于坑头村的乡村文化艺术空间。

爱心企业家捐资帮扶困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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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官桥智能化食品加工配送
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
（征求意见稿）现已编制完成，公开下列
信息：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参与
意见表链接：链接：https://www.fjhb.org/
huanping/erci/16095.html，查阅纸质材料
可电话咨询；（2）征求意见范围：评价区
域内公众；（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与途
径：地址：泉州市南安市官桥镇岭兜村，
联系人：陈总：13506962138；（4）时间：
2022年9月29日至2022年9月30日。
南安市能源工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南安市官桥智能化食品加工配送
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

（第二次公示）

南安金龙酒行，不慎遗失南安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5月2日核发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3505830022605，现声明作废。

南安市金龙酒行
2022年10月27日

遗失声明

福建世邦泰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安分公

司（住所：南安市溪美街道环西路口蓝湾上城七

号楼一楼，法定代表人：郑秀英）：

本局受理杨文法的工伤认定申请一案，依法向

你公司邮寄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投递结果反馈

你公司拒收。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南人社工认

[2022] 8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本局认定：杨文法

确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

到暴力等意外伤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三）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

伤。你公司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局

领取工伤认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认定，

可自送达后60日内向南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在收到本认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本认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10月27日

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本报讯（记者 黄睿超 通讯员 吴自然）
近日，南安市诗山镇联合调解分中心成功调解
一起某公司与员工因工伤待遇纠纷引起的伤残
纠纷案。

据了解，2021年 9月 25日，诗山镇社二村
叶某顺在南安市某木业有限公司操作机械时，
右手不慎被输送带绞伤，后被鉴定为九级伤
残。木业公司只预付了 10余万元医药费，叶
某顺希望联调分中心能够对后续伤残赔偿进
行调解。

根据九级伤残的赔偿标准，调解员参照
案发的时间节点，结合产生医药费、护理费、
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等提出初步的赔偿方
案，约 30 万元。木业公司则认为，叶某顺进
公司还不到一个星期，劳动合同还没签订就
出事了，且公司受疫情影响经营惨淡，加上公
司没有为员工购买人身安全保险，要赔偿 30
万元难度极大。

对此，调解员不厌其烦地向木业公司个别
股东解释，公司对新进员工未经培训就上岗操
作机械，这是引发安全责任事故的主因。虽然
叶某顺刚到公司，劳动合同还没签订，但是劳动
关系已经成立，对员工的人身安全有保障的义
务，须对此次伤害负赔偿责任。通过调解员用
大量的案例事实解惑答疑，公司股东终于达成
一致赔偿意见。

在调解员依法依规、讲情讲理的反复劝说
下，双方当事人最终互谅互让。最后，木业公司
同意在已支付叶某顺住院期间的医药费、伙食
费的基础上，再一次性赔偿叶某顺九级伤残赔
偿金和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及后续治疗费共
计 16.65万元。叶某顺也自愿放弃了对公司的
一切诉讼主张。双方签下协议，握手言和，一场
纠纷就此平息。

本报讯（记者 陈江涛 通讯员 李瑞勇）
10月 26日是环卫工人节，当天，南安市城管局
联合南安市总工会、南安盈峰中联，走访慰问
40名环卫工人。

本次活动慰问对象涉及溪美、柳城、霞美、
金淘、水头等 15个乡镇（街道），他们都是环卫
工作一线的“城市美容师”。

慰问现场，慰问组为环卫工人送上慰问金
和米、油、面等慰问品。

“环卫工人用实干诠释劳动之美，用辛
苦创造优美环境，而环卫成果也需要大家的
用心珍惜和共同维护。”慰问组呼吁市民朋
友广泛开展环卫整治宣传工作，努力营造

“了解环卫行业、支持环卫工作、尊重环卫工
人、珍惜环卫成果、营造美丽家园”的良好社
会氛围。

南安慰问40名环卫工人

工伤赔付起纷争 高效调解促和谐

本报讯 （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叶伟） 日前，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公布
了2022年福建省农产品加工观光园名
单，位于南安市官桥镇金桥工业区的
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上榜，
成为南安市首个福建省农产品加工观
光园。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金穗米业
农产品加工观光园。步入园内，大米
的香气让人瞬间心旷神怡；传统农耕
文化宣传墙，直观生动地展现了传统
农耕的场面；稻谷生产加工车间、现代
化的全自动精品大米真空包装车间，
不但让人了解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也
可以感受到社会科技进步让大米生产

实现新飞跃。
“这种椭圆形的叫梗米，适合煮

粥，这种细长的叫籼米，适合煮米饭，
还有这种乳白色的米就是糯米了，多
用来制作糕点、粽子……”来到粮食安
全宣传教育基地展厅，金穗米业副总
经理周振荣围绕稻谷历史、种植、种
类、稻谷生产加工工艺、副产品综合利
用、大米的应用范围、米食文化、爱粮
节粮等进行生动幽默地讲解，并通过
历届国家领导人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体
现粮食安全对全社会的重要程度。

在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讲解
员还带领参观者品尝公司的精品大
米，讲解如何辨别大米的好坏，通过色

香味等多方面去品尝一碗好米饭。“后
期我们还将延伸到大米制品（米糕等
米制食品）的DIY现场尝试制作和品
尝，增加参观者对粮食产品的深度感
知和趣味互动。”周振荣说。

此外，金穗米业还制作了粮食安
全宣传教育公益动画宣传片，以卡通
的形式拍摄《大米的一生》，描述从一
粒稻谷种子到加工成大米“春耕、夏
种、秋收”的整个过程。

据了解，金穗米业农产品加工观
光园于 2019年建成并免费开放，占地
200平方米，于 2021年 10月获评全国
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

金穗米业目前有专业讲解员5名，

都有着10年以上的粮食生产加工或粮
食加工企业管理经验，对粮食行业有
全面的专业知识，一年接待中小学生
1000余人。“一些社会团体也会过来学
习，一个月平均有两三拨人前来参
观。”周振荣介绍。

“今年我们拟新建一个600平方米
的粮食文化科技馆，目前已经完成设
计方案，进入基础施工阶段。”周振荣
表示，建成后，他们将进行粮食科普教
育，全面讲解粮食与文学、宗教、艺术、
史志、民俗等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
关系，并结合AI互动，让参观者体验插
秧、收割、打谷等农耕活动，逐步形成
中小学生的粮食文化教育研学基地。

本报讯 （记者 庄树鸿 黄奕群
通讯员 黄绵绵 黄成贵 文/图） 昨
日，记者从美林街道办事处获悉，江北
实验学校小学部主体结构已全部封
顶，计划明年 9月正式开学迎新，届时
美林街道教育配套将进一步完善。

当天，记者走进江北实验学校
项目建设现场，只见塔吊林立，各类
施工车辆和机器设备有序运作，3 栋
五层建筑拔地而起，100 多名工人在
各自岗位上争分夺秒，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处处呈现出一派火热的建
设场景。

“项目于2021年1月正式开工，目
前小学部2栋教学楼、1栋综合楼主体
结构已全部封顶，正在进行外立面装
修施工，预计今年12月可以完成外装，
明年 9月招生开学。”南安金座置业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小伟告诉记者，该

校建成后将移交给政府作为公办学
校，届时将解决美林洋美社区、玉叶村

等周边市民子女就近入学问题，助力
南安教育事业发展。

据了解，为加快推动南安市区北
拓，提升观音山片区品质，满足片区
内适龄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入学需求，南安金座置业有限公司
出资 5000 万元，捐建南安市江北实
验学校小学部。学校位于美林街道
泛家居小镇地块，占地约 3.4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 1.9 万平方米，设置
42个教学班。

“综合楼将配置美术教室、医务
室、书法教室、自然教室、劳动技术教
室、音乐教室、计算机教室、特色教室
等。”王小伟介绍。

根据规划，未来，南安市江北实验
学校将建设成为九年一贯制学校，中
学部计划设置24个班。“根据南安市江
北实验学校捐建协议书，小学部将与
南安市柳城小学联盟办学。”王小伟告
诉记者。

施工现场。

江北实验学校小学部主体结构封顶
设置42个班 预计明年9月招生

南安有了首家福建省农产品加工观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