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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文明薪火 共赴文明之约
——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近20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并驾齐驱

◎ 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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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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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乡风文明淳朴，这里城乡居民安居乐
业，这里企业欣欣向荣，这里充满生机……这
里就是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

2005年角美镇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近20年过去了，随着镇域经济的飞速发展，这
里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城乡居
民的文明程度又怎么样了呢？带着这些问题，
笔者日前来到角美镇寻找答案。

“我是厦门海沧人，角美镇的营商环境非
常好，不仅领导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城乡
居民十分文明。我们到这里投资办企业很有信

心。”沙洲岛沙洲星空露营地老板王先生如是
说。而这不仅仅是一个老板对角美镇的评价，
更是角美镇自身真实的反映。

角美镇位于漳州市东部，九龙江出海口
北岸，东接厦门市海沧区，西邻龙海市和漳州
市龙文区，南隔九龙江北港，是漳州、厦门城
市联盟的连接点，是漳州市中心城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厦门环岛“半小时经济圈”和
海湾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优势
得天独厚。

角美镇下辖31个村、18个社区和3个农
场，常住人口约30万人，面积163.7平方千米，
有5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跻身“全
国百强镇”前四十强；先后被授予“全国重点
镇”“全国千强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中国乡镇之星”等20多个国家级荣誉称号，
被列为福建省第三批小城镇机构改革试点镇，
连续6次获得“全国文明村镇”称号；2023年，
入选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前40强；2024年，入
选中国综合竞争力百强镇第27名。

乡村建设活力尽显。近年来，角美镇以
“七比一看竞赛活动”“漳州市乡村振兴十镇
百村试点示范三年行动”为抓手，聚焦目标
任务，强化创新思维，科学谋划乡村振兴项
目，高效推动24个乡村振兴项目落地实施。
积极探索“农业+文化旅游”发展模式，打造
特色典型，以示范村鸿渐村、杨厝村为建设
重点，大力发展农耕体验游等新业态，逐步
形成“以文促旅、以农兴旅”的良好格局；沙
洲村、龙江村、鸿渐村、锦宅村、杨厝村入选
2024年漳州市“十镇百村”重点村，共筹划了
8个十镇百村重点村建设项目，年计划投入
资金1976万元，目前项目已完工7个，在建1
个；谋划省级为民办实事项目1个，计划投资
150万元，目前正在建设中。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9000多元。

经济建设稳中有进。2023年，角美镇实现
生产总值532.11亿元，同比增长8％；一般公共
预算总收入34.7亿元，增长45.5%，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24.36亿元，增长28.4%；规模工
业总产值659.84亿元，增长10.6%；建筑业总
产值 62.46 亿元，增长 14.8%；固定资产投资
123.7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72亿元，
增长8.9%。

环境整治成绩斐然。角美镇始终坚持源头
整治农业面源污染，出台了《角美镇畜禽养殖
污染巡查整治工作方案》，建立区、镇、村三级
督导体系，今年以来共清栏、减栏鸭子9.6万多
羽，生猪近1500头，巡查督促处理养殖反弹行
为93起，协助处理投诉51起，有效防止尾水外
排。为防止菇类废水污染，印发了《角美镇禁止
自制草菇、蘑菇等菇类培养料建堆发酵行为的
通告》，并强化巡查。为规范私自建堆发酵菇类
培养行为，采取增加村级培养料供应点和自制
发酵培养料点的创新方式，设置3个供料点，为
583户菇农供应培养料10万余吨，充分满足菇
农种植需求。水产养殖方面，与养殖户签订了
《水产养殖污染治理目标责任书》，建立“一池
一档”，成立由12名巡查人员组成的巡查队
伍，将325户池塘养殖户纳入日常巡查范围，
邀请专家科学指导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工作方
法和路径，与区生态环境局、农林水局联合出
台《漳州台商投资区关于水产养殖底泥、尾水
排放治理的通知》，并建立报备制度，有效规范
外排行为。 （下转B2-B3版）

物质
文明

多措并举
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梁健 雷蕾）今年以来，江西省宜春市全方
位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不断加快一体化数字基座建设
进程，实现数据共享和政务服务效能大幅提升。

突出目标导向。该市高位统筹谋划，组建数字政府
建设工作专班，制定数字政府规划建设方案，出台数字
化项目建设、政务云平台和政务数据管理办法。健全工
作机制，紧扣年度改革目标要求，逐项分解工作任务，
实现清单化部署、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落实。

突出问题导向。该市加快迁网上云，实现政务云的
统一接入、全局监管、统筹调度，做到“应上尽上”；加强

全市政务数据资源统筹汇聚管理，推动政务数据“应归
尽归”、共享互认，逐步打通数据壁垒，目前汇聚政务数
据总量超过17亿条，数据交换总量达21亿条，数据调
用次数达4600万次。

突出应用导向。该市创新挖掘应用场景，推动涉企不动
产登记和个人二手房转移登记及水电气联动过户“一件事
一次办”。持续提升数字政务服务能力，全市130个业务系
统接入“赣政通”，“赣企通”政策精准推送企业覆盖率超
99%。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一表同享”扩面增效，深化
12345政务服务热线改革，全市12345热线满意率超98%。

江西宜春市全方位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
“宣讲+”提升理论工作渗透力

本报讯（王思晴 王晓洁）接地气的基层理
论宣讲、沉浸式的小戏小剧宣讲、互动式的移
风易俗宣讲……近年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开展精彩纷呈的“宣讲+”活动，把理论融进群
众的生活工作中，融进群众身边闪闪发光的典
型故事里，有力提升宣讲活动成效。

“媳妇，这个扶贫可不是给点钱给点物就
可以了，咱们得想办法让老百姓心里有盼头，
先把村里的农家乐和酒坊做起来，让大伙儿共
同富裕……”在兰山区小戏小剧巡演暨百姓宣
讲活动现场，回荡着文艺骨干激情的宣讲声和
群众热烈的掌声。兰山区“语润琅琊”宣讲团和
小戏小剧创演工作室，通过基层群众关心的

“身边事”，以“说地方话、演身边人、讲身边事”
这种接地气、通民情的形式，编排了小戏小剧
《共同富裕》《连心桥》和山东琴书《邻里春秋乡
村文明篇》等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宣讲节
目，让理论宣讲不再“生硬”、让党的“好声音”
在兰山大地落地生根。

广西南宁市
首家嵌入式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投入运营

本报讯（李静）11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首家嵌入式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银杉
社区嵌入式综合服务中心在位于青秀区的江宇
都会明珠小区投入运营，为居民提供社区托育、
助餐、保健、家政便民、日用品购买等多种服务。

2023年，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及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文件，提出选择部分城
市开展试点，建设一批集养老托育、社区助餐、
家政便民、健康服务、体育健身、文化休闲、儿
童游憩等服务于一体的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
设施，让更多优质服务进入社区。南宁市结合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工作，由南宁五
象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杉社区选
点建设南宁市首家嵌入式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笔者在综合服务中心看到，锦象生活·德心
医养健康驿站设置了中西医门诊、中医康养等分
区，可以为社区老人提供功能康复、生活照料、上
门护理等服务；锦象小爱托育园设施完善，设有
29个托位，面向3岁以下的婴幼儿开设全日托、
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服务；锦象百味·家庭
厨房助餐中心面积为260余平方米，可容纳近百
人同时用餐，重点满足社区老年人日常用餐需
求，兼顾周边上班族和社会人士快捷、健康的餐
饮需求。此外，该综合服务中心还包括了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和小型便利超市等。

云南红河州
加快推动养老服务发展

本报讯（饶勇李梓毓）近年来，云南红河哈
尼族彝族自治州积极应对需求多样化和家庭
养老能力不足的现状，加快推动养老服务社会
化、市场化、多样化发展。全州先后出台10余
个规划政策文件，推出包含27项内容的基本
养老服务清单，在强化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性
保障的同时，推动基础性、普惠性养老服务覆
盖全体老年人。

目前，全州已建成城市公办养老机构27
所、敬老院78所、街道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2
所、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站）561个，设置
养老床位2.16万张，在省内率先实现县级失能
照护机构县市全覆盖、老年幸福食堂县城所在
地全覆盖、街道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
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57.14%，有意愿入住养
老机构的特困供养人员100%入住，初步构建
了“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

2023年，省民政厅与多个省（区、市）的民
政厅签订合作协议，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纳
入旅居养老合作框架支持范围。红河州朋阳老
年公寓、开远凤凰谷生命养护中心等机构积极
参与，全力推动跨区域资源共享和订单互换。

截至今年前三季度，全州共有公建民营养
老机构17所，引进民间资本投资兴办民办养
老机构27所，设置床位5343张，社会力量已
成为提供养老服务的主力军。全州积极鼓励扶
持养老企业开展居家上门服务，去年完成
2613张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为5072名对象提
供20.94万次上门服务。

近年来，安徽省安
庆市岳西县加大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持
续开展桥梁养护维修
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保障桥梁运行安
全，共同缔造“畅、安、
舒、美”的路域环境。图
为近日，工人们在对南
园大桥进行桥梁维修
加固施工作业。

吴均奇摄

近几年，江苏省邳州市大力实施“幸福夕
阳”工程，紧紧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
所为”整体需求，为老年群体安享晚年走出一
条特色养老之路，打造邳州人“家门口”的幸福

“养老圈”。

中央厨房：满足味蕾抚人心

东湖街道是邳州城区主要街道之一，辖区
老龄人口较多，为了让老人老有所依，东湖街
道坝头社区在养老工作中不断推陈出新，在日
间照料中心增设中央厨房，下辖多个老年助餐
点，经营范围辐射社区周边多个小区。对于80
岁以上的老人，社区提供1元早餐、2元午餐、2
元晚餐的特殊服务，让老年人既吃得好又吃得
实惠。

近日，笔者走进坝头社区中央厨房，看到
就餐大厅干净整洁，桌椅餐具设施齐全，顿时
有了家的温馨感觉。

临近饭点，社区食堂传来诱人的饭菜香，
不少老人也陆续来到食堂，边拉家常边等待就

餐。作为食堂的“常客”，80岁的社区居民李金
春自从食堂营业后，一日三餐都会到这里解
决。“年龄大了，就爱吃些清淡的饭菜，食堂做
得很好，很符合我的口味，样式还多，干净卫
生，我们周围的老年人都喜欢来。”李金春说。

据了解，考虑到老年人就餐人数较多，食堂
在菜品制作方面以少油、少盐、少糖为用量标准，
米饭也蒸煮得软糯可口，很合老年人的胃口。

近年来，坝头社区以老年人实际诉求为工
作出发点、落脚点，致力于打造配套齐备、服务
完善、生活便利的社区养老场所，丰富老年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社区老人拥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体系建设：探索在“家门口”养老

养老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更是一个社会化
的系统工程，除了投入较大的基础硬件设施，
还需要完善一个人性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老有所养”只是基础，“老有颐养”才是更
高目标。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邳州市积极

引导村（社区）以需求为导向，建设具备用餐、
日间照料、文娱休闲等功能的互助养老睦邻
点、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家门口的养老
院”，让老人享受幸福晚年生活。

在八路镇养老服务中心，有的老人在室内
悠闲地看电视；有的老人围坐在树荫下，摘捡
花生、毛豆等园内自产的新鲜农产品。说起现
在的生活，老人周本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我在这里住得很舒服，房里有电视和空
调。门口有小菜园，院里有池塘、花园。工作人
员和自家亲人一样，我住在这里都十多年了。”

八路镇养老服务中心于去年投入120多
万元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目前已入住老人60
多名，其中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90多岁。八路
镇养老服务中心院长杜吉彩表示：“中心有床
位106张，老人入住后，我们会根据他的身体
状况，提供不同的服务，让每位老人感受到和
在家里一样的温暖。”

邳州市还通过高龄尊老金发放、政府购买
居家上门服务、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等
举措，让老年人不仅衣食无忧，还享受到快乐
的日常生活。

民政部门：持续培养养老护理员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专业护理和优
质服务，市民政局积极组织养老机构开展护理
员上岗培训和定期轮训，全面提升老年照护从
业人员从业能力及专业技能。

今年以来，市民政局已经培训护理人员300
余名，进一步壮大了老年专业护理人员队伍。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李玉军介绍：
“邳州养老就业需求量很大，护理员队伍较为
短缺。我们通过开展护理员培训，让养老机构
能够进一步补充护理员队伍，也能让一部分失
业群体再就业，实现双赢。”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邳州市统筹
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养老服务供
给能力，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和养老服务短板
弱项，运用改革思维、创新办法，整合资源加大
投入，着力提高养老服务要素保障水平，努力
让老年人健康更有保障、生活更有品质，进一
步推动养老服务向更深层次、更高品质发展。

江苏邳州市：打造“家门口”的幸福“养老圈”
◎ 于洪涛王蕾婷张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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