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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出版更多资讯详见

新闽清抖音号

本报讯 9 月 7 日，在第
三十八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
际，县委书记孙利带队深入校
园，走访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代表县委、县政府送上节
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孙利先后来到天儒初级
中学、城关幼儿园、闽清高级
中学，看望慰问蒋仁旦、黄晓
莉、吴雄心等教师、教育工作
者，与老师们亲切交谈，询问
他们工作生活情况，感谢他们
多年来坚守教育一线、默默耕
耘，为闽清教育事业发展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

孙利说，教师是光荣神圣
的职业，希望教师们牢记职责
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影响带动广大教
师专注教育教学，不断提升教
育质量，促进学生德治体美劳
全面发展，当好学生成长的引
路人。

走访慰问中，孙利强调，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承
载着闽清发展的希望，肩负着
全县人民的期盼。全县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
的重要论述，始终把教育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紧紧围
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深
入推进教育强县建设，促进闽
清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
创新工作思路，在办学理念、
教师配备和学校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持续提
升办学成果。要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严格管理、强化举措，
积极探索创新先进的管理经
验，广泛开展学习交流，有效
激发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教
学质量和水平。要关心关爱
教师，落实好惠师强师政策，
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
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
有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师重
教的良好氛围。

县领导林燕青、黄斌参加
走访慰问。

又讯 9 月 9 日，在第三
十八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副县
长陈秀宜来到闽清县第一中
学、闽清职业中专学校，看望
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并代表县

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
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美好
祝福和诚挚问候。

在闽清一中，陈秀宜看望
了学校优秀教师代表，她说，
闽清一中是我省一级达标学
校，希望学校不断强化优势特
色、提高办学质量，为闽清县
教育事业多作贡献。

在闽清职专，陈秀宜看望
了曾思通副教授与黄文姿特
级教师，感谢他们在闽清教育
事业发展中的贡献。同时，希
望他们能为闽清县培育出更
多一流人才，把学校办的更有
特色，办出更高水平，向着一
流应用型技术院校目标倍道
而进。陈秀宜强调，教师是立

教之本、兴教之源。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立德
树人使命，创新教育教学方
法，勇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使命。
（记者 杨帆 实习记者 廖瑾）

县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秋日的梅城，橄榄湖畔，
许多当地人感受着凉爽的晚
风带来的恬静时光；金沙溪
旁，不少老百姓踩着人工过
河石、卷起裤脚在河中踏玩
……

近年来，闽清县探索河
长制工作和智慧化管理深度
融合，将治水和护河有机结
合，为水美闽清保驾护航，让
143 条河流造福于民。滔滔
闽江，悠悠梅溪，832.86公里
的涓涓流水见证着“钟灵毓
秀，福地闽清”的蜕变。

梅溪重现鱼虾成群
在芝溪流域池园段，两

岸6公里的河岸线宽阔整洁、
河道宽敞，目之所及看不见
半点垃圾和漂流物。芝溪对
面有几只白鹭，雪白的羽毛、
乌黑的长腿，忽而飞掠过河
面，忽而濯水休憩……郁郁
葱葱的百年古榕树下，几位
村民坐在石凳上，或静听溪
水潺潺而过，或低头耳语交
谈着，时间仿佛静止了，一幅
世外桃源的景象……

而当地人的幸福生活，
是与梅溪流域治理后重新焕
发生机紧密相连的。近年
来，闽清县以梅溪流域综合
治理为目标，投资 8亿多元，
建设防洪护岸堤约 42 公里，
修建和恢复河床约21万平方
米，建起长达 30 公里的生态
水系保护系统，更精心打造

梅溪两岸30多公里的长廊生
态景观带，极大提升了群众
的生活幸福指数。

“以前，河道护坡（岸）一
般用水泥直接浇筑成连片斜
坡，岸上的雨污水顺坡流入
河里，影响了水质。”闽清县
河长办主任、水利局局长王
峰说，现在采用复合式生态
护坡（岸）技术，即河床下部
为砼挡墙结构，河床上部为
现浇筑生态砼基座并覆土建
成花圃，便于栽花植草。这
样，岸上的雨污水流入花圃，
既能浇灌花草，又能净化水
质，一举两得，防止了水土流
失，又美化了河岸。

王峰介绍，池园镇芝溪
河段按照这种河岸浇筑的新
技 术 要 求 ，修 复 了 河 岸 线
5920 米，建设生态景观流水
坝 2 座、亲水台 600 米，疏浚
河道 3853 米。现在，清澈的
河道里有自然弯曲的河流，
有流水潺潺的生态景观流水
坝，还有丰富的水生动植物，
真正实现了人文景观与自然
景观的有机结合。

闽清县后来在梅溪流域
文定溪、金沙溪等干流又兴
建了 24 条河段堤防，基本都
采用这种断面复合式生态护
坡（岸）技术，节约了资金 5%
左右，梅溪河水由黑转清，在
黑臭脏多年之后又重现了鱼
虾成群的清澈画面。

河长制进入2.0时代
“传统的巡河、护河工作

量繁重，对于管理闽清境内
众多河流稍显力不从心。”闽
清县河长办副主任宋秀生
说，早在2017年，闽清县就开
始探索如何运用“数字化”，
让有限的人员发挥无限的价
值。当年 5 月 8 日，“河长制
管理信息系统”在全体河长
制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上线运
行，为河长治水提供智慧“大
脑”,将河长制工作带入了

“2.0时代”。2017年，该系统
被中国智慧水利科技创新发
展联盟评为“优秀二等奖”，
为全省唯一获奖项目。

“跟以往不同，河道专管
员只需带上手机打开 App，
将巡河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
时上传，系统就能掌握精准
位置‘对症下药’，节约了时
间、人力成本。”宋秀生说，在
闽清，像这样的河道专管员
有 68名。他们每天 8小时巡
查，主要负责辖区内河道是
否有垃圾废物、养殖污染、工
业废水、生活污水等8个类别
违规问题。若发现问题，随
时 用 手 机 拍 照 取 证 上 传 。
APP系统可自动识别违规位
置，便于河段长和河道保洁
员开展落地处理，并在系统
上公布结果。“每个步骤都实
时体现在平台上。平台还能
通过视频监控河道动态，如
果相关污染问题处理不好，

可启动问责追责程序。”闽清
县河长办主任王峰说。

这个APP让河道专管员
“如虎添翼”，河道专管员每
天的巡查路线一目了然，处
理河道险情、污染、违建等问
题的“最后一公里”因此被打
通，全域治水进入“快车道”。

除了此功能，该平台在
2019年接入综合安防管理平
台，也就是俗称的“顺风耳、
千里眼”功能，在每条河流的
重 要 位 置 ，安 装 上 监 控 设
备。“鹰眼具备360度旋转，24
小时不停监测功能。”宋秀生
说，闽清县投入了近500万元
建设和完善此平台，为河长
工作决策提供了实时有效数
据。

据了解，“鹰眼巡逻”已
完成全县 185 路河道高清视
频监控，实现河道视频监控
全覆盖，突破县级部门工作
人员不足、徒步巡查河道低
效的瓶颈。

江滨公园呈现好生态
江滨生态公园里游人如

织，走在这个全线长 6.5 公
里、面积 13.6 万平方米的新
型休闲滨水生态公园，可谓
是一步一景，游客不但能看
到正在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的326米陶瓷艺术壁画，还能
一览闽江风光、赏梅花雕塑
音乐喷泉、逛植物专类科普
园，或在这里翻阅图书、免费

上网、踢一场五人制足球赛
……

公园位于闽清县老城区
东侧梅溪镇，起点的左边是
秀丽的闽江，走在公园，游客
能看到翩翩起舞的白鹭、漫
行江面的渔船，彼此映衬在
绿水青山间，仿佛一幅清丽
的水墨画。今年77岁的坂东
人陈依伯，昨日一大早赶来
县城逛公园，他说，江滨生态
公园建得好，这里的景色让
人目不暇接。

生态公园主线5公里、支
线 1.5 公里，途经 23 个景点，
全程步行需要 2 个多小时。
公园以建设“人、城市、生态、
文化多元共生”为理念，构建
12种植物科普园，采用“雨水
花园”“海绵城市”的生态新
理念、新技术，实现区域雨水
径流的生态净化，同时设置
了多个运动场地，引入健身
运动设施，还有闽清特色文
化长廊。在果树专类园，还
种植了许多被称为“闽清三
宝”之一的橄榄；风铃园遍植
呈现四季变更之美的风铃
木；风铃木园旁边是花海园，
内有儿童游乐区和十二生肖
石雕。

这真是一座兼具生态休
闲、娱乐健身、文化传播等功
能的城市生态公园。周边居
民张小哥说：“这个公园智能
化设施特别多，不仅安装了
智能导览屏和智慧路灯，手
机还能免费上网，真是太方
便啦！”好奇之下搜索发现，
全长 6.5 公里的公园内都有

“闽清江滨生态公园”字样的
WiFi，而且上网速度还很快
呢！

有数据显示，近三年以
来，闽江流域碧水保卫战取
得良好成效。闽清地表水国
考、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均
为 100%；小流域考核断面
Ⅰ～Ⅲ类水质比例达 100%；
乡镇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

如今，走在闽清的大河
小溪旁，杂乱无章、乱排乱放
的场面已一去不复返，取而
代之的是呼吸着新鲜空气，
心旷神怡地感受着湖光水
色，居民们在嬉笑打闹中，不
禁发出感慨：“绿水青山造福
了四方百姓。”

（人民网）

秋日橄榄绿 湖光水色美
曲水芦苇荡，白鹭栖漫天，万顷江田绿，

人鸟乐悠游……在闽清东桥镇，一个由三个
移民村共享的库区湿地公园正成为当地的
新地标。

这个公园是闽清县库区移民后扶示范
区项目，处于当地 3个库区移民村的交界地
块。1994年，因建设闽清安仁溪水库需要，
1000多名村民迁离故园，分散安置于东桥几
个村里。近年来，在省、市、县各级移民发展
中心的关怀和库区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的支
持下，移民们开启新生活。这座刚落成的公
园也为当地带来了振兴发展的新机遇。

“生态+”
杂乱湿地变生态福地

清风徐来，青草坡柔软起伏，小河潺潺
流动，耕牛漫步田间，几只白鹭低飞……走
进库区湿地公园，仿佛走进了一幅山水田园
画。

“能画出这幅‘画’，多亏了库区移民后
扶示范区项目的建设。”东桥镇副镇长许彬
介绍，项目建成得益于省、市、县各级移民中
心的指导，以及2000万元移民资金扶持。

改造前，这片湿地本就是东桥的一块生
态宝地：西侧低山绵延，有茂密的山林；中部
安仁溪贯穿而过，河谷两侧植被颇盛，野趣
十足。

“虽然底子好，但这片湿地并不‘宜人
’。”许彬介绍，尽管当地生态资源丰富，但形
态杂乱，不成体系。近些年又因村民开展农
事，临水建起鸭舍、鸭场等，更显脏乱。

改变始于项目建设。在当地党委规划
部署下，村级党支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响
应，短短一个月就拆除临搭及有碍观瞻构筑
物约 10000平方米，散落各处的鸭舍、鸭场、
牛栏、菇厂都消失了。

不仅如此，镇里还请来华东设计院专家
为湿地绘就“生态蓝图”，划分出渔区休闲生
态区、湿地休闲科普区、休闲农业观光区三
大功能区。在设计中，最大程度保持现状风
貌，梳理连通零散水体，增补植被；施工环节
则强调最小干预，所有施工材质均采用环保
建材，尽可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从前期规划，到项目各关键节点推进，
省市县库区移民中心全程跟进指导，做好

“水文章”。“通过库区湿地公园的建设盘活
生态资源，提升村居环境，助力水利高质量
发展，造福百姓。”福州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旅游+”
生态福地变旅游胜地

项目建设带来的不只是颜值的提升，还
有人气的兴旺。

每到周五、周六傍晚，库区湿地公园格
外热闹，其中有不少村外来客。

打开社交平台，该公园已成为新晋网红
打卡点，良好的口碑与靓照，吸引不少游客
携家带口驱车而来。

123县道旁百亩草地成为远近闻名的露

营圣地；景观桥下的网红沙滩成了孩童玩耍
嬉闹的乐园；新添的栈道和骑行绿道，让游
客以多种方式 360度欣赏湿地风景。此外，
公园内还新添了夜景灯、集成公厕等基础配
套。

景区建好了，如何招揽游客？对于身处
东桥的库区湿地公园而言，这不是难事。

许彬介绍，东桥镇是闽清县“南商北旅”
战略中打造的旅游重镇，目前已建成多个颇
具规模的景区，每年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以
上。

湿地项目周边不乏人气景区——出了
公园向北走，不过几步路就到永杰鱼天下景
区，景区内观赏性的金鱼成了游客们的“伴
手礼”；出公园向东往高速口开，不到十分钟
车程便是瓷天下海丝谷景区和闽清九野小
镇，亲子游、运动游等丰富了游客的体验。

“公园的建成进一步丰富了镇上的旅游
资源，壮大了旅游产业集群效应。”许彬告诉
记者，区别于现有的封闭式收费景区，库区
湿地公园作为辐射性的综合休闲服务设施，
也持续带动周边村镇的发展。

“生活+”
旅游胜地变宜居宜业宝地

上周五，湿地公园又迎来了一批外地游
客，他们停在公园小卖部门前，向店主谢能
锦打听哪里适合支帐篷。谢能锦熟门熟路
地一指，对方连声道谢。

“一到周末人就特别火爆，不少游客、村
民会光顾我的小店，每天可以增收五六百
块。”谢能锦的小卖部就在库区湿地公园正
对面，伴着公园开放正式开张。

此前，谢能锦在福州跑客运，今年看着
家门口建起了新公园，便盘算着打理自家闲
置店铺开个小卖部。“也算在家门口吃上了
旅游饭！”谢能锦说。

同样从人气中发现商机的还有在镇上
开五金店的王斯钟。看到很多人来湿地时
携带帐篷多有不便，王斯钟便做起露营生
意，提供帐篷，以及烧烤设备租借、食材售卖
等“一条龙”服务。“接下来，客流量增加后，
我们还打算组建专业队伍来提供服务。”

湿地公园增加的不只是致富机遇，还有
生活幸福指数。

“以前村里没什么休闲设施，一到饭后，
大家都跑去隔壁村的公园散步。”朱山村村
支书朱鸿秀说，如今有了新公园，引来了隔
壁村村民。不仅如此，新公园落成后，也带
动村民们搞起了房前屋后的卫生。“新公园
这么漂亮，大家都很爱惜这个环境。”

随着人气渐旺，溪芝村藏在深山的“龙
井”景点有了热度，村民们开启老宅立面装
修工程，准备经营民宿；在湖洋，村民开始谋
划“农家乐”“渔家乐”主题餐厅……依托湿
地公园项目带来的人气，各库区移民村推动
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了。

（福州日报记者 谢星星 林瑞琪 实习生
燕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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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9日，我县举行庆祝第 38
个教师节大会，为新入职的教师带来“入职
思政第一课”，动员上下始终保持重教兴教、
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推动闽清教育再上新
台阶。县委副书记林燕青出席会议并讲话。

伴随着朗朗的诵读声，大会在少先队员
的教师献词中拉开帷幕。大会还举行了新
教师入职宣誓仪式，112名新入职教师代表
庄严宣誓。新教师代表林媛媛与教师代表
黄文姿先后发言，表达自身对教师这份职业
的热爱，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岗位
上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会上，林燕青代表县委、县政府，向辛勤
耕耘在我县教育战线上的全体教师、广大教
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
崇高的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

展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
心的感谢。林燕青表示，过去的一年，闽清
全县上下众志成城抓教育，大力实施“教育
强县”目标，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办学条件
改善、教学资源提升等方面取得新成绩。她
要求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务必要不
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使命，咬定教育强县目标，不断提升教书育
人本领，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我县
教育事业发展，在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伟
大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绽放绚丽光彩，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昂
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立德树人的扎实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记者 陈琪）

我县举行庆祝第三十八个教师节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