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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日前，市、县
农业农村局在沙建镇岱山村举办水稻精量穴直
播现场培训演示会。活动吸引上坪片区近百位
农民朋友、种粮大户前来观摩学习。

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向大家详细讲解水稻
精量穴直播的基本情况、
技术特点以及优势，并介
绍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随后，组织与会人员到田
间现场观摩水稻精量穴
直播机播种演示，并进行
自走式水稻精量穴直播
机和手拖式精量穴直播
机现场演示作业。通过
观摩，与会人员纷纷认
为，该项技术适合华安山
区梯田的特点，值得在全
县范围广泛推广应用。

据了解，这种新款
水稻精量穴直播机一天
可播种 40亩的稻田，与
传统移栽水稻相比，不

仅省工省力，而且产量高、成穗率高、生育期缩
短，有利于发展规模化生产。此次演示会的举
办，旨在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民朋友，保障粮食稳
步增产增收。

（蔡明进）

一天播种40亩田 引农民朋友围观

又是橙黄橘绿时，恰逢金秋丰收季。九龙江畔的福建
华安经济开发区，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松懈，企业订单接踵而
来，车间生产流水作业，园区上下正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
务。

办一件实事，暖一片人心。借健康管理“家家访”之机，
华安县广大党员干部纷纷带头守护家园，通过实施一站式
服务企业、一盘棋发展产业、一条心保护环境、一股劲提高
质效的“四个一”，落实为民办实事300多件，党群干群关系
更加融洽。

一站式 助便企服务高质量

窗口前移一线，服务企业“无限”。10月 11日，
华安经济开发区便企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全县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在华安经开区管委会举行。

“新装”亮相，服务无限。面积 650平方米的大
厅明亮而整洁，华安经济开发区便企服务中心和丰
山镇便民服务中心合署办公。企业办事不用跑到全
县“最北边”的城关镇，在厂区“门口”就能把事办
好。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这样的服务，引得企
业群众齐点赞。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华
安县主要领导以上率下，纷纷带队走进新长诚重工、
立兴食品等生产车间，看企业问生产，拿实招出实
策，为企业排忧解难。

“百名干部挂百企”，个个甘当企业的“服务员”
“办事员”“联络员”，把“妈妈式”服务做到点子上、心
里头。

今年以来，协调企业供地 300多亩、兑现惠
企资金1107万余元，项目集中签约19个，总投资
46.09亿元。1月-9月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235
亿余元，“突出工业、突破工业”势头良好。

以产促城，以城兴产。持续加快园区标准化
建设，建成15条市政道路和龙浦大桥，万兴隆•
玖龙府、漳州三迪等6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加快推
进，华安经济开发区逐渐由产业为主向产城融合
转变。

一盘棋 促乡村振兴高水平

大地村、官畲村、高石村、坪水村……一批乡
村“优秀生”纷纷涌现，成为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
兴先进典型。“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农村建设
品质提升”竞赛位列全市前列。

农村高颜值，农业高素质。茶叶、林竹、果蔬
等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乡村振
兴与全域旅游双翼齐飞。官畲村、坪水村、招坑

村等民族村寨成为城市游客的打卡点，醉美高石、贡鸭山森
林康养等文旅项目，释放着“+旅游”“旅游+”经济融合发展
的魅力。

小康的乡村，农民更富裕。今年上半年，华安县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15.85亿元，增长 6.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3069元，增长 15.6%；持续保障脱贫户收入稳定，全县脱
贫户户均收入2.97万元，脱贫成效不褪色。

一条心 护生态环境高颜值

华灯初上，远山如黛。城关的江滨智慧体育公园里，灯
火璀璨，这里成了居民健身休闲的好场所。

九龙江对岸，“瀚海五凤城”座座高楼拔
地起，大同中路“白改黑”加速推进，配套设
施建设如火如荼……昨日的“脏乱差”，成了
平湖边的一颗“明珠”。

华安县协调推进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
设，大力实施县城中心区改造提升工程。真
武山山地公园、第二饮用水源、大同路立面
装修等民生项目先后建成投用，“瀚海五凤
城”“五馆一中心”项目即将竣工，鹰厦铁路
华安城区段外移工程火热进行……

这是华安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加大为
民办实事力度，敢于啃硬骨头，着力解决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实事的一
个个缩影。

华安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
是华安县最亮丽的底色，生态是华安县最宝
贵的资源。这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
接下来，华安县将突出生态优先，发展绿色
经济，持续推进工业园区、九龙江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生态
环境提升，以良好的生态带动绿色经济提速，让美丽家园惠
及广大群众。

一股劲 办民生实事高效率

翻开华安县的“民生账单”，每一项民生项目都见证着
为民办实事的“力度”，“数说”着华安人民持续攀升的幸福
指数。一件件民生实事，勾勒出“幸福华安”。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华安县重振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有
力推进，课后延时服务在漳州市率先实行，全县25所中小学
成为省级“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普惠性幼儿园覆盖

率达100%。
“四好农村路”建设，改善乡村的出行条件。车行山间，告

别了“风尘一身”，迎来了“畅安舒美”。如今，华安县乡乡通干
线，村村通硬化路，入选第四批“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民生成果彰显着华安县高质量发展的成色。华安县还
把群众普遍关心的“养老难”问题作为突破口，改造提升8家
乡镇敬老院，建成 48所农村幸福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荣获全国“敬老文明号”称号。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华安
县总医院新医疗综合楼、核酸检测实验室建成投用。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考”中，以大担当的精神交出“零确诊”
的合格答卷。 （唐小玲 黄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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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华安县仙都镇秀丽的九龙
山下有座村庄名为先锋村，上个世纪五十
年代的农村合作化工作中，因“四对比、五
算账”群众工作法获得毛主席的批语，被
称为“毛主席批语之乡”。随着社会发展
和时代进步，先锋人一直坚持“四对比、五
算账”群众工作法，在时代发展中被赋予
新的内涵，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
任干，争做改革潮流之先锋，不断丰富着

“四对比、五算账”的时代内涵。
一条绿树掩映的柏油马路直达村口，

夜幕降临，灯光亮起，为村庄染上一层温
馨的红。村内民房墙体上，一幅幅红色文
化彩绘愈发吸睛，点点红色印记衬托着这
个革命老区村愈发迷人。村部广场上，人
们跟着音乐跳起了广场舞，一旁的文化公
园里，孩童们尽情嬉笑玩闹。

1955年，在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中，
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由 14户农民组成小
规模农业社，当地农民纷纷加入先锋社。
在特大旱情面前，由于缺乏领导经验，各
种问题接踵而来，出现社员闹退社现象。
后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先锋农业社开
展整社活动，先锋村率先走上农业合作化
道路，确定以“四对比、五算账”为内容，进
行社会主义优越性教育，激发了广大人民
建设社会新生活的信心和热情，因此成为
一条宝贵的工作经验。1955 年 12 月 27
日，毛主席对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整社
经验给予充分肯定，亲自为先锋社典型材

料进行修改形成《一个整社的好经验》并
为此文写下批语，让这个小山村曾轰动一
时。

华安县仙都镇先锋村原党支部书记
刘瑞祥：“在 1955年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
社进入了整顿提高的阶段，当时的先锋农
业生产合作社依靠支部，发挥党员积极
性，召开全合作社会议，进行对比算账。
通过对比算账会议，总结出了“四对比、五
算账”。合作社经过整顿以后，由于实行
了统一管理、统一品种、统一经营等五个
统一，粮食生产形势一片大好，当时有人
说先锋合作社的稻谷就是长得比人家高，
粮食产量也比人家高。合作社原本在
1953 年还是缺粮社，到 1955 年已经能够
为国家完成提交定购粮。”

“稻谷处处冒尖，工作常常领先”，据
统计，当年全乡粮食总产比 1954 年增产
14 万斤，单产提高到 615 斤，卖余粮给国
家 23万斤，比上一年多卖 5万斤，支援国
家社会主义建设，被国务院、农业部授予
大旱年大增产的锦旗和奖金。

作为华安县党建“八个一”的典型之
一，先锋村党支部带领全体先锋人一代又
一代传承着“四对比、五算账”群众工作
法，不断更新推广“四对比、五算账”，传承
和创新这一群众工作法，不仅收获了丰厚
的文明创建成果，而且手捧全国文明村的
荣誉，成为实至名归的“先锋”之村。

华安县仙都镇先锋村党支部书记林

秀福：“我们村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总结出
新的‘四对比、五算账’。四对比，一比产
业引领，二比生态宜居，三比邻里和谐，四
比组织战斗力；五算账，一算经济效益账，
二算绿水青山账，三算精神文明账，四算
干群关系账，五算生活美好账。我们村在
运用‘四对比、五算账’群众工作法，从农
业转型发展竹凉席产业成为村里的主打
产业，使仙都镇成为中国竹凉席之乡，我
们又通过对比算账，引导群众转型发展铁
观音茶产业，增加群众收入。”

通过对比算账，村民找到了发展的方
向，增添了发展的动力，富美村庄建设如
火如荼。宽敞的柏油马路延伸入村。通
过店面、电厂等出租，盘活山林资源等方
式，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53万元，富裕起来
的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去年已突破2.2
万元。

华安县仙都镇干部蓝小倩：“作为党
员领导干部，要通过‘四对比、五算账’的
方法来做好群众的工作，多站在群众的角
度去思考问题，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
的观念，全心全意去解决群众的操心事和
烦心事。”

乘着全县全域旅游的东风，先锋村再
一次打起“对比算账”的算盘，将与“世遗”
大地土楼群联动，依托毛主席批语语录
牌、村史馆及新建的侨史馆，打造红色一
条街，创建旅游 IP，发展第三产业，在乡村
振兴道路上继续争当先锋。

比出来的幸福 算出来的富足 本报讯 金秋十月，瓜果飘香。当前正是坪
山柚采摘上市的好时节。位于新圩镇黄枣村的
百年坪山柚园开始忙碌起来了，一粒粒金黄饱
满的柚子被收入“囊中”。

10月19日，记者来到黄枣村百年坪山柚生
态园看到，漫山遍野的柚子树上，一颗颗金黄饱
满的柚子垂挂枝头，园内弥漫着阵阵果香，“柚”
惑十足。工人们分散在园内的各个角落，手持
着长杆“神器”，把一颗颗柚子采摘下来、收入囊
中，沉甸甸的袋子里装满了丰收果。柚园管理
人员告诉记者，今年的柚子主要是通过对接电
商销售以及公司自身平
台进行销售。

百年坪山柚生态园
管理人员陈庆雄:“今年
坪山柚的质量相比往年
好很多，在口感和品质
方面都比较好。我们通
过线上跟线下两个渠道
进行销售，使用礼盒包
装，有单粒的礼盒装的，
还有两粒的礼盒装，销
售到全国各地。”

坪山柚味道鲜美、果
肉晶莹，除了地质土壤的
先天优势，果农日常的精
心管理也功劳不小。

百年坪山柚生态园

管理人员陈庆雄：“今年我们坪山柚在管理上也是
下足功夫，体现在：邀请农业局农技人员对我们的
管理进行指导；投入几十万元，地上地下全部铺设
喷水系统；还有就是聘请专业的人员来管理。”

据了解，坪山柚曾与文旦柚、沙田柚、暹罗柚
并称为“世界四大名柚”，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
史，因果实汁多味甜，深受广大客商消费者喜爱。
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对坪山柚的品质提升和衍
生产品的开发，加强对坪山柚的宣传，鼓励农民种
植红肉坪山柚，去年全县新增种植面积3500亩，
成为当地百姓的致富果。 （曾锦圳 唐小玲）

百年柚果采摘上市

喜摘坪山柚喜摘坪山柚

观摩现场观摩现场

先锋村全景先锋村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