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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道德模范长廊绿树成荫、垃圾分类屋里分类垃圾
桶有序摆放、党建主题公园里老人晒着暖阳……荔城区镇
海街道镇海社区东梅小区在党建引领红色物业的指引下，
颜值不断提高，环境持续改善，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也
在不断提升。

近年来，镇海社区将东梅小区作为“红色物业”示范
点，积极推进“红色物业”和“红色单元长”全覆盖，形成四
邻工作法，切实解决小区物业没人管、社区治理力量弱问
题，变基层治理“单兵作战”为“协同善治”，全方位服务社
区群众，积极构建幸福和谐社区。

东梅小区党支部成立于2016年6月，为全市首家安置
房物业小区党支部，现有党员38名。2021年以来，东梅小
区党支部吸收 13名优秀党员及志愿者担任“红色单元
长”，通过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以志愿为前提，以楼栋、院
落为阵地，将基层党建的触角延伸到社区的末梢神经，搭
建起党群连心桥。

“我楼栋单元60岁以上老人12人，已经接种加强针10
人，2人因身体不便，正在联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门打加
强针。”近日，在东梅小区物业党支部会议室，小区第 8综
合单元长林飞星在小区周研判会上汇报。

在小区楼栋里，还活跃着多名党员“邻里红管家”，小
区的第7单元长张大明是镇海街道的武装部干事，经常利
用周末时间为小区小朋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第6单元长
何萍萍发挥曾经从事妇联工作的优势，结合单元长入户工
作，积极宣传民法典促进小区邻里和谐……

镇海社区党委书记林一龙介绍，小区党支部牵头引领
物业、小区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下沉力量组建党员先锋
岗、邻里物业调解服务队，引导党员单元长在居住小区亮
身份、树形象、作表率、当先锋，带头参与小区治理和服务，
有效解决了居民停车难、无集中统一充电桩、停车场入口
噪音扰民、环境差、垃圾分类杂乱等揪心事、烦心事，营造
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

高空抛物再也没有发生，乱停乱放现象不复存在；居
民有困难，“红色单元长”主动上门解决；邻里之间有矛盾
纠纷、磕磕碰碰，“调解卫士”不请自来……截至目前，东梅
小区 13名党员综合单元长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23起，解
决居民难题120余件。

为变“陌邻”为“友邻”，小区党组织充分利用社区的
文化资源优势，深入开展邻里节、老年人健身操、少儿绘
画课堂等活动，丰富小区居民文化活动。东梅小区党支
部书记、网格长叶恒荣说，小区结合春节、元宵、端午、中
秋等节日，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居民走出家门
参与互动。

小区还不断集聚资源，与周边的企事业单位实行区
域化党建共建，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协商小区建设、管
理、服务等方面相关问题，对党建、教育、文化、体育等场
所阵地、活动设施，相互开放，统筹使用，实现活动共办和
文化共融。

镇海街道镇海社区着力构建幸福和谐社区——

近邻友爱 党群一心□全媒体记者 林晓玲
通讯员 郑毅雄 叶振喜

农历正月十一，水乡荔城区拱辰街道长丰村游灯闹元宵，游灯队伍经过小桥，在河面上留下
美丽的倒影。 全媒体记者 蔡昊 摄

游春去 且亭 摄

本报讯 近日，城厢区龙桥街道太平社区文献广场小
区里，业主们欣喜地排队领取食用油。

活动由该小区党支部联合业主筹备组，将小区公共部
位收益等结余费用，用来购买食用油，发放给业主，让他们
切身感受到小区发展带来的利好。

“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大家心里都乐开了花！”该小区业主龚金山高兴
地说道。

据介绍，文献广场小区此前的公共收益由物业管理，自
业主筹备组成立后，公共收益由业主共同决定如何使用。
此次活动共为小区497户业主每户发放1桶食用油。

（陈丽君 姚爱育）

乐享公共收益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郭文渊 通讯员 张争妍）为
加强市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2月 1日，共青团城厢区委组
织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前往木兰陂公园开展“守护母亲河
我们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期间，志愿者们向在木兰溪沿岸游玩的游客分发
宣传单及小礼品，科普生态环保相关知识，并清理河岸边、
堤坝上的垃圾，使河畔生态环境景观更加靓丽。

生态兴则文明兴。本次活动引导更多青年志愿者和当
地群众加入守护母亲河的行动中来，为莆田建设绿色高质
量发展先行市贡献青春力量。

守护木兰溪
志愿在行动

每每坐在阳台的石桌前品茶，看到绿油油的
叶子和盛开的花儿，心里就十分高兴，看到发黄的
叶子和衰败的花儿难免就有些黯然神伤。

我想，这就是光阴的转角处吧，它一面给了灿
烂的阳光，另一面是消沉的阴暗。

时光总是来去匆匆，明暗的转换一刻也不
停。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阳光过去，阴
暗就来临了。

往往，我们还觉得，生活的阳光总是太少，阴
暗则总是太多。

在公园里的一角，每天都会聚集很多人。他
们高谈阔论，到头来，却总是归结到社会有多么不
公，自己的遭遇有多么不幸。

巧得很，每天也正是在夜幕降临，这些人都在
高谈阔论的时候，一个又瘸又拐、头歪眼斜的小伙
子便会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一趟又一趟，来来回回，努力地迈着尴尬的
步伐。

一个年轻人好奇地看着他，讥笑着问我：“他
这是在干嘛？有病吗？”

我说：“对，他有病，他在练习走路。”
在很多人看来，这么丑陋的动作的确是可笑

的。连路都不会走，这是人生再悲催不过的阴暗了。
而若是从这个小伙子的角度看呢？这么丑陋

的动作，却是他走向康复最阳光的姿态了。
我忽然发觉，光阴的转角处并没有什么严格

的界线。正面是阳光灿烂，转过去虽然是阴暗，可
它还仍然带着阳光的温暖。

这，才是对“光阴的转角处”最好的理解。
即使，在光阴的转角处，有些花枯萎了，可那

热闹的花事还没有散场。若把它们捡起来，放到
花瓶里，又会是另外一道别样的风景。

一只鸟倦了或者伤了，它收了羽翼之后，躲进
夜晚看不见的角落里，看到的依然是高空的瑰丽；
一个人瘸了拐了，丑陋的步伐依然是人生精彩的
演绎。

原来，光阴之所以转个角，是为了让人在阴暗
里也能看到光明。

走进位于仙游县南丰工业区的福建香农
贸易有限公司，一股清幽的甘甜味扑面而来。
香气灵动，芬芳怡人。这是一家拥有完整沉檀
香供应链体系的香企，是香行业中的佼佼者。

香农公司 2022年落户仙游县，此前是以
厦门为基地，专业从事高端香产品研发、生产
与销售。为何要将工厂从厦门迁到仙游呢？

仙游县是全国最大的名贵木材集散地和
全国最大的沉檀香集散地之一，高端红木原
料库存拥有量约占全国70%以上，名贵木材加工产业聚集，
原材料、边角料多，发展香产业具有独特的优势。近年来，仙
游县大力支持香文化产业发展，出台惠企政策，吸引在外企
业和人才回归回流。“正是看到了这个机遇，我决定回归家
乡，为做大做强仙游香文化产业贡献一份力量。”郑曦灿说。

1998年，郑曦灿开始在东南亚国家和国内收集、制作、
推广和销售香制品。20多年来，公司秉持“选好材，制好香”
的理念，实施“以产品研发、零售终端延伸”的发展战略，结
合实际，融合创新，大力发展供应商和经销商，与众多核心
香产区的香农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建立了独具一格的
全产业链供应体系。

此外，香农还与多家成熟的营销策划团队、文创研发设
计团队、礼盒制作单位、各大物流企业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为销售型企业链接、定制和开发属于自己的品牌与产
品。深谙产品之道的香农不仅在技艺上创新，将传统制香
工艺与现代工艺生产结合起来，也在外观和包装设计中融
入现代时尚审美，做到“里子”品质好，“面子”设计有质感，
抓住了年轻人的消费心理，在传统与时尚中找到了平衡点。

本报讯 春节期间，仙游县大济、度尾、郊尾、西苑等乡镇
分别召开乡贤座谈会、企业家座谈会、青年新春茶话会等，共
话桑梓情怀，齐谋发展大计。乡贤们纷纷响应当地倡议，慷
慨捐款，争先在奖教助学、修桥筑路、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上
比贡献，助力乡村振兴，呈现出好乡贤反哺家乡的新风尚。

大年初二，度尾镇“柚相邻”共同富裕慈善教育基金会举
行新春茶话会。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与返乡乡贤代表欢聚一
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40多位热心乡贤为助力家乡发展贡
献力量，共收到捐款85.1万元，将用于度尾第二中心小学校内
塑胶跑道铺设、东大门改造及校门口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自1月23日起，大济镇大济社区、文殊村、尾坂村相继
召开奖教助学新春茶话会，其中大济社区现场筹集资金
22.7万元，计划全部用于学校硬件设施的改善、优秀师生
奖励、困难师生补助。而文殊村、尾坂村的乡贤、热心村民

和学子等，在新春乡贤座谈会上敞开心扉、建言献策，就村
级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奖教助学事项提出意见建议，并通
过微信群认筹等方式进行捐资。

春节期间，地处木兰溪源头的仙东、仙西、仙山等“仙游
山”三村，联合举行了木兰源文化教育发展新春茶话会。各
位乡贤积极献计献策，还主动慷慨解囊。如爱心企业家纪
志华、戴丽华伉俪带头捐资8万元，纪加标、纪新庆、林金木、
纪良存、戴良柱、纪庆忠等各捐资1万元，为乡村振兴出力。

此外，在书峰、园庄、郊尾等镇召开的新春茶话会、座
谈会上，各位外出创业人士汇报了在外地创业的经历和成
绩，畅谈了新年的发展思路。省劳模林玉镇等纷纷表示，
今后将有智出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如既往地支持和
关心镇上、村里的发展，为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和壮大乡村经济等贡献力量。 （陈国孟）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林英 通讯员 华慧琳
黄雨蕊 文/图）1月29日，莆田学院外国语学院“靠蒲”社
会实践队走进荔城区西天尾镇象峰村，深入了解枇杷的文
化历史、种植常识，并用直播形式销售枇杷罐头，助力乡村
产业振兴。

当天，实践队队员首先跟随当地果农前往枇杷种植
园，开展田间调查项目，观察记录枇杷的生长情况与种植
环境，并在果农的指导下为果树套袋，忙得不亦乐乎。两
名队员则化身“带货主播”，与正在果园直播的本土电商平
台“靠莆生活”一起以体验互动的方式，推介当地的枇杷罐
头等优质特色农产品（如图）。

实践队带队老师黄鑫表示，本次实践活动中，从前期项
目策划、直播预热，到实地考察选果，再到直播带货，队员们
聚焦乡村振兴，将理论与实践、农产品与互联网充分有机结
合，在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

据悉，这次直播公益助农是莆田学院外国语学院大学

生寒假“三下乡”实践活动之一。通过“田间调查+直播带
货”的方式，把学习搬到枇杷果园里，既加强学生们的校外
社会实践教育，又鼓励学生投入到农产品直播活动中，帮
助果农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让青春绽放在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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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果园直播助农

春节元宵期间，许多地方纷纷上演莆仙戏，丰富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图为2月1日，城厢区荔景广场许
多老年人在观看莆仙戏。 清秋 摄

图为“香农”的各种香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