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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桂勇）12月25日，全市法
院、检察院工作情况通报协商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黄珍耀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国
萍，市政协副主席陈道成、张宗贤参加，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谢志洪、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峻分别通报有关情况。

会议通报了2024年全市法检“两院”工作情况，与会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推广电子阅卷等
提出意见和建议。

黄珍耀对市法检“两院”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他指
出，此次通报协商会是贯彻落实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的一项具体举措，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履行职责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法检“两院”更好地听取
各方意见、改进工作创造了条件。他强调，要同心同向同
频共振。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切实增强民主监督责任感、使命感，做到民主监督与司法
公正目标一致、方向一致，共同营造公平公正的司法环
境。要对标对表优质服务。聚焦“一五二三四”工作部
署、“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等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心的热
点问题，特别是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
境等方面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全市绿色高质
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要善作善成携手共进。持续完善
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闭环工作机制，做到监督既发
扬民主，又监而有力、督而有效，切实把协商机制优势转
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和治理效能。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国清 林英）今年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擘画推动木兰溪治理 25周年。我市日前举行
新闻发布会通报木兰溪综合治理生动实践有关情况，市委
书记付朝阳出席并作主题发布，市长戴龙成、副市长朱正扬
和市水利局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回答记者提问，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陈惠黔主持发布会并回答有关问题。

发布会伊始，付朝阳代表市四套班子，向省委宣传部和
媒体朋友长期以来对莆田各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最
衷心感谢！

1999年，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是考虑彻底根
治木兰溪水患的时候了！”铿锵承诺，言犹在耳；深情厚望，
铭记于心。付朝阳深情说道，25年来，在国家部委和省委省
政府支持下，在历届班子打下良好基础上，我们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坚定扛起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
市使命，治水护溪、兴业惠民，实现“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目

标，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美好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图景。
付朝阳回顾了木兰溪流域发生的系统性、整体性精彩

蝶变。一是坚持以水定地、保安固基，绘就“水利地丰”的现
实图景。注重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打出防洪工程
建设、河道疏浚联通、水库除险保安、涵闸改造升级“组合
拳”，结束了洪水不设防的历史，老百姓对木兰溪由过去“怕
和恨”变成现在“亲和爱”。二是坚持以水定产、绿色发展，
绘就“水兴业旺”的现实图景。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旗
帜鲜明讲投资效益、亩均税收，13条重点产业链强核提质、
链链相促，如今的莆田发展含绿量更高、含碳量更低、含金
量更足。三是坚持以水定城、生态筑底，绘就“水秀城美”的
现实图景。秉承公园城市理念，水上巴士、莆阳福道激活生
态绿心价值，城市中的现代农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城市在溪畔崛起，如今的莆田城市更安全、更智慧、更美
丽、更清洁、更便捷、更人性。四是坚持以水定人、民生为

本，绘就“水惠人和”的现实图景。朴素为民情怀贯穿治水
全过程，滚动推进“三大惠民工程”，“党建引领、夯基惠民”
工程延伸治理触角，“全市一张图”见筋见骨解决环境问题，
如今的莆田老百姓生活红红火火、幸福美好。

付朝阳说，木兰溪的沧桑巨变让人深切体会到，习近平
总书记是最可靠的主心骨，新发展理念是最宝贵的金钥匙，
以人民为中心是最根本的出发点，树牢正确政绩观是最持
久的源动力。我们将深入践行木兰溪治理理念，全力打造
妈祖故里文化名城、山水诗画生态韵城、匠心智造产业新
城、通江达海战略港城，“莆阳大地定会展现出中国式现代
化的壮美图景！”

省委宣传部有关同志，中央、省级主流媒体记者等
出席。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琪娜）
12月24日，市政府市政协联席会议召
开。市长戴龙成、市政协主席沈萌芽
出席并讲话。

戴龙成感谢市政协对市政府工作
的大力支持。他说，一年来，市政协紧
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同向
发力，以实绩实效彰显政协担当作
为。希望市政协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
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继续发挥智力密集的独特
优势，聚焦发展城市经济硬实力、提升
城市文化软实力，多挑重担、多作贡
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政协开
展工作，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扎实做好
政协提案办理，持续拓宽沟通渠道，不
断开创政府、政协工作新局面。

沈萌芽感谢市政府对市政协工作
的关心支持。她说，市政协将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关注民生助力发展，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
聚共识，加强自身建设，延续完善已形
成的工作机制，巩固提升已探索的工
作平台，围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弘扬
妈祖文化、实施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等
工作深度协商议政，为莆田建设绿色
高质量发展先行市贡献政协力量。

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
强，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华分
别通报了市政府、市政协2024年工作
情况。副市长林韶雯、朱正扬、王洋，
市政协副主席王少华、林玉瑞、陈道
成、张宗贤参加会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朱建婷）12月25日上午，莆
田市的省人大代表座谈会召开。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永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金清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了有关文件精神，通报代表议案建议准备
工作情况；部分省人大代表围绕“主动担当作为，激发履
职活力”主题谈感受、谈收获，交流履职经验，畅谈如何更
好地履行代表职责、增强履职本领。

苏永革指出，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即将召开，代表
们要密切联系群众，更加充分倾听群众心声，深入基层、深
入一线，广泛收集社情民意，把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传递
上来，把党和国家的政策部署传达下去，广泛汇集和回应
群众改革期待，有效凝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合
力。要深入调查研究，更有针对性地形成代表议案建议，
结合自身的工作发现，争取更多的“莆田需要”“莆田需求”

“莆田贡献”列入全省“十五五”规划盘子，在未来五年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中，提供更重的“莆田分量”。要认真审议报
告，更为全面作好分组审议发言，紧扣省委、市委部署要
求，结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认真
负责地提出更多有高度、有水平、有深度的意见建议。要
遵守会议纪律，更加展现莆田代表精神风貌，以履职为重、
以人民为重、以大局为重，高质高效完成大会各项任务。

主动担当作为
激发履职活力
莆田市的省人大代表座谈会召开

木兰溪治理25周年新闻发布会举行
付朝阳作主题发布 戴龙成出席并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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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作善成携手共进
全市法院检察院工作情况通报协商会召开

从16家“国字号”看妈祖千年风华（中）

探寻文化传播中的活性叙事
□本报全媒体采访组

冬日莆阳透暖意，木兰溪畔好风光。
时间回拨至25年前的今天，1999年12月27日，时任福

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习近平同志亲自为木兰溪防洪一期
工程奠基并参加义务劳动。这是木兰溪治理的历史性时
刻，开启了彻底根治木兰溪水患的序幕。一句“是考虑彻
底根治木兰溪水患的时候了”，掷地有声、振奋人心；一句

“变害为利、造福人民”，指引方向、温暖民心。历经25年的
不懈努力，木兰溪精彩蝶变，泽被百姓。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木兰溪是莆田人
民的“母亲河”，滋养出“鱼米之乡”，孕育了“文献名邦”“海
滨邹鲁”。然而历史上，木兰溪洪涝频发，屡伤民生，百姓

苦水患久矣。千百年来，先贤们为治理木兰溪付出不懈努
力，演绎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壮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擘画、亲自推动
木兰溪治理，成功破解了千百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治理技
术等难题。25年来，历届莆田市委市政府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接续推进木兰溪治理，实现了“变害
为利、造福人民”的目标。

今天的木兰溪，防洪屏障更加坚固。莆田彻底结束了
“洪水不设防”的历史，木兰溪流域没有再发生重大洪涝灾
害，沿岸群众再也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今天的木兰
溪，生态环境更加优美。 （下转A2版）

风雨砥砺立潮头
——写在木兰溪治理25周年之际

□本报评论员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
一，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古称刺桐港）被誉
为“东方第一大港”。大港的崛起，与妈祖
文化的传播密不可分。

走进规模宏大的泉州天后宫，妈祖作
为“海上保护神”形象，一览无遗。这座天
后宫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初建时以

“顺济”为名，位于泉州古城南端。天后宫
不远处就是市舶司。当时的市舶司，兼有
如今的港务局、海关等机构职能。天后宫
是出海的必经之地，商人和船民航行前纷
纷进庙，祈求妈祖护佑平安。

在这里，妈祖文化与海丝文化交相辉
映，让“东方第一大港”魅力无限。

16组记者分赴各地探访，处处感受到
文化共融共生的力量，体会到妈祖文化

“在地化”的长远效应。妈祖文化不仅与
海丝文化深度融合，还同大运河文化、郑
和文化、民族文化、和平文化、红色文化等
多元共享、和谐共荣，交织成恢弘、斑斓、
绚丽的文化画卷。

走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和大运河沿
岸重要节点的古码头、古港口周边，记者
发现，妈祖宫庙是十分醒目的景观。

天津天后宫坐落在天津海河西岸，地
处漕运要道三岔河口，是河海联运的中转
站。天津博物馆原党委书记、研究馆员陈
克介绍，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后，需从南
方调运粮食。无论是通过大运河还是海
上航线，都要在直沽（今天津）换船。因
此，南方船民把妈祖信俗带到了天津，并
得到了元朝廷的支持，天津修建了东庙
（天妃宫）和西庙（天后宫）。

在浙江宁波三江口东岸，宁波北号船
商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集资创建庆
安会馆（天后宫），馆名寓意“海不扬波，庆
兮安澜”。“庆安会馆是大运河与海上丝绸
之路交汇处的重要文化遗产，我国海外贸
易的繁荣由此可见。”宁波市文化遗产管
理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馆员丁洁雯介绍。

山东烟台蓬莱阁天后宫、山东烟台福
建会馆、辽宁锦州天后宫等地，均保留着
与海丝文化相关的丰富史迹。

妈祖文化与郑和文化的渊源尤为
深厚。

在江苏太仓浏河天妃宫内，“妈祖救
护郑和”大型影壁引人关注。太仓市郑
和研究会会员陈文贤说，郑和七下西洋
都是从浏河起锚，每次下西洋回朝都奏
请朝廷对妈祖进行褒封，并对天妃宫进
行修葺。

在福建长乐的郑和史迹陈列馆内，
《天妃灵应之记》碑被置于馆内“C位”。
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下西洋前船队等待季
风的理想地点。郑和不仅在此祭祀妈祖，
还亲自撰文并刊立《天妃灵应之记》碑。

“这块碑高 1.62米、宽 0.78米、厚 0.16米，
碑文正文共31行，总计1177字，除了极少
数文字因风化难以辨认外，其余都清晰可
辨。”长乐妈祖文化研究会会长陈建新说，
碑文不但记录了郑和前六次下西洋的详

细过程及第七次航行的准备工作，而且还
原了郑和及其船队在多次危难中得到妈
祖救助的经历，表达了对妈祖的敬仰与感
激之情。

在莆田湄洲妈祖祖庙、泉州天后宫，
郑和支持修缮宫庙的善举，一直被当地人
铭记。云南曲靖会泽会馆（福建会馆）的
壁画也描绘了“妃立云神助郑和”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在郑和故乡云南省昆
明市晋宁区，妈祖文化传播历史悠久。今
年，莆田市湄洲岛管委会与晋宁区签订合
作协议，共同推动妈祖文化与郑和文化的
研究与传播。

在华夏大地，妈祖文化与民族文化交
织成别样的风情。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

远古城，妈祖文化与苗侗等多民族文化
相映生辉。镇远县原文广局局长陶钟麟
介绍，从镇远水路下湖南八百里洞庭，
其间落差 200多米。无论是少数民族船
工还是汉族船工，每次货运起航前都会
到镇远天后宫祈求平安。苗族青年田大
桥提到，端午节赛龙舟是镇远盛大的民
族传统文体赛事，他们把妈祖像请上龙
舟祈福。

湖南芷江的氵舞水河畔，三进院落的芷
江天后宫引人注目。芷江妈祖文化研究
学者杨长军说，如今，妈祖文化已成为当
地25个民族居民共同的精神纽带。

作为抗战胜利受降地，芷江着力挖掘
妈祖文化蕴含的大爱、和平等内涵，助力
打造“和平名城”。 （下转A3版）

图为湖南芷江天后宫内，侗族姑娘在参观。妈祖文化
与和平文化、民族文化共生发展。

图为福建龙岩西陂天后宫。妈祖
文化和红色文化、客家文化并存交融。

图为浙江宁波庆安会馆。妈祖文
化与大运河文化、海丝文化交相辉映。

本组摄影：全媒体记者 蔡 昊 杨怡玲
刘永辉 陈 斌

龙岩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章宸睿

图为江苏太仓浏河天妃宫内立有《通番事迹之记》碑。
妈祖文化与郑和文化渊源深厚。

天津天
后宫举行“福
缘夜”游园
活动，促进
妈祖文化活
态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