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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秀屿区投入 26.5亿元发展民
生事业，占财政支出 84.6%，投资 6.86
亿元用心办成 44个为民办实事项目，
民生基石不断夯实。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秀屿区委区政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投入，聚焦教育、医疗、
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等领域，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项
目，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强师兴教强师兴教 教育发展更优质教育发展更优质
夜幕降临，莆田二十五中教室内，柔和的灯光把每个角

落照得通明，学生们正在认真学习。“自从安装了护眼灯，教
室里明亮多了，眼睛更舒服了。现在我们可以更专注地听
讲、写作业，学习效率也提高了很多。”学生们纷纷点赞。秀
屿区实施为民办实事近视防控教室照明改造项目，护眼灯
投用后备受好评。

该区各中小学此前尚未完成护眼灯改造的300间教室，
在今年秋季开学后顺利完成照明环境提升改造，原先的日
光灯全部更换为LED微晶面板灯，教室光照度、均匀度等均
达到国家标准。同时，该区根据各中小学办学规模变化情
况，配置 120套多媒体设备，实现中小学班级多媒体教学设
备全覆盖。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以来，秀屿区紧扣科教兴
区、教育强区，谋划实施教育项目14个，投入27.8亿元，新增
学位3000个，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坐落于高铁新城核心区的北大附中莆田学校于今年秋
季全面招生开学，为秀屿区实施“科教兴区”战略赋能添
彩。与此同时，毓英学校、莆田第十一中学等项目扎实推
进，“多点开花，满园齐放”的教育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城
乡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完善。

以深化教育工作“十个抓”为主线，秀屿区各级各有关
部门齐抓共管，推动形成“重教兴教、助教支教、爱教乐教”
良好风尚。今年以来，莆田十中入选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区实验中学晋级省二级达标高中，2024年高考本科上线率
同比提高7.3个百分点。

结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今年，该区将丙仑初
级中学、平海中学、石码初级中学、埭头英前小学等4所学校
作为全区首批“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定点学校”，正式向
社会开放，充分发挥学校体育资源对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和推进全民健身运动的积极作用。

护航健康护航健康 医疗保障更舒心医疗保障更舒心
12月6日，秀屿区“婚检+婚登”一站式服务窗口在该区

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让准新人们“进一道门，办两件
事”。此举广受好评，对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促进婚姻家庭生活幸福美满也很有意义。

今年，该区卫健系统共有7个省市区三级为民办实事项
目，涵盖公共卫生、项目建设、妇幼健康等，包括提高人均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府补助标准、提升薄弱乡镇卫生院
服务能力、开展中高级职称医师下基层服务、实施适龄女性
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免费接种以及儿童口腔疾病综合
干预项目等。

前不久，市第一医院南日分院（秀屿区南日卫生院）血
透室改造工程完工，将于下个月正式投入使用。记者看到，
改造后的血透室宽敞明亮，功能分区合理，内设 12张床位。
目前，该院正通过区红十字会对接社会捐赠方，商议设备采
购清单及捐赠相关事宜。

过去，因海岛交通不便、医疗资源不足等因素，肾透析
患者需出岛就医，加重了经济负担。为回应群众关切，秀屿
区将南日镇卫生院病房楼三楼改造成一个高标准、专业化
的血液透析室，并配置血透设备。届时，岛上患者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健康事业事关民生福祉。秀屿区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实施项目带动，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目前，秀
屿区医院病房提升工程提速建设，市第一医院新院区项目
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区内医疗机构与 4家省、市级医院建立
医疗协作关系，成立区级医疗质控中心 13个，设置“支援专
家工作室”7间；开展东庄、平海、月塘镇3所薄弱乡镇卫生院
建设，全力补齐基本设备配置，强化基本医疗服务保障。

统筹推进统筹推进 城乡面貌更美丽城乡面貌更美丽
连日来，秀屿区埭头镇后亭 4#桥危桥改造工程抓紧扫

尾施工，工人忙着加装防护栏，预计下个月投入使用。
为解决群众出行交通安全隐患问题，该区结合实际，着

手改造3座危桥，通过提升桥梁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不仅为
周边群众铺设“放心桥”，也为当地农村的发展打开“致富路”。

道路交通是基础工程，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
生福祉。秀屿区坚持全域统筹、一体发展，实施城建项目60
个，完成投资 122.4亿元，国道 228线、笏石大道等 7条道路
提速建设，电商二路、青美南路、上林路等 3条道路建成通
车。新改建道路里程5.88公里，减少交通拥堵节点，改善农
村居民出行条件。完成17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
并投入运营。主城区及通往各镇周边安装路口信号灯，增
设不礼让行人违法抓拍系统 4处，排查并整改 47所中小学
校园内外道路交通设施隐患232处。

该区还投入2200万元实施乡村振兴示范项目21个，成
立闽台融合大食物观研究中心，南日镇获评国家级农业产
业强镇，乡村活力持续焕发。

据统计，今年该区新建生活垃圾分类屋50座，新增公共
停车泊位 510个、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 2660个，3个安置房
小区顺利回迁，新改建2个农贸市场和东庄农贸市场。

秀屿区居民宜居品质持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以民为本以民为本 社会保障更暖心社会保障更暖心
这几天，秀屿区忙着筹备为民办实事“暖心行动”，筹资

174.9万元，将为特殊群体发放床铺、书桌、棉被、轮椅等生活
必需品。

岁暮天寒情意暖，社保关怀入心田。今年以来，该区持
续推进以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就业创业为主要内容的保障
工程，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效能。

结合低保“扩围增效”工作，该区认真开展困难群众排
查认定，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发放低保资金超1亿
元，实现应保尽保，为困难群众提供“资金+物质+服务”全方
位救助。

紧盯年度目标任务，该区加快建制村长者食堂建设。截
至目前，全区共建成83个长者食堂，覆盖率达到55.41%，居全
市第一。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实施适老化改造200户，试
点推进东庄镇5G智慧养老项目，“乐居上塘”居家养老服务项
目入选省级助力老区振兴十大精品项目。提高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通过
委托机构培训、企业自培、选送参加省市养老从业人员培训班
等方式，不断提高全区养老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

聚焦“4050”人员、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
生等重点群体，秀屿区精准发力，多渠道扩大就业创业，支
持企业稳定发展。依托区人力资源市场，先后举办“春风行
动”、直播带岗、网络招聘、“人才夜市”等36场招聘会，为求
职者与企业搭建高效对接平台，新增城镇就业超 2000人。
稳步推进“1+7+N”零工平台建设，有效搭建集信息咨询、就
业指导、招工候工等功能于一体的零工服务网络。统筹实
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招募“三支一扶”10名，资助一
批大中专毕业生优秀创业项目。

结合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共举办各类职业技
能培训（含创业培训）19期，进一步提升各类劳动者的职业
技能。在各乡镇培训高素质农民 2075人次，超额完成市级
下达的培训任务。

一个个民生“大礼包”，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秀屿区
将始终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办好关乎群众的每一件幸福“要事”，让民生“施工图”变成
惠民“实景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办好暖心事 增强获得感
——秀屿区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项目

□全媒体记者 林英 通讯员 林伟 文/图

北大附中莆田学校实现今秋开学，为秀屿实施“科教兴区”添动力。 邀请莆仙戏演员开展免费婚检优生优育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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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没有河，为何架一座桥？”
正值木兰溪防洪工程开工奠基 25周

年，城厢区壶兰实验小学一批学生来到学校
对面的“壶兰七境苑”小区内上“思政课”。
在一座小型战洪桥前，他们好奇围观，发出
疑问。

“这座桥，与你们学校，还有我们的家园
都有关系。”78岁的小区居民、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林国栋向学生们讲述道。

昔日的下黄是莆田郊外一个蔬菜种植
专业村，有梧墩、下度、下黄、黄厝、下埭尾、
后墩 6个自然村，其中下度分为度前和度
后。全村群众分布在 7个区域，俗称“七
境”。然而，地处木兰溪下游弯道低洼地的
下黄，曾经水患连连。村民们大多种植短期
收成的蔬菜品种，与雨季、台风季赛跑，还沿
着七境接力垒起一道防洪堤。

那时进城卖菜要绕行弯弯曲曲的乡间
小道，再过两座小石桥，十分不便。1968年，
在原下黄大队牵头下，七境群众出工出力，
共同在梧墩自然村河道上修建一座木桥，解
决“蔬菜村”进城难问题。

1972年建校的下黄小学是壶兰实验小
学的前身。6个自然村都在溪边，桥一头连
着梧墩，另一头连着其他5个自然村。有了
这座木桥，学生上下学时，少走了许多弯
路。不料仅一年，木兰溪洪水泛滥，冲垮了
下黄村的防洪堤，也冲毁了木桥、下黄小学
校舍。

1973年的水患，是林国栋挥之不去的
梦魇。

“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被外面吵
嚷声惊醒。”林国栋回忆道，当时，他慌忙下
床，“扑通”一声，一脚踩进水里，原来水已经
漫进屋里。跑出门外时，只见家家户户青壮
年都背着老人、孩子往外跑。赶到木桥旁，
一栋土坯房轰然倒塌，还有一个孕妇和一个
孩子遇难。

“我们能听到女人惊慌地呼救，水流太
大了，眼睁睁看着房子塌掉。”时至今日，林
国栋仍在痛心。那天，下黄房屋倒塌无数。

灾后重建，七境村民一起筹资在木桥原
址，以石作墩、以水泥为面，筑造一座长约
21.5米、宽约 4.5米的新桥，命名为“战洪
桥”，寄托战胜洪水的期盼。

25年来，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持续推进木
兰溪全流域系统治理，实现了“变害为利、造
福人民”的目标。

下黄由水患“洼地”转变为发展“高
地”。战洪桥在木兰溪综合治理进程中拆
除，原地建起“壶兰七境苑”安置小区。2018
年，下黄村民搬进安置小区。

安置小区面朝壶公山、紧邻木兰溪，坐
拥壶山兰水美景，取名“壶兰七境苑”。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七境村民团结抗击洪水，生
产自救，迎来美好生活。

这些年来，七境村民支持木兰溪治理和
城市建设，下黄也从建制村变为城市社区。
经历过木兰溪水患，村民变居民的下黄人更
懂得“安居乐业”来之不易。心怀感恩的人
们在新家园建设中融入木兰溪元素。

小区设置下黄村史馆，墙上的战洪桥老
照片，记录了下黄群众抗击木兰溪水患的艰
辛历史。小区居民在战洪桥旧址立了一座
石碑，并依照战洪桥原貌打造了一个长 2.5
米、宽1.2米、高0.5米的微缩景观，让后辈铭
记历史。

改变的不只是人居环境，还有村民收入
和生活方式。原本家家户户种植蔬菜，白天
劳作，入夜整理蔬菜，清晨运往集市贩卖。
现在洪涝灾害消除了，下黄居民居住条件改
善了，还扩宽了出租房屋、经营店铺等收
入。昔日的“泥腿子”农民，有的成了“包租

公”“包租婆”，有的进入企业成为工薪族，有
的则干起了个体经营，夜晚还能在小区跳跳
广场舞，娱乐健身。

荔园路从城厢区霞林街道下黄社区通
过，不仅改善交通状况，还吸引部分企业前
来投资，劳动力得到转移。木兰溪岸建起了
步道，年轻人组建木兰溪跑团，老年人组成
太极拳队。

下黄社区党委发扬“战洪”精神，大力发
展经济、文化和民生事业，结合社区综合商
务区建设，统筹“壶兰七境苑”居民征迁安置
的门店、商场，引进绿色低碳的相关商户入
驻。还利用居民共有的征迁安置区域，引来
一家面点坊，建立长者食堂，让老人们享用

“免费早餐”，也让居民们“共享房租”。
“这里没有河，为何也有一座桥？”
走出“壶兰七境苑”小区，迎面看到八二

一延伸路高架桥，孩子们又发问道。
林国栋说，这座桥开通后，下黄的发展

之路将走得更远。
全媒体记者 黄凌燕 文/图

一座桥见证下黄七境村民联合抗洪、生产自救的辛酸历史。受益于木兰溪治理，
村庄蝶变为城市社区，心怀感恩的居民在新家园建设中融入木兰溪元素——

战洪桥见证变迁

上世纪70年代，下黄经历木兰溪水患，
灾后重建的“战洪桥”老照片。

战洪桥老照片记录了下黄群众抗击木兰溪水患的艰辛历史。

本 报 讯
（ 全 媒 体 记
者 刘 永 福）
根据省道安办

预防酒驾醉驾违法综合治理工作部署，连日来，秀屿区
交通运输局联合秀屿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深入兴安、众
安等驾校，开展涉教练车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协同共治，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酒驾行为。

联合督导组详细检查各驾校驾培酒驾醉驾必学
课程开展情况、车辆及驾驶人明细等相关工作台账
及日常酒精测试抽查情况，使用酒精快速测试棒对
驾校教练、学员进行随机酒精检测，分发宣传材料，
引用今年以来各地酒驾醉驾典型违法犯罪案例，分
析酒驾醉驾的社会危害性、处罚标准和相关的法律
法规，呼吁教练、学员珍爱生命，拒绝酒驾醉驾，安全
文明出行。

秀屿区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驾校安全培训工
作，成立工作专班，指导督促各驾校进一步落实
《预防酒驾醉驾违法综合治理若干措施》 指导意
见，要求各驾校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交通
安全意识，将拒绝酒驾醉驾纳入驾培必学课程，加
强对教练员的安全教育和管理，每日教学前对学员
和教练员开展酒精测试抽查。引导教练、学员警惕

“隔夜酒”，杜绝酒后驾驶，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杜
绝日常各种交通陋习，发动身边朋友、家人共同遵
守交通法规、交通规则，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

将拒绝酒驾醉驾
纳入驾培必学课程

本报讯 数九寒天，荔城区镇海街道镇海社区为
部分老人和残疾人送去温暖的棉被，扎实做好老年人
和残疾人的关心关爱工作。

12月 25日，该社区为 125位 80周岁以上老人和
5名残疾人，每人送去 1床温暖的棉被。老党员许金
妹满怀感激地说：“社区刚送来米、面、油，今天又送
来棉被。感谢社区给予我生活上的关怀与精神上的
慰藉。”

在此次温暖行动中，老党员林志强慷慨捐赠了
130床新疆棉被。他表示：“身为老党员，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从未忘却。看到困难老人和残疾人，我想尽一
份绵薄之力，愿大家都能温暖过冬。”

（叶振喜 黄丽娴）

寒冬有爱 温暖加“被”

“壶兰七境苑”安置小区内，战洪桥旧址建
起的“战洪桥”微缩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