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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凌燕）
记者昨日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

“指上云端办理门牌”案例入选民政
部区划地名司编制的《“乡村著名
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全国乡村地
名建设案例选编》，作为好经验好做
法向全国推广。

打开“惠民宝” App，找到
“二维码门牌”图标，点击进入办理
界面，即可自主申报门牌地址。数
据提交成功后，还能在“申请记录
查询”栏里，随时查看申请进度。
我市推出指上云端办理门牌举措，
实现从“网点办”向“家中办”、

“纸上办”向“指尖办”转型。
市区划地名和勘界工作中心主

任陈一晖介绍，地名作为一项民生
基础信息，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
联。我市探索地名标准化、规范
化、数字化管理，以“云上+地
上”推动乡村标准门牌设置，让群
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市民政局
联合公安、数字办共同推进二维码
门牌地址在全市各个领域全面应
用，推动门牌地址“云服务”全面
铺开，解决群众办事堵点。

二维码门牌地址管理系统依托
市数字办“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和我市公安部门的“地址库”，
让门牌地址业务办理无缝对接。基
层公安派出所收到系统地址申请后，即派民警上门核实
群众房屋、地址的具体情况，后流转至民政部门。乡镇
民政部门依系统申请和派出所核实情况进行地址编制，
由县（区、管委会）民政部门审核后推送给同级公安部
门生成二维码地址，最后回流至县（区、管委会）民政
部门进行制牌。

群众扫一扫“二维码”门牌，便可知悉房屋的标准地
址名称，点击便可导航至目的地。二维码赋能地名标志
与基层治理有效融合，激活了乡村地名的“神经末梢”。

从民政部门制作安装门牌，到派出所进行定位、采
集和汇聚，再由市数字办将地名地址数据融入“全市一
张图”，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共享共用，升级了
乡村地名采集入库和地名信息共享服务，便利群众出
行，带动乡村旅游。

下一步，我市地名主管部门将以夯实基础、规范管
理、拓展服务为重点，充分挖掘和发挥“智慧门牌”便
民、为民作用，推动地名公共服务向基层一线、向群众
身边延伸，助推“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助力城
市发展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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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城厢区南门幼儿园的孩子们前往霞林消防救援站，参观消防车辆和装备，并体验消防演练
器材。图为活动现场。 林孟 摄

本 报 讯
（ 全 媒 体 记
者 林晓玲）
住房是民生之
本，更是各类

人才在城市立足的基础。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落实中央和
省委关于人才工作部署要求，着眼高层次人才、新就业大
学生、新市民、稳定就业群体的住房需求，通过 4种方式筹
集人才住房，倾力打造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人才住房保障体系。

针对高层次人才，我市采取购房补助、租房补贴、公寓

（周转房）、支持刚需购房等保障方式，其中高层次人才房
选取中心城区、大学城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配套生
活设施丰富的地段，采取商品房购买、盘活等方式筹集建
设。截至目前，全市共筹集人才住房540套。

针对各县区专业性技术人才，包括来莆落户就业的高
级技师以上学历的青年人、“雁归工程”回莆就业的莆籍学
子及海岛、偏远山区干部和基层教育、医护等领域专业技
术紧缺急需人员，各县区结合存量房源，统筹安排人才公
寓用于解决住房需求，对符合相关条件的给予租金减免。
截至目前，各县区（管委会）共筹集仙游县中兴小区、城厢
区七中山人才公寓、湄洲岛人才周转房、北岸妈祖健康城
人才公寓等项目共计 147套人才周转房，累计提供人才住

房周转保障约300人次。
针对基础性人才，由各县区（管委会）统筹纳入政府公

租房分类保障。全市公租房面向园区（开发区）用人单位
和城市运行一线行业实施定向分配189家单位2362套，历
年累计实施园区企业外来务工定向配租约1.06万人次，其
中累计保障环卫工人607人、公交司机268人、青年医生70
人、青年教师81人、农民工1036人、进城落户家庭268户。

针对来莆务工人员群体，我市通过加大园区配套住房
供应统筹解决。推动莆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荔城区经济
开发区、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等生产性企业自建宿舍公
租房7091套，用于保障企业用工，为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创造条件。

健全人才安居体系
我市多举措满足各类人才住房需求

“海滨蓑笠叟，驼背曲、鹤形臞。”一片棕叶、一把
剪刀、一双巧手，就能变幻编制出古时“雨衣”──蓑
衣。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现代雨衣，蓑衣逐渐淡出人
们的生活。但在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蓑衣制作技艺依
然历久弥新。

广山村是远近闻名的“棕衣之乡”，代代流传蓑衣
编织技艺。去年 7月，这项棕制品制作技艺被列入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走进广山村，家家户户门首或墙上都高挂一件精巧
的“缩小版”蓑衣，用于趋吉保平安。

沿着石砌巷道，来到一间石头房，“守艺人”柯玉
科正将棕片筛选分类捋齐。一桌一椅，剪刀细针，就是
他的工具。编、折、撕、拉、绕、穿、刺……他熟练地
除去棕片上的碎渣，用长长的棕衣针穿起棕线，再用剪
刀修齐。一片片普通的棕榈叶，经过一弯一绕、一重一
叠，呈现出一件件精巧的作品。

柯玉科是柯氏家族第四代棕制品工艺传承人。
30多年来，他凭借灵巧的双手和娴熟的技艺，将一
片片棕片编织成一件件精美的棕制品。像柯玉科一
样，村里的老人，都会制作棕制品。其中，70岁的黄
秀云主要编织艺术蓑衣等挂件装饰品。

凭着这项老手艺，老人们也能“接单”做生意。他
们或走村串户上门量身制作，或开设作坊加工，售卖棕
扫、棕笔、棕丝蒲团等传统手工艺品。近年来，老手艺
发展为新时尚，拓展出编织艺术蓑衣、棕丝拼画、棕丝
饰品等文创产品，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富人睡棕垫，穷人睡草垫”。风靡古代的棕丝床垫
流传至今。在手艺人徐炳义的家中，几名村民熟练地在
棕纤维上穿针走线，几番操作下，棕垫就初具模型。他
们手工编织的棕垫透气好、经久耐磨、天然环保，虽然
产量较少，但成为消费者争相抢购的网红产品。

在信息化、工业化生产的今天，广山村的棕制品手

艺人对接时代需求，用他们的巧手诠释了坚守的价值。
这些手工棕制品里藏着他们的匠心与智慧，不仅是技艺
的传承，更是文脉的延续。

林娇容 林亦霞 文/图

“棕衣之乡”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蓑衣制作技艺历久弥新——

老手艺编造新“潮品”

图为广山村村民在制作艺术蓑衣。

本报讯 近日，在仙游红木共享交易中心，大型运
输货车进进出出，把红木产品运输到全国各地。

仙游红木共享交易中心是一个“集中展示、共同营
销”仙作红木产品的共享平台。红木企业入驻平台，并
将产品上线到微信小程序售卖，全国客户都可通过小程
序下单，由交易中心统一发货。

在微信小程序中打开“仙作红木共享交易平台”，可
以看到琳琅满目的红木产品，从大件的沙发、床、书桌、餐
桌、梳妆台、麻将桌等，到小件的工艺摆件，生活所需，应有
尽有。产品材料有花梨、鸡翅木、红酸枝、紫檀、黄檀、海
黄、越黄、金丝楠木等，种类繁多。

据介绍，企业入驻到平台需填报产品的基本信息。
由平台联系质检单位，严格检测用料是否真实，有没有
以次充好，做工是否达标等，确保货真价实。

据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唐洁介绍，目前，“仙作红木共
享交易平台”已加入 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
至12月31日，购买符合相关活动要求的补贴产品，使用
云闪付完成支付，单笔消费满1000元，按照产品销售价
格（剔除所有折扣优惠后）的 20%予以补贴，单笔消费
最高补贴 2000 元，每位消费者累计享受补贴不超过
20000元。消费者可在微信搜索“仙作红木共享交易平
台”小程序，足不出户享受“平台补”“企业补”和“国
补”多重优惠。 （郑文洁）

买红木产品享受补贴
“仙作红木共享交易平台”
加入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戴立钦）11月 28日，在涵江
区国欢镇洞庭村公交站点附近，一名市民骑电动车不慎摔
倒，途经的市公交集团涵运公交211路驾驶员姚锦明看到
后下车相助。

当天 15时 40分，姚锦明驾驶公交车从始发站江边村
往涵江火车站方向出发，途经洞庭村站点附近，远远看到
马路中央有一名中年妇女被压在电动车底下不能起身。
道路旁车辆川流不息，情况危急。

姚锦明见状，与车上乘客说明情况后，把车停在电
动车前方，打开闪光灯提醒后方车辆避让，避免这名妇
女受到二次伤害。随后，他下车来到妇女身边查看情
况，尝试抬起倒地的电动车。然而，电动车上载着几袋
大米，车身偏重，姚锦明一人无法抬起，关键时刻一位
热心的环卫工人跑来帮忙。两人合力，把电动车抬起，
摔倒妇女终于得以起身。

扶正车辆后，姚锦明一边将掉落的大米整理好放到车
上，一边询问妇女是否需要就医。确认其无大碍后，他才
返回车上继续执行营运任务。

妇女骑车摔倒被压
公交司机停车相助

新闻超市X inwencha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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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本报讯 11月27日，秀屿区笏石珠坑小学开展以“文

明交通，携手共创”为主题的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
动，邀请交警进校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师生们提高交
通安全意识，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张世恩）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本报讯 近日，涵江区红十字金盾志愿服务队建队五

周年庆典公益晚会举行。晚会现场，志愿者向群众讲解无
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相关知识，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传递正能量。 （林娇容 王锦宁 林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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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平台通过呼叫派单，乡镇（街道）残联、村（居）
残协积极协助志愿者完成残疾人服务需求接单、现场确认
等工作。我市成立“莆善情”智能助残服务中心、市未成年
人“爱特”服务中心以来，全市 1000多名乡镇（街道）、村
（居）残疾人联络员及300多名医护人员注册加入“莆善情”
助残志愿者队伍，与 18家爱心企事业建立联动机制，常态
化深入村（居）开展扶残助残活动，共有1.6万多名残疾人得
到个性化志愿服务。

给平台、拓渠道、练技能，我市还采用“订单式”服务点
亮残疾人就业梦。发挥“莆善情”智能助残服务中心平台优
势，有就业服务需求的残疾人通过拨打平台统一服务热线，
即可完成办理求职登记、培训需求登记及就业政策咨询等
相关服务申请，由专门工作人员做好后续跟踪服务。今年
已接到服务诉求并反馈221人次。整合爱心单位等助残资
源和力量，为残疾人提供订单式培训，如携手国网莆田供电
公司启动“无忧电工”助残志愿服务项目，已免费培训残疾
人 190人次。今年上半年，全市城镇残疾人新增就业完成
率106%、农村残疾人新增就业完成率105.17%。

依托“全市一张图、全域数字化”平台，市残联建立
全省首个残疾儿童康复智慧服务系统，把全市 27家残疾
儿童康复服务协议管理机构纳入残疾儿童康复智慧服务系
统，针对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常态化开展医疗评估以及感
统课、个训课等公益康复指导服务。今年以来，已开展
22场线下活动。

强化保障强化保障 汇聚强大力量汇聚强大力量
基层组织建设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根基。市残联党

组、理事会高度重视、有力有序推进各县区（管委会）基层残
联换届及组织规范化建设。在新一届班子的带领下，圆满
完成 54个乡镇街道残联换届工作，基层残联面貌焕然一
新，为高质量推进助残工作提供人才支撑。

我市进一步健全以县级残联为主导、以乡镇（街道）残
联为骨干、村（居）残协为基础的残疾人组织网络，持续提升
残疾人问题就近就地解决能力。各村（居）成立残协，由村
（居）两委成员担任残协主席，并配备联络员。

市残联会同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出台《莆田市残疾人联

络员管理实施办法》，明确了乡镇（街道）、村（居）联络员职
责，积极推广城厢区华亭镇残联以及云峰村残协的经验做
法，推动村（居）残协“强起来、活起来”。按照基层残疾人组
织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全市54个乡镇（街道）残联做到组织
落实、办公场地及配套设施落实、制度落实、任务落实和经
费落实“五落实”，有力提升了基层残疾人工作效能。

我市始终关心关爱残疾人联络员的生活，加强与市财
政局协调，逐步提高残疾人联络员待遇标准。目前，全市
乡镇（街道）残疾人联络员工资为 2800元/月，村（居）残疾
人联络员岗位补贴提高到 200元/月，并设立年度绩效考评
工资。为练好残疾人工作者队伍的“内功”，市残联加大对
残疾人工作者的培训力度，提高基层残疾人工作者队伍素
质。

“基层残疾人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残疾人的桥梁和纽
带，是发展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组织保证，是为残疾人服务最
有力的抓手。”市残联理事长陈念禧表示，他们将继续加强
基层残协建设，打通联系和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凝聚
服务残疾人新力量。 全媒体记者 吴琪娜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