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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桂桢
通讯员 陈祎晨
近日，集美区杏林街道举办首

届企业家沙龙，以“政企面对面，共
话新征程”为主题，邀请辖区28家
规模以上企业和商会会员企业代
表齐聚一堂，通过扶持政策讲解、
杏林商会推介、咖啡茶话会等形
式，搭建起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友好交流平台。
企业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企

业家是城市的合伙人。今年以来，
杏林街道将服务企业作为经济工
作的基本抓手，在机制创新、人才
支持、政策帮扶等多方面持续发
力，全力以赴推进招商引资，优化
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肥沃
土壤”，努力当好企业家“合伙人”。

“1+N”
综合服务平台

后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
今年重新选址建设而成的，设置
了理论大讲堂、休闲阅读区、志愿
服务驿站等多个功能区，社工们
在这里常态化开展便民志愿服
务，举办各类活动，丰富村民的日
常生活。来自两岸的青年人才也
在这里协同开展乡村建设公益活
动，开发闽台文化研学课程。

实践站结合村居范围广的特
点，倾力打造“1+N”综合服务平
台，积极整合村委会、黑猫树屋、综
合文化服务站、幸福院、篮球场、戏
台等多种阵地，设置文明实践活动
分课堂，切实满足群众服务需求。
目前，实践站已培育睦邻志愿服务
队、爱心手工坊、文化讲解队、舞蹈
队、太极健身班等5支队伍。

集美区灌口镇双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传承农耕文化 升华文明乡风
农耕文化
特色讲堂

双岭村素有“灌口粮仓”的美称，
有着丰富的农耕资源和悠久的农耕
文化。实践站立足双岭村的乡村文
化特点，发挥阵地优势，挖掘农耕资
源，打造农耕文化特色讲堂。整合村
中的农耕达人，组织他们带领居民特
别是青少年进行各类农耕文化的体
验，让青少年充实课后生活、学习农
耕知识、提高动手能力，并搭建亲子
农趣互动交流平台，构建和谐幸福家
庭。此外，实践站还充分调动村中的
党员志愿者、银龄志愿者、草帽志愿
者和乡村医生等爱心人士入户助洁、
入户助餐、入户助医，入户帮扶残疾
青少年、残疾老人、高龄老人和困难
老人等，发动一切力量让志愿服务走
进村民家中，深入民心。

优化营商环境
当好企业家“合伙人”

位于后溪镇街路社的恒春油
坊，曾是中共闽西南灌口区工委
（团总支）机关旧址。在这里，时常
会看到老地下党员杨志宏为少先
队员们上课，这种别开生面的党史

学习教育课，让孩子们深受震撼，又
备受鼓舞。

后溪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农村幸福院等公益平台，通过多
种方式，利用大街小巷空间，为儿

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等群体
“量身定制”文化课程和活动，如“父
母课堂”、青少年文明礼仪课、“闽台
研学”志愿服务等，深受村民欢迎。
一系列活动陆续开展，将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闽台特色文化、中华传统
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为一
体，有效提升村民思想道德素质，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以文化人，净化乡风民风。

11月下旬，双岭村又将上演和
谐邻里节暨农耕趣味运动会。此
前，这样的运动会已举办了三届，活
动通过农耕知识讲解、农具趣味体
验等形式弘扬农耕文化。

农作物的种植方法都有哪些？
稻谷中的杂物怎么分？扁担、箩筐
等农具该如何使用……活动现场，
银龄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向参与
活动的亲子家庭详细讲授农耕知

识，传播农耕文化。在农耕趣味运
动会上，丰富有趣的比赛项目让大
家深入体验农具的使用方法。

“扁担、箩筐……别说用，很多
小孩见都没见过。这样的活动，既

让孩子体验农耕文化，了解农民的
辛苦，懂得珍惜粮食，也能多认识一
些周边的邻居。”村民周女士说，这
种寓教于乐的体验方式，孩子们更
加容易接受。

集美区后溪镇后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弘扬乡土传统 丰富村居内涵

杏林街道环境优美杏林街道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宜居宜业。。图为集美新城核心区图为集美新城核心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奇辉张奇辉 摄摄））

本报记者 陈冬 通讯员 吴小丽
这里的变化是喜人的，作为

“全国文明村”，集美区后溪镇后
溪村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平
台建设，挖掘本土传统文化资源，
以“文旅发展+闽台研学+教育共
融”为服务主线开展文明实践活
动，引入两岸青年人才参与村居环
境整治、社区营造、文化传承与传
播，带动文化振兴、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为后溪村注入新鲜血液。

为了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产业，
后溪村充分发挥闽台优势，分别引
入和欣社工和厦门北站台青双创基
地资源。一方面，和欣社工以实践
站为阵地，为村民开展各种公益类

课程；另一方面，一大批两岸青年驻
村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并参与
开展各种乡村建设公益活动，“黑猫
树屋”便是代表之一。

来自台湾台南市的青年吴炳

璋，2020年加入“黑猫树屋”的“青
青之约、村村出道”直播分享会，成
为后溪村的“代言人”，通过短视频、
直播等方式展示后溪村的文化艺
术、非遗手作。

后溪村正是发挥了“以台引台”
优势，串联两岸专家，携手两岸大学
生打造“后溪研学村”，并开发闽台
文化研学课程与路线，吸引众多两
岸青少年进村研学。

后溪村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现
存距今350多年的后溪村城内社城
遗址。城内，又称霞城，村落内有保
存完好的清顺治十八年就建成的城
墙和城门“拱辰门”“临海门”等古迹，
以及香火鼎盛的霞城城隍庙，还有近
百座闽南古厝，民俗文化丰富。

霞城城隍庙始建于清朝康熙元
年(1662 年)，它不仅是台北霞海城
隍庙的“祖庙”，更是台湾其他城隍
庙的“太祖庙”。庙里的“临海门”牌
匾历经百年，是两岸城隍文化一脉
相承的历史见证。

祈安日，是传说中霞城城隍爷出
巡的日子。后溪村文明实践站通过
引导，将这一民俗活动日提升为开展

传统文化申遗和两岸文化交流的活
动，围绕霞城城隍庙庙会习俗、霞城
阵头、城内五祖鹤阳拳等非遗项目，
打造富有闽台特色的城隍文化节，还
成立了霞城城隍文化保护中心，赋予
民俗日更深刻的意义和内涵。

此前，传统庙会阵头表演技艺
的传承一度出现断层，后溪村邀请
台湾城隍庙的表演师傅来教学，周

边村民以及附近的大学生都被这项
传统表演吸引，纷纷学习体验。闽
南传统文化在后溪人的保护下焕发
新生，蕴藏的文明之风也吹向了整
个村庄。

如今的后溪村，聚力打造了以
城隍庙为核心、城隍文化为灵魂，布
局合理、功能齐全、品味独特的城内
闽台民俗文化古镇。

本报记者 陈冬 通讯员 陈秀治
传递文明乡风，邻里守望相

助；传承农耕文化，助力乡村振
兴。近年来，乘着乡村振兴东风，
依托休闲农业发展，集美区灌口
镇双岭村党委通过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乡村振兴业务知识
调研、学习和研讨，推动产业兴旺
发展，引进人才参与发展，传承弘
扬传统农耕文化，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拥有丰富农耕资源和悠久
农耕文化的双岭村迎来了蜕变。

以文化人“量身定制”课程服务

今年6月，双岭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举办了“优美庭院醉爱乡村”
双岭村第四届最美庭院评选活动，
吸引很多村民晒出靓照。

活动以乡村特色、庭院氛围、景
观布置等作为评选标准，线上开通
投票通道，线下设置投票摊位，借助
入户和微信群等广泛动员邀请居民

参与投票。同时，实践站还邀请村
居达人骨干、退休教师等组成评审
小组，实地走访参赛庭院进行现场
评审打分。

“去年看到邻居林大姐在参
加最美庭院评选活动，感觉她家
的庭院越来越好看，所以今年我
也加入啦！这也让我懂得如何用

花草农作物等装扮我家的房子，
感觉就是不一样。”参加活动的陈
爷爷说。

“最美庭院评选”已连续举办三
届，村民参与的热情度越来越高。
今年有24户家庭自发投稿，线上投
票6610票，投票页面访问量15040
次，线下投票587票。双岭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社工陈女士，是评审
团成员之一，她告诉记者，最美庭院
评选活动的开展，让很多家庭有了
自治意识，还会带动其他家庭进行
庭院改造，排查居家安全隐患，“从
美化‘小家’做起，进而美化‘大家’，
使乡村风貌不断美化，助力乡村文
明建设。”

如今，田间耕作的场景渐渐远
离，在双岭村，许多中青年群体都在
外打工，留守在家的孩子对于什么
是农耕文化并不太了解。为了传
承延续农耕文化，文明实践站通

过“结对子”的方式，组织草帽志愿
者与社区居民开展各类农耕帮扶服
务，如种花生、拔花生、挖地瓜、割稻
谷等，在传统的农耕活动中，让青少
年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了解生命

萌发的神奇和不易，学会珍惜粮食，
倡导光盘行动，同时也助力亲子关
系良好互动持续增温。

今年77岁的孙钦和是双岭村文
明实践站银龄志愿服务队队长，也是

农耕达人。每回实践站组织活动，孙
钦和几乎都是第一个到场，他说：“镇
街村组织的各种活动，参加的人越来
越多，大人小孩都很开心，我们也很
乐意把农耕知识跟大家分享。”

寓教于乐 让孩子体验农耕趣味

美化家园 发动村民参选最美庭院

结对帮扶 了解农耕学会珍惜粮食

杏林街道将充分发挥“履职
尽责评价榜”的正向激励作用，结
合各项经济指标，尤其是针对3亿
元以下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调度和
招商引资工作细化上榜规则，鼓
励街道干部主动揭榜、攻坚克难，
调动起广大干部参与经济工作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集美区委区政府调配的两
名招商专才的基础上，杏林街道

还将配备招商专员，组建镇街招
商小分队，强化招商力量。这些
干部将专职做既有企业的增资扩
产，搭建商会协会服务“一站式”
枢纽平台，推动招商工作的专业
化、精细化。

在内部培养招商干部同时，
杏林街道将积极引进第三方专业
机构参与企业服务，建立企业目
录，助力企业开拓业务和市场。

内生外引 促进招商服务专业化

近日，升级版的《杏林街道支
持工业企业增产留才暂行办法》
出台，在区级政策基础，进一步提
高对企业增才留才的奖励标准，
加大产值调度力度，助力辖区企
业引才聚才，实现长远发展。

具体而言，针对第三季度的

增产留才奖励，街道配套部分标
准上浮20%，即街道配套增补每
个名额奖励600元。同时，第三季
度产值增幅溢出第二档奖励（2000
万元至 1 亿元企业为 40%，1 亿元
至 3 亿元企业为 30%）的部分，可
留存至第四季度计算。

强化政策 支持企业增产留才

据了解，杏林街道现有杏林
湾营运中心7号楼、龙湖天街、杏
林社区与轨道集团合作的集体发
展用地等优质招商用地。未来，
杏林街道在加大招商力度的同
时，还将努力盘活经济空间，拓展
优质招商载体。

杏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进一步梳理辖区经济空间，计划购
买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12号楼五

个楼层约1万平方米办公区域，并
探索在其他镇街拓展“飞地”发展
空间，孵化招商空间载体。同时，
持续攻坚重点项目，抓好西亭大社
片区整村征收剩余房屋扫尾工作，
全力配合辖区地块有序挂牌出让，
为新城片区发展腾出空间。

此外，该街道将研究出台配套
政策，在租金等方面给予企业最大
支持，吸引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

盘活空间 拓展优质招商载体

“城市的未来与企业是共生
共荣的，是相互赋能、共同成长、
彼此成就的。今天，我们通过这
种宽松的面对面交流的形式，增
进政企之间、企业跟企业之间的
交流互动，积极寻求破除企业、行
业、政企之间的信息服务、技术支
撑、资金来源等相关壁垒。”在杏
林街道首届企业家沙龙活动中，
杏林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邀请
辖区企业家加入杏林发展的“群
聊”，坦诚交流，共创未来。

在沙龙中，杏林街道也发现了
一些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阻点、
难点问题，下一步将集中进行研讨，
帮助企业纾解实际困难，助力企业
高质量发展。据了解，这样的政企
对话活动，以后还将持续举办。

这是杏林街道精准帮扶企业、

加大招商力度的举措之一。近来，
该街道制定了《杏林街道服务企业
项目清单》，梳理出“为企业办实
事”7个方面共24个企业服务事
项。街道两委领导定期走访挂钩
企业，带去最新的扶持政策，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诉求。根据
杏林街道“为企业办实事”要求，每
位挂钩企业领导每季度至少要帮
企业办一件实事，并在每月的党工
委会上通报进展，精准帮助企业解
决问题，实现稳产增产。

接下来，杏林街道将探索形
成“企业需求—受理分派—督办
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将保姆式
主动服务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
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
有结果”，营造硬环境的“强磁
场”，实现“政府+企业”双轮驱动。

精准帮扶 为企业纾困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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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至9月，杏林
街道累计完成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95.82亿元，同比增
加 3.99 亿元，同 比 增 长
4.34%。其中，3亿元以下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累计完成
14.14亿元，同比增加1.54
亿元，同比增长12.22%，增
幅排名集美区第一。

今年1月至9月，
杏林街道实现财政
总收入33.36亿元，
同比增长47.1%，增
幅排名集美区第一；
实现街道本级收入
3.96亿元，同比增长
69.5%，增幅排名集
美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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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
闽南特色建筑绘画公益活动。

后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学生参观古迹功德坊后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学生参观古迹功德坊。。
（（本组图本组图//后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后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提供提供））

▲双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最
美庭院评选活动，图为村民投票。

亮点

双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农耕趣味运动会双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农耕趣味运动会。。图为亲子体验图为亲子体验
““手推车手推车””运送物资运送物资。（。（本组图本组图//双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双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提供提供））

集美区杏林街道多措并举为企业
发展提供肥沃土壤

杏林街道举办首届企业家沙龙杏林街道举办首届企业家沙龙。（。（杏林街道杏林街道 供图供图））

亮点

传承创新 打造城隍文化节

两岸携手 发展乡村文旅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