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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现场推进
低效闲置土地整治工作

■记者滕端钦

守护“母亲河”绽放“生态美”

■记者林文捷

福清全面暂停清明祭扫活动

■记者陈盼兰

水，是城市的灵魂，是发展的命
脉，也是福清加快打造现代化海滨山
水城市的重要一环。

龙江是福清的母亲河，见证了福
清千百年的发展，在福清人的记忆里，
水清河畅、鱼翔浅底；龙江是福清厚重
历史文化的载体，串起了唐陂、宋桥、
元佛、明塔等文化古迹；龙江更是福清
城市发展愿景的底图，犹如一条扁担，
上游挑起石竹山景区和高铁文旅小
镇，中下游挑起冉冉升起的东部新城。

2021年 12月，龙江生态水系综合
治理工程拉开序幕，我市用打造百年
精品工程的决心，力争让母亲河重现
往日的灵光。工程结合东部新城开发
建设，高标准开展龙江中下游综合治
理，努力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流域生态格局，切实把龙江打造成
为福清的生态轴、景观轴、发展轴，让
龙江成为防洪保安全、健康水生态、宜
居水环境的“幸福河”。

合力共治
构建良好工作格局
傍晚时分，来到新江滨公园，市民

们有的悠哉地坐在“古早味”的大众茶
馆里品茶，有的穿梭在公园中享受无
限美好时光，有的和朋友在欢乐的舞
蹈中尽情欢笑……“过去，这里比较老
旧，空间也小。现在，改造后的公园不
仅保留了原有特色标志和大树，还增
添了古城建筑、大草坪等景观，面积也
大了不少，家门口又多了一个好去
处。”谈起公园的变化，市民王先生高
兴不已。

新江滨公园占地面积约 2681.4
亩，在原有的公园基础上扩大了一倍，
主要打造丰富的林下休憩、娱乐空
间。沿江栏杆换成了大面积绿植边
坡，将公园的景致与龙江两岸融为一
体，新建了生态驳岸及沿江休闲步道，
休闲步道与龙江南岸公园及龙江上游

公园步道串联成环龙江休闲步道。
江滨公园的“新”得益于龙江生态

水系综合治理，是我市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送给市民的生态

“福利”。眼前这幅水清岸绿、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描绘了福清生
态宜居的优美环境，也擦亮了福清加
快打造现代化海滨山水城市的民生

“底色”。
由于历史等原因，龙江流域溪流

水质曾一度下降，中下游河床淤积严
重，导致行洪纳潮不畅，潮汐动力减
弱，受人为活动影响，两岸风光与历史
记忆相差很大。

治理一条江，改变一座城。龙江
生态水系综合治理浓缩着福清的发展
理念之变、发展方式之变，见证了生态
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事实上，对母亲河的保护和治理，
福清从未停止过脚步。2006年，我市
启动龙江综合治理工程以来，先后推
进龙江综合治理工作、龙江中下游综
合治理工程、龙江流域水系综合治理
工程……16个春秋，我市一任接着一
任干，用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劲，让龙
江流域今朝更好看。

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龙江生态
水系综合治理工程，昭示了福清破解
生态瓶颈，为加快打造现代化海滨山
水城市擦亮绿色“底色”的决心。

福清坚持全市“一盘棋”治理，力
度大、决心大，统筹岸上岸下、上游下
游，展开一场全流域、全要素系统治
理。在水里，组织开展河床清淤工程；
在岸上，一方面坚持全面截污，另一方
面坚持全面治乱；在两侧，按照“建一
批、治一批、改一批”思路，统筹推进污
染源治理。经过治理，“一江四溪”水
质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与提升。两
岸公园成串，就像镶嵌在龙江边上的
一颗颗璀璨明珠，成为城市一道最美
的风景，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明显

增强。

人水和谐
着眼循环持续发展
在南门闸至利桥段河道重塑便道

工地，挖掘机轰鸣作响，运输车辆往返
穿梭，建设者们正在紧张施工中。

龙江中下游综合治理河道长度约
15.3公里，实施包括堤路结合、截污控
源、重塑河道、生态补水、生态修复、防
洪排涝的系统生态治理工程，围绕“一
江两带三区多园”，充分考虑以龙江为
轴的水脉，结合两岸沿线的生态修复
带，打造城市功能文化区、城市湿地游
览区、湿地生态修复区和多处主题公
园节点。

“城市功能文化区位于旧城区，将
结合利桥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打
造；城市湿地游览区是本轮打造的亮
点，位于东部新城的猪母湾是其中的
重点，清淤后，猪母湾将拥有 300米宽
的河道，实现了湿地进城区的美好期
盼；湿地生态修复区，主要以湿地、城
市绿肺为主，在保持原生态的基础上，
进行绿化种植，将湿地修复好。”市水
利局负责人说。

生态修复工程范围为利桥到海口
特大桥，有助于生态修复、改善环境，
发挥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持、湿地
生产力、生物廊道等重要功能，为河流
形成一条绿色的生态屏障。

为修复龙江流域生态环境，我市
还通过谋划、建设江滨公园等思路，结
合园林景观植物配置、园建造景等措
施，塑造河道沿线绿色景观，进一步优
化龙江流域水系周边环境。着力于

“修复+串联”的工作理念，生成 10多
个江滨公园项目，主要分布于龙江干

流、虎溪流域、大北溪流域等。同时，
结合周边生态景观建设，梳理谋划符
合生态修复功能、人文环境的公园设
计，打造一个个充满生命韵律、景观层
次丰富的现代江滨公园。

如何更加高效优质地做好水利工
作，实现从传统水文过渡到现代水
文？此次龙江生态水系综合治理倾力
打造智慧水利工程，新建监测站点 99
处，接入已建站点 111处，在利用整合
水利局已建系统基础上，新增开发功
能模块，统筹建设龙江流域联排联调
智慧水利平台。平台建成后，实现水
质（含水位、水量）监测预警、闸泵站联
排联调、事务闭环处理、防洪排涝智能
化辅助决策等主要功能，能精准发现
问题段、问题点。同时，安装地面积水
监测，实时监测城区街道路面低洼积
水情况，并预留远期接入端口。

目前，市政工程北江滨路试验段
正在进行水泥搅拌桩施工。海口镇总
长约1800米的龙江北岸现状提升修缮
工程、古桥至终点（霖姜路）长度为
1600米的居民区与岸线自然过渡景观
休闲步道、沿线以海丝之路为主题布
设景观节点与绿化，均已完成施工图
设计工作。

龙江生态水系治理关系城市发
展，更是关系到福清未来百年、千年发
展格局的一件大事。龙江之变，是生
态样板，也是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
窥见的是福清加快打造现代化海滨山
水城市的决心和信心。今后，我市还
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
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落实

“绿色发展”专项行动，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取得新成
效，更好地造福福清人民。

广大市民朋友们：
又是一年清明时，祭扫先人

寄哀思。在这慎终追远、寄托哀
思的时节，国内和福建疫情呈现
多点散发、局部爆发态势，福州地
区也已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全市疫情防控形势比较严峻。为
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切实保障全
市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特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发出
如下倡议：

一、提倡喜事缓办
倡导婚嫁等喜庆事宜，能够

不办的尽量不办，能够推迟的尽
量推迟，能够不参与的尽量不参
与。倡导新人延期登记，避免特
殊日期扎堆登记。大力提倡微信
贺喜、网络送福。

二、提倡丧事从简
从简从快办理丧事，简化治

丧方式，缩短治丧时间，不举行遗
体告别仪式，不搞集中悼念、集中
用餐等活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聚集，并做好必要的防护防控措
施。树立厚养薄葬新观念，倡导
生前尽孝尽心，让老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三、提倡文明祭祀
祭祀活动重于心不拘于形。

我市已全面暂停现场祭扫活动，
严禁人员上山祭扫，我们倡导采
取网络祭扫、居家追思等安全文
明方式慎终追远、缅怀先辈，以绿
色祭祀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我们
也倡导在外融籍乡亲，非必要不
回融，通过在线祭扫等形式缅怀
先人、寄托哀思，尽可能减少人员
流动和集聚。网上祭祀方式如
下：登录福州市殡葬协会开设的

“清明纪念网”或福清市生命公园

网站（www.fqssmgy.com）开展网
络祭祀。

四、提倡科学防控
养成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和

公共卫生习惯，积极落实戴口罩、
勤洗手、勤消毒、勤通风等防护措
施，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多配合、多理解、多支持，通过权
威发布渠道了解和掌握疫情动
态、防治知识，不信谣、不传谣、不
造谣，保持正常生活秩序，共同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

五、提倡群策群防
各村（社区）和红白理事会要

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做好本村（社
区）居民红白事指引，最大限度控
制人员范围，加强宣传教育，加强
服务保障，用实际行动解决当事
人及其家庭的后顾之忧，切实提
高疫情防控执行力和居民认可
度。

六、提倡带头示范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文明

节俭办婚事、治丧事以及疫情防控
等方面做好表率，坚决不参与任何
宴会、群体性聚餐等活动，积极劝
导亲友喜事缓办、丧事简办，以正
确导向和行为示范带动广大群众
转变观念，争做疫情防控、移风易
俗的践行者、引领者、宣传者。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移风易
俗共同参与。希望广大市民朋友
们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以实际行
动支持和参与移风易俗、疫情防
控工作，共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
园，为最福清建设营造文明和谐
的社会环境。

中共福清市委文明办
2022年3月24日

关于深化移风易俗
加强疫情防控的倡议书

本报讯 随着清明节假期临近，
人员流动密集，疫情传播风险倍增。3
月23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为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推动疫情
防控措施落细落实，即日起，我市全
面暂停清明现场祭扫活动，严禁上山
祭扫，倡导开展网络祭扫。

据悉，即日起，我市全面暂停所
有公墓陵园（含小南洋公墓及其他
坟墓安置区）、骨灰楼（堂）、生命公
园、宗教场所、农村传统墓葬区及其
他散葬坟墓等场所祭扫活动，具体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各公墓陵园、

骨灰楼（堂）、生命公园等殡葬服务
机构将组织开展一次集体代为祭扫
活动。全市范围内禁止人员上山祭
扫，各镇街、村（社区）、农场将强化
管控，在上山路口设立疫情防控、防
火宣传服务站，做好祭扫人员的劝
返工作。

清明将至，为确保群众健康祭
扫、安全祭扫、文明祭扫，市民政局
倡导公众采取网络祭扫、居家追思
等安全文明方式寄托哀思，网络祭
祀方式如下：登录福州市殡葬协会
开设的“清明纪念网”或福清市生命
公园网站（www.fqssmgy.com）开展
网络祭祀。

猪母湾效果图猪母湾效果图。。

本报讯 3月 23日晚，我市召开疫
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福建工作组意见，按照省委、省政府
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
署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工作。福州市委
常委、福清市委书记叶仁佑出席并讲
话。吴永忠、陈存枫、翁芳明等市四套
班子领导参加会议。

叶仁佑充分肯定了我市疫情防控
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对奋战在
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医护工作人员
等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连日来，全市
各级各部门认真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会议部署和省、福州市工作要求，
全力以赴、积极应对，疫情防控工作总
体有序有力。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
到，当前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必须
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广泛动员
各方力量,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合理安
排轮班轮岗，团结一心，一鼓作气，确

保各项工作正常有序运转，共同构筑
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确保人民生
命健康安全。

叶仁佑强调，清明将至，返乡人员
流动性增加，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加
大，疫情防控任务艰巨繁重。要做好群
众工作，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劝导在外
乡贤乡亲非必要不返乡，倡导网络祭
扫、居家追思等文明祭扫活动，降低疫
情传播风险。要加强网格管控，充分发
挥网格员作用，认真负责做好各村、小
区、工厂、单位等场所进出人员登记、测

温、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等信息摸排工
作。要坚持科学防控，做好大数据平台
推送的各类信息线索摸排工作，切实加
强涉疫风险人员排查管控，做到信息日
推日清、防控心中有数。要精准有效推
进，按照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安排部
署，科学有序开展重点区域、重点人员
核酸筛查工作，统筹做好隔离场所、人
员转运、场所消杀等各项工作，坚决守
住疫情防线。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镇街、园
区、农场设分会场。

构筑群防群治防线 确保人民健康安全
我市召开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记者 林翔

本报讯 昨天，市长吴永忠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提高效率、
提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现场推
进低效闲置土地整治工作，强调要
拿出攻坚突破的力度，推动低效闲
置用地清理处置工作，有效盘活闲
置土地，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为
我市高质量发展争取更大空间。

当天，吴永忠一行先后来到高
山镇、三山镇、蓝色产业园、龙田镇
及龙江街道，察看了闽桂果蔬冷冻
加工有限公司、泽兴家具制品厂、通
达机械有限公司、荣德铵家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及中信先施富创世纪城
等项目闲置地块，详细了解企业土
地闲置原因、项目发展等情况，以及
目前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深入分析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现场研究协
调处置措施。

吴永忠指出，抓好闲置土地处
置工作既是贯彻落实节约集约用地
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土地要
素瓶颈，实现我市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坚持以用
为先、批管并重，坚持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扎实细致做好低效闲置土
地处置工作。

吴永忠强调，要提高站位，强
化观念，把闲置土地处置盘活工作
放在心上、落在实处；要增强合力，
压实责任，树立全市“一盘棋”思
维，抓紧处置、及时“销号”；要精准
发力，逐宗盘点，确保各项举措对
症下药、行之有效；要迎难而上，主
动出击，紧盯时间节点，依法依规
处置，确保低效闲置土地盘活处置
工作高效落实，为全市高质量发展
提供土地保障。

市领导莫开奇、张晓参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