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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宗琴

近日，记者走进集美区杏滨

街道锦鹤社区，发现这里的居民

团结和睦，党员更是主动参与社

区治理，共建美丽温馨的幸福家

园。那么，这样的局面是怎么形

成的呢？记者采访了锦鹤社区

党总支书记叶燕芬，深入了解锦

鹤社区是如何凝聚“民力”、倾听

民声，更好地服务居民。

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
据了解，锦鹤社区不仅有本

地居民，也有很多新厦门人，更

有众多企业聚集于此，如此多元

化、差异化的人口结构，给社区

治理带来了一定难度。在叶燕

芬牵头下，锦鹤社区探索出了以

“四融为邻”为理念的党建品牌，

通过资源融汇、力量融聚、服务

融通、爱心融合等方面，以“引

邻”为主线，引进专业社工机构，

串起辖区内外各方资源，为居民

搭建“党员活动、便民服务、文化

娱乐、难题共解”等四大平台。

住在锦城国际小区的老党

员高建民，就是积极参与社区治

理的一员。他主动请缨，与社区

几名党员一起，穿上红马甲，当

起“环境卫生督导员”。

叶燕芬介绍，像高建民这样

主动作为的居民还有很多，社区

“引邻”的目的，就是希望居民都

能主动参与进来，共建共治共享

幸福家园。

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电动车不能进楼道，可又

没地方充电……”“小区除了广

场，没有其他功能室，我们这些

老人无处可去……”在锦鹤社

区，有这样一个“民情气象站”，

居民可将“烦心事”等反馈到

此。叶燕芬牵头小区党支部，发

动小区党员、网格员、热心居民

等担任义务“气象员”，精准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

为解决居民反映的充电桩

问题，叶燕芬等通过多方走访、

协调，先后在两个小区增设10

处电动车集中充电棚，在小区周

边商铺设置户外电动车充电插

座61个，有效解决了居民的充

电需求。

得到居民反映锦城国际小

区老人无休闲区这一“情报”后，

叶燕芬立即组织小区党员群众

开会，听取多方意见。随后，社

区整合各类空间资源，在小区内

打造党群之家、漂流书屋、有声

图书馆等多个活动阵地。此外，

社区还改造升级了其他小区的

活动区。这样一系列举措下来，

不仅老人的休闲娱乐需求得到

满足，更多居民也得到了交流互

动的空间，进一步拉近了邻里关

系。

叶燕芬介绍，现在社区还依

托这些活动区开展志愿服务和

文体娱乐活动，丰富居民的生

活，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同安区莲花镇上陵村:

农户抢农时
田野耕作忙
晨报讯（记者 林燕萍）眼下

正是早稻插秧季节，同安区莲花

镇上陵村农户们抢抓农时，忙着

起秧、栽插早稻，为田野披上“绿

装”，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

昨天，记者来到上陵村，看

到水田里农户们挽起袖子、卷起

裤腿，或赶着耕牛，或俯身插秧，

掀起耕作的热潮；俯仰之间，一

排排嫩绿的秧苗就齐刷刷地立

在秧田中了，随风摇曳。“得益于

前段时间的几场春雨，大家都忙

着整地蓄水，这几天刚好是村里

种早稻的高峰期。”正在田里插

秧的村民詹评周说道。

据介绍，3月初，詹评周一家

就忙着准备育苗工作，将去年筛

选过的种子泡水，进行催芽，之

后把种子撒到田地里，再覆上薄

膜做好保温工作。过了一个月

左右，詹评周抓住气温回升、雨

水充沛的有利时机，进行了水稻

秧苗移栽工作。“由于上陵村地

势较高、气温偏低，所以我们早

稻的种植时间比其他村要晚15

天左右。”詹评周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陵村

计划播种早稻面积12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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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杏滨街道锦鹤社区党总支书记叶燕芬：

丰富居民生活 提升居民幸福感

晨报记者陈起鸿

通讯员许天李舒荣

走街串巷为养殖户排忧解

难……近一个月来，厦门市海洋

与渔业研究所积极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加强调查研究，把党建

与业务工作相融合，扎跟基层、奔

忙在一线，开展春季水产技术服

务和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每周深

入岛外各区渔业生产企业，将优

质服务送到“家门口”。

“争优！争先！争效！”围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海

洋与渔业研究所多措并举，秉承

“扶渔兴海”的初心，持续推动“深

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活

动走深走实，为厦门海洋经济发

展再添生动注脚。

带上“百宝箱”
为养殖户答疑解惑

4月12日上午，记者在厦门

百利海洋种业产业园的苗种生产

车间里看到，室内温度被恒定为

31℃，充满饲料的棕褐色池水中，

数以亿计的虾苗正在水中畅游。

市海洋与渔业研究所工作人员手

持表格，仔细检查着养殖记录、用

药记录，向养殖户耐心询问虾苗

具体情况。

据了解，作为厦门体量最大

的虾苗培育产业园，厦门百利海

洋种业产业园目前共有700多口

养殖池。“春节后我们生意越来越

好。”厦门百利海洋种业产业园办

公室主任刘宇哲表示，每年的四

五月都是虾苗售卖的旺季，他们

平均每天可以卖出上亿尾虾苗，

发往全国各地，连东北也有客户

特地前来联系购买。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准

备了“百宝箱”，贴心地送到养殖

户手中。打开“百宝箱”，里面既

有头灯、PH试纸等实用物品，还

配备各种“干货”，包括水产养殖

用药明白纸、信用宣传单、宣传折

页和水产养殖相关书籍材料等。

值得一提的是，系列技术书籍是

市海洋与渔业研究所邀请专家建

言献策并编写的，贴合厦门本地

养殖户普遍情况，内容兼具可读

性与实用性。比如在虾苗养殖方

面，书籍对养殖要点、车间建设、

疾病防治等诸多方面进行详细说

明，养殖户遇到难题时很快就能

“对症下药”。

“我们养殖的虾苗能受到市

场欢迎，这离不开市海洋与渔业

研究所的支持。”刘宇哲笑着说

道，一有各种政策优惠，工作人员

都会第一时间告知他们，并手把

手指导申请流程。

化身“智囊团”
顶风冒雨解技术难题

不仅如此，市海洋与渔业研

究所工作人员还化身“智囊团”，

顶风冒雨为养殖户解决技术难

题。

走访完厦门百利海洋种业产

业园，工作人员赶往龙腾瑶水产

养殖公司开展检查。“长期以来，

我们石斑鱼养殖成活率都不高，

但一直找不到原因。”龙腾瑶水

产养殖公司负责人吴国瑶说，公

司主要养殖青斑、老虎斑、珍珠

龙胆等常规品种，但鱼类整体成

活率在50%左右，尝试过各种办

法也没能提高。得知消息后，市

海洋与渔业研究所工作人员随同

负责人前往养殖场展开调查，刚

走入养殖场就能明显感觉到闷

热并伴有鱼腥味，工作人员们仔

细排查着各处，不多时，额头已经

冒出了点点细汗。在综合考量之

后，工作人员才放心为负责人逐

条分析解答、提出建议和解决方

案。

记者了解到，为保质保量完

成全面检查，工作人员一直奔忙

在一线，每次检查行程都安排得

满满当当，往往上午行程结束后，

吃过午饭顾不上午休，就又前往

下一处养殖基地。“上周虽下着大

雨，但我们还是按照约定时间，不

打折扣地走访了每个养殖户。”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只要能为养

殖户解决难题，我们再辛苦都是

值得的。”

深入一线调查 送去优质服务
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研究所开展春季水产技术服务和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工作人员在现场仔细询问养殖情况。记者陈起鸿摄

叶燕芬（右一）进行红绿灯设置问题调查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