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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本报讯（郭扬  吴锡坤）  3月4日，云霄县召开

2023年党管武装工作讲评部署会暨基层武装部政治教

导员述职会。县委书记、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蓝良

木参加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人武部党委书记、

上校政治委员吴南华主持；县人武部党委副书记、上

校部长李超，副县长洪逸峰，人武部中校副部长陈培

瑞参加。

蓝良木指出，过去一年，各级各部门扛牢党管武

装政治责任，抓经济不忘固国防、搞建设不忘兴武

装，民兵建设、兵员征集、双拥共建等各方面工作取

得较好成效，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提供了有力

保障。特别是县人武部被评为“全市征兵工作先进单

位”，马铺乡武装部被评为“全省征兵工作先进单

位”，成绩值得肯定。

蓝良木强调，要坚持对党忠诚，锻造一流过硬政

治能力。要自觉坚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聚魂、指导工作，全面

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管武装，深化双拥

共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要聚焦目标任务，锻造一流过硬援战

能力。要狠抓战备建设，构建运转高效的军地联合指

挥体系；要狠抓援战演训，加强民兵建设“十四五”

规划任务攻坚，提前筹划和准备好年度民兵工作综合

考评；要狠抓应急演练，组织民兵分队积极参与抢险

救灾、维稳处突、重要目标防护等重大任务。要紧盯

矛盾问题，锻造一流过硬动员能力。要进一步做好潜

力调查、兵员征集和基层治理工作，巩固拓展“全市

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成果，推动我县国防动员建

设再上新台阶，营造团结和谐安全的发展环境。

会上，吴南华总结回顾了2023年度党管武装工

作，并部署新年度工作。李超宣读表彰通报，与会领

导分别为省、市、县三级武装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颁奖。东厦镇、火田镇、陈岱镇、下河乡、马铺乡

等5个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作现场述职，其他乡镇

作书面述职。

云霄县2023年党管武装工作讲评部署会
暨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述职会召开

本报讯（郭扬）  3月7日，云霄县委书记蓝良木赴福州市拜访福

建省立医院和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专题座谈的形式，沟

通对接省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等有关事项，加快提升县医院、

县中医院医疗服务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进群众健康

福祉。福建省立医院党委书记曹华，党委副书记、院长陈刚；福建省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林章雅分别参加座谈。

会上，蓝良木代表云霄县各套班子以及全县人民，向福建省立医

院和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云霄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支持，

以及对云霄县医院和县中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帮扶指导表示诚

挚感谢和崇高敬意，进一步总结成绩、交流经验、巩固成果，持续推

动对口帮扶各项工作走深走实。

蓝良木表示，近年来，云霄县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始终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牢牢把握省纪委监委挂钩帮扶契机，结合全市中

医“名医、名科、名院”发展战略和“名医入漳”计划，以问题和目

标为导向，在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构建有序就医诊疗格局、促

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完善医防协同机制等重点领域持续发

力，进一步健全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完善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实现

了医疗环境和医疗技术双提升。希望福建省立医院能继续全力支持、

深度帮扶云霄县医院，在加强人才储备、学科建设与管理提升等方面

实现全方位对口帮扶，助力县医院通过三级综合医院验收；希望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持续加大医疗技术和医院管理经验指导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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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领导分别为省、市、县三级武装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颁奖

云霄县委书记调研春耕生产工作
本报讯（郭扬  吴锡坤）  3月6日，云霄县委书记蓝良木带队调研春耕生产工

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

领会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和市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决扛牢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抢抓农时、不误农事，全力以赴做好春耕生产，不断提升粮

食安全保障水平，为全县

“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惊 蛰 过 后 ， 万 物 生

发，云霄乡村奏响春耕备

耕“进行曲”。蓝良木一

行深入东厦田间地头，走

进江边家庭农场，与当地

种粮大户及菜农面对面交

谈，详细询问早稻专业化

集中育秧和应季春菜种植

销售情况，并到东厦镇竹

塔等4个村2023年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漳江水闸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现场办公解难，持续

夯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蓝良木强调，要把春耕春种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重点抓紧抓实抓好，扎实推

进农资稳定供应、农业用水保障、农技帮扶指导等工作，宣传落实好各项支农惠农

政策，确保不误农时不负春，为全年粮食再获丰收奠定基础。要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集中连片开展田块整治、土壤改良、灌渠改造等举措，

着力解决耕地细碎化、设施配套不齐全等问题，促进农田集约化利用，让土地发挥

出最佳效益，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要做细做

实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土地规模流转各项工作，进一步丰富流转形式、完善监管机

制，严格规范土地测量、合同签订、租金发放等环节，切实维护农民自身合法权

益，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和农业综合效益。要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更好发

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强化征地保障、宣传发动和水政执法，正

确处理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农业生产需求、道路交通运输需求、生态环境保护等

因素之间的关系，确保涉农领域民生项目发挥出最大效益。

县委副书记方毅强参加调研。

云霄街头，“警” 急救助
本报讯（方楚楚  林凌峰）  3月6日18时许，云霄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顶溪路红绿灯创城执勤时接

群众求助称，宝溪路有一名老人瘫倒在地上，得知情

况后执勤警员立即赶往现场。

监控画面显示，一名老人独自行走至宝溪路时突

发身体不适，步履蹒跚，四肢抖动，正尝试沿途寻找

空地休息，就在此时，老人双脚刚踩上马路牙子，但

因身体突然失去平衡，整个人扑通倒下坐在地上。随

即，过往的热心群众赶紧寻求民警帮助。

“当时我和同事正在顶溪路红绿灯下执勤，一名

群众着急过来求助我们，说在附近看到一个老人倒在

地上，四肢抖动厉害，我们两个人立即赶到现场查看

情况。赶到现场后，我们迅速联系120急救车，并询

问老人的名字、家庭地址，立即查明身份联系老人的

家属。”云霄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辅警何增强

说。

随后，救护车赶到现场，民警协助医护人员一起

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县中医院救治，此时民警才放

心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开展执勤。

事后，记者向家属了解情况，家属称，老人当天

独自外出时迷失方向，由于体力透支、情绪紧张等因

素突发身体不适，目前正在医院休息观察。家属表示

今后一定更加注意老人的出行安全，并对民警及群众

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

本报讯（许颖  张湉）  在云霄

县云陵镇下城村，新品种白枇杷——

“白雪早”正在陆续成熟上市。枇杷

界的无冕之王成为水果市场的“新

宠”，不仅卖出了好价钱，还甜出了

致富路。

走进张勇章水果家庭农场，一棵

棵郁郁葱葱的枇杷树密布在山坡上，

果树上挂满了银色套袋，随风摇曳，

果农正轻轻取下一个套袋，将一颗颗

“金果子”从枝头采进篮中。

“目前我种植了‘白雪早’二十

多亩，是从省农科所引进过来的新品

种，去年刚刚试投产，今年开始进入盛产期，每

次可采摘200斤左右。”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勇章将

圆滚滚的白枇杷一剥开，鲜嫩多汁的白色果肉就

露了出来。

“白雪早”是白肉枇杷早熟品种之一，肉质

为白色，果实大，果肉甘甜，紧实细腻，果皮

厚，不容易裂果，甜度比普通的枇杷更

高，挂果时间也比较长。新品枇杷因风味

独特，品质俱佳，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加上产量有限，价格也比云霄传统品种的

枇杷要高，经济效益显著。

“‘白雪早’枇杷从农历二月初可以

采摘到农历三月底，目前市场价格是每斤

40元左右，主要是销往浙江，我们有稳定

的收购商。”张勇章说。

新品种，新气象。近百亩的枇杷种植

园内，张勇章已成功引育7种白肉枇杷新

品种，并带动周边果农开始推广新品种。

对于未来枇杷产业的发展，张勇章充满自信：

“下一步，我准备把枇杷农场改造成大棚，发展

成设施农业，防虫避雨，使枇杷的品质得到提

升，还准备跟专业团队合作，扩大经营规模，做

到产销一体化。”

多年来，云霄县大力推广早熟优质新品种，

发展枇杷种植。20世纪90年代，云霄引进由“解

放钟”与日本“森尾早生”杂交选育的“早钟6

号”枇杷，比本地品种提早15天成熟。近年来又

引进白肉枇杷，果肉更加柔软细嫩、清甜爽口，

是枇杷中的“白富美”。

云霄是全国地标第一县，著名的“中国枇杷

之乡”，也是中国优质枇杷基地重点县和服务果

业全国先进单位。近年来，“云霄枇杷”品牌越

擦越亮，以其果大、色泽鲜艳、酸甜适中，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以及中欧地理标志

互认保护认定，并荣膺中国驰名商标、世界地标

博览会金奖等多项荣誉。

云霄县委书记到福州拜访福建省立医院和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双方进行专题座谈

蓝良木与当地种粮大户面对面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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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许颖  张湉  陈杭）  “蒜粿是客

家的特色小吃，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很多

同村小伙伴去外面打工回家来，心里想的还是

这一口糯叽叽的蒜粿。”近日，笔者一入云霄

通贝村，就遇到村民张惠莲热情的介绍。整个

村庄弥漫着浓烈的“蒜粿”的香气。

浓缩的是情感

通贝村位于云霄乌山脚下，是客家人的聚

集地，现有人口1000多人。该村是云霄县革命

老区基点村，村民均为张姓人家。据介绍，当

地人特别偏爱糯叽叽的美食蒜粿。每逢春节，

当地人就会精心制作各种用米浆包裹馅料的

“粿”和“粄”，以示庆贺和请客，小小的蒜

粿里面，浓缩了满满的客家美好情感。

张勤香是通贝村的老客家人，新春一大

早，张阿姨家烧柴火的大鼎早已点燃，灶火旺

旺地蒸煮着磨好的米浆团，空气中氤氲着浓浓

的米粿味。

蒸好的白团子趁着热乎劲放入石臼中，就

可以开始“敲敲打打”，张阿姨和弟媳张阿虹

两个人分工合作，一个用大木槌舂米粿，另一

个则在锤打的间隙快速翻动米团，方便锤打得

更均匀。20分钟后，米团呈现出光滑而有韧性

的模样，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这一边，两个妯娌热火朝天地准备蒜粿的

“面子”；另一边，女儿张惠莲马不停蹄地准

备蒜粿的“里子”。蒜苗择好洗净，晾干切

碎，混合瘦猪丁、小虾米倒入锅里用武火炒

熟，然后起锅晾凉。之后，把捶打好的米团均

匀分成小块，拿一块用双手轻轻捏平，做成中

间胖、两头尖的小舟模样，把咸鲜十足的馅料

倒入“小舟”里面，将口封起，一颗胖乎乎的

蒜粿就成型了。吃的时候只需把蒜粿煎到两面

金黄，油滋滋地咬上一口，满嘴的蒜苗肉混合

糯叽叽的外皮，越嚼越香，让人欲罢不能。

吃的是归属感

“蒜粿是我们客家的传统美食，只要你吃

上一口，它的味道会让人永生难忘。我小时候

吃妈妈做的蒜粿，现在我也当妈妈了，也给我

的孩子做蒜粿，这算是一种美食传承吧。”张

惠莲开心地介绍。

据了解，蒜粿作为客家人的美食，它还有

多个别称，如葫粄、虾粄、梭子粄等。当地村

民通常在元宵节前后制作，主要是为了庆祝家

中喜添男丁。“蒜粿的形状通常呈梭子形，寓

意着像梭子织布一样，子子孙孙能不断繁衍和

家族兴旺发展。”村民张勤香说。

蒜粿之所以受到当地人喜欢，除了美味，

还在于它的喜庆仪式感。“自清朝以来，无论

是哪家哪户有生男丁，就必须在元宵节这天做

蒜粿，用来酬神谢祖，多做的蒜粿还会分给左

邻右舍，有喜庆的含义。”通贝村党支部书记

张顺潮说：“蒜

粿传承到现在已

有好几百年了。

虽然大家现在的

生活都变好了，

生男生女也都一

样了，但村民依

然热情做蒜粿，

因为大家吃的是

一种乡愁，更是

一种归属感。”

救援现场

本报讯   近日，走进云霄县莆美镇莆东村，不时传来

“咚、咚、咚”木槌捶打石臼的声响，这是家家户户在制作

莆美大糯粿。

莆美大糯粿的制作工序比较烦琐，糯米和粳米以1∶1的

比例混合，加上少许小苏打浸泡两个小时，再用机器搅碎成

米浆，放在木架子上沥干水分；沥干后的米浆倒进盆里和

匀，分成小块塑成环状生坯，再上锅蒸半个小时；蒸好的熟坯倒进石臼，用木槌捶打出黏性，这道工

序需要一定的力气和捶打功夫，两个人需要默契配合，一个捶打，一个手蘸上米汤翻动熟坯，这样才

能保证捶打出来的大糯粿有黏性，口感更香更糯；最后，还需要边抹油边揉熟坯，放到盘子里塑形，

最后进行盖印和点红，整个过程算下来差不多要6个小时。

走进莆东村一户人家，正在抡木槌的是66岁的张两喜。他抡着15斤重的木槌捶打不停，几分钟下

来，额头就冒出汗珠。村民说起张两喜捶制的大糯粿，都竖起大拇指，因为他力气足、捶得仔细，做

出来的大糯粿表面光滑，吃起来又糯又弹牙。没时间制作大糯粿的乡亲都会到他家购买，他家每年可

以卖出2600多个大糯粿，光米浆就要用1800斤。

“我家祖祖辈辈都会做大糯粿，传到我这代已有四五百年了，我从十几岁开始捶制大糯粿，到现

在也有50年了。”张两喜说，做大糯粿最重要的是捶制这道工序，捶得用力、捶得均匀，糯坯才能上

劲，做出来的大糯粿才好吃。每年的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一，莆下、莆东、莆南、莆北4个村的乡亲几乎

家家户户都要捶制莆美大糯粿。

“我们莆美人都会做大糯粿，大家都是小时候看父母做，看着就会了。做了40多年大糯粿，我也

是老手了，手感在那里，一个粿坯一抓起来就是一个一斤四的粿，刚刚好。”村民张素珍笑着说，

“大糯粿现做现吃，热乎乎的蘸上白糖，又香又甜。要是放到隔天吃就要放到锅里煎，煎得两面金

黄、酥酥脆脆，又是另外一种口感。”

莆美人制作大糯粿已有500多年历史，每年新春正月十二、正月十三是莆美“姑婆祖”的祭日，莆

东、莆南、莆北、莆下4个村2500多户人家都会带上大糯粿和酒肉鲜果祭拜，祭拜的大糯粿个数均为双

数，如12、24、48等。

莆美“姑婆祖”指的是英济夫人张云，乡间称之为“云娘”。她生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

九月十六日，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正月十三日瞑逝坐化，逝后乡民立庙奉祀之。后嘉靖皇帝追封

云娘为一品夫人，号英济夫人。每逢“姑婆祖”的忌日，莆美民众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英济夫

人的信仰随着莆美张氏后裔迁居外地而传播四方，晋江、诏安、广东、台湾等地纷纷建庙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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