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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河口湿地的保护
与修复，仅是福州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
影。

福州，派江吻海，山水
相依。139 条内河纵横交
错，串起了千年福城的生
命线，孕育出灿烂的“闽都
文化”，滋养着每一位福州
人。

2021年3月，习近平总
书记来闽考察时深情寄
语，“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在
这里度过”“继续把这座海
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
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
好造福于民”。殷殷嘱托，
声声入耳，句句入心。

近年来，福州市大力
做好“山”“水”文章，全力

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典范，
取得显著成效。 2018 至
2021 年，福州市分别获评

“全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示范案例”“全
国 美 丽 海 湾 案例”以及

“全国十大大美之城”等
荣 誉 。 一 份 份“ 硬 核 答
卷”，让福州人得以在绿
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

生活之美。
生态修复，久久为功。

据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福州市将沿袭“山水工
程”的经验做法，加大生态
修复力度，全面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全
力建设山清水秀城美的现
代化国际城市。

山水之城 和谐共生
从闽江河口湿地蜕变，看福州“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保护之路

N海都记者 陈逸之

一屏展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细化模块精准服
务……记者走进福州台江区苍霞街道苍霞新城社
区，数“智”治理的景象缓缓展开。据了解，台江区

“苍霞品质提升云平台”坚持党建引领，践行以数字
化理念推进基层治理网格化建设，通过社区概况、社
区特色、平安社区三大功能模块，结合互联网、大数
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聚焦居民“休、养、生、息”，一
屏涵盖社区各类信息资源，一网集合社区各项治理
要素，一链提供社区各种便民服务，实现社区治理的
系统化、精细化、高效化。

福州苍霞新城 数字赋能“智理”社区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4月22日是第54个世界地球日，今年的主题是“珍爱
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
体视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强调“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
态文明建设”。2017年，福建省闽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入围全国第二批试点，项目试点实施成效显
著，不仅让生态环境更美，也为市民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

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而闽江福州段位于流域末
端，直接对东海产生影响，是闽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

“指示器”。从“一度垂危”到“鸟类天堂”，闽江河口湿地
的绿色蝶变，是福州市委市政府、多个市直部门综合整治
的结果。4月22日，正值“世界地球日”，海都记者带读者
了解福州守护生态瑰宝的故事。

本世纪初，外来物种
互花米草开始入侵闽江河
口湿地，其生长速度极快，
根系发达且密度大，致使
分布区土壤严重板结，排
挤了本地乡土湿地植物如
红树林、芦苇、短叶茳芏等
的生存空间。随着互花米
草大面积扩散，水鸟栖息
地迅速萎缩。

其他问题也接踵而
至。海漂垃圾特别是塑料
垃圾滞留、湿地上游陈塘港
流域及二刘溪流域印染、养

殖及生活等污水肆意排放、
填海造地频发……就这样，
湿地变成“失地”，经历了一
段阵痛期。

保护与修复，迫在眉
睫。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
领导下，福州资源规划、发
改、财政、林业、生态环境等
多部门协同配合，坚持“陆
海统筹、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规划策略，将对象从
陆域延伸至海洋统筹陆海
生态修复，将生态保护修复
与风景园林以及国土综合

整治等多学科相互融合，使
“生命共同体”理念下沉至
项目清单。构建“本土+省
际+跨国”技术支撑模式，探
索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科技
特派员”模式，加快生态保
护修复科研成果落地转
化。建立湿地保护志愿者
工作机制，2018年以来，开
展各类生态保护行动累计
达5万多人次。

一剂剂良方，让闽江
河口湿地迎来命运转折
点。如今，“芦苇摇荡绿水

悠，留鸟候鸟满洲头”是重
焕生机的闽江河口湿地生
态美景的真实写照。

据调查记录显示，2018
年潭头克凤退养还湿改造
试点片区冬候鸟数量较
2017年改造前增加 1500只
次。2019年11月14日水鸟
调查记录显示，克凤、厚东区
域水鸟数量达到5442只次，
是上年同期的3.5倍，也是近
年来的最高纪录。闽江三
宝之一黑脸琵鹭记录数量
145只达近七年最高。

垂危到新生 稀客都来了

写好山水文章 打造宜居福地

苍霞街道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苍霞品质提
升云平台的“社区特色”
模块展示的嘉和苑“一核
两轴七星 N 点”空间布
局，聚焦“休、养、生、息”、
老少皆宜的独特空间布
局，强化以苍霞新城社区

党委为核心，联动小区党
支部、红色物业、社工组
织等参与社区治理的长
效管理模式，设置了儿
童梦想乐园、智能电动
车停车库等，便利居民
使用。

同时，“苍霞新生展示

轴”贯穿南北，“连家记忆
漫游带”贯穿东西，通过
石板雕刻展示、铁栏杆改
造为景墙等方式，展现了
疍民上岸、旧屋区改造等
苍霞图景，重塑社区文化
记忆。此外，南北链上的

“苍霞人家”生活馆是市

级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示
范点，是党员学习新思
想、领会“3820”战略工程
思想精髓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实境课堂”，展现
了“一切为了人民”的服
务理念，进一步强调基层
治理的根本遵循。

“在这里生活太方便
了，出门什么都有。”苍霞新
城社区居民林依姆见证了
社区的发展。“以前要走好
久才到菜市场，现在只需要
五分钟，就能买到新鲜的
菜。”

为打造“15分钟便民生
活圈”，苍霞新城社区整理
汇总了社区周边商铺、学
校、卫生服务中心、文化旅
游场所等配套设施，通过社
区公告栏，让居民一目了
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触
手可及的便利和服务，助力
街区商旅文融合发展。

苍霞品质提升云平台的
“社区概况”模块充分展示了
社区居民的人员构成，如小
区数、户数、总人口数、年龄
分布等。在小区党支部第一

书记的带领下，网格员、志愿
者、在职党员干部通过入户
上门，摸清居民基本情况并
及时在平台系统更新完善，
为社区治理提供有力的信息
支撑的同时提高为居民服务
的质量和效率。

此外，平台还录入独居
老人、独居未成年人、孕产
妇、残疾人、行动不便人员、
血透患者、精神病患者、慢
性病患者、其他特殊人群等
9 类特殊人群信息，同时也
将楼栋长、党员人数情况公
布。平台会自动分析社区
居民年龄结构，为社区工作
重心调整提供温馨提示，也
为辖区党建联盟单位提供
精准的服务方向，如建立民
生综合服务中心，举办敬老
爱老活动等。

苍霞街道工作人员介
绍，社区采用“人防+技防”
的智能化管理模式。“平安
社区”模块系统嵌入了苍
霞新城社区29路普通视频

监控、16路高空抛物监控、
1路停车场道闸监控以及
小区出入口门禁，实现多
维度、全覆盖的“一屏展
示”，对门禁出入系统实施

管控。面对突发事件时，
小区党支部书记、网格员
等可通过监控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找准问题根源精
准解决。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
根据社区居民需求，探索
智慧社区建设，让平台更
广泛地帮助居民，让居民
生活得更加舒适、安心。”

聚焦党建引领 共建苍霞记忆

人防+技防 居民生活安心

打造信息平台 精准服务居民

闽江河口湿地生态环境优美，成了鸟类天堂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区供图）

苍霞品质提升云平
台的“平安社区”模块系
统嵌入监控，以更好应对
突发事件 （社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