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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细心的安溪市民
发现，精品步道的公厕不仅
干净整洁，功能齐全，而且
设计更加人性化，大同路、
解放路、民主路、联谊街既
平整又干净，防撞护栏、人
行护栏焕然一新……精细
化管理带来的城市新变，也
成为安溪市民可感、可知、
可触摸的日常。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安溪县把保障和改善
民生作为高质量开展主题
教育的重要内容，牢牢抓
住城市精细化管理这个

“牛鼻子”，用“绣花功夫”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狠抓
市政设施精细化管护、加
快市政设施提档升级改造
等举措，让宜居安溪更宜
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保障脚下安全
出行更顺畅

“河滨南路木栈道有
一处栏杆损坏，请马上派
人修补。”安溪县城市管理

局市政园林股负责人林华
梁对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
作出整改要求。维护人员
到达现场后，快速进行围
挡，拆除损坏栏杆，更换新
栏杆……不到一小时，破
损的栏杆恢复正常。

市政基础设施修补，
虽是一些繁杂的“小事”，
却处处透露着一座城市的
容貌与形象。而城市管理
的工作成效，更是一座城
市发展方式和文明水平的
直接反映和体现，关系着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今年 9 月以来，安
溪县城市管理局巡查发
现路面、人行道损坏并维
修约 332 处，排查并处理
道路减速带破损遗留的
螺丝钉裸露问题 83处，更
换隧道消防面板 57处，修
复井盖 220 余个，更换雨
水口86个。

加快管网改造
人居环境再提升

雨水和污水管网改造
升级工程是推进城市建设
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现在进行的城区
雨污管网改造工程，改造后
能实现污水和雨水分开排
放，不会污染环境也不会造
成堵塞，以后生活就会更加
方便了。”退休工人王大爷
说。今年以来，安溪县城市
管理局疏通雨水口1500多
处，疏通排水管道约 2500
米，更换井盖 300多个，修
复污水管道约600米。

公园设施再升级
市民休闲更舒适

“自从有了这个休闲
步道，我和邻居有空就过
来锻炼身体，这里风景好，
设施也齐全，我们都喜欢
来。”提起新建的精品步
道，市民王女士赞不绝口。

近年来，安溪持续完
善城市园林绿地服务功
能，满足群众休闲游憩需
求，不断推进城市园林绿
化建设，新建或改造口袋
公园 32个，改造了河滨南
路精品步道，增设休闲点
10 处，等等，打造生态绿
色、宜居宜业之城，让市民
真正实现“推窗见绿、出门
入园”的美好生活。

日前，福建德化电信
基于电信自研智能视频云
平台和AI原子能力，与德
化县城市管理局合作，新
建 277 路 AI 智能监控，打
造全省首例消防通道违停
告警行业标杆。

基于智能视频云平台，
实现违停智能监管。通过
电信自研的智能视频云平
台，配合AI识别与智慧云
广播，在消防通道预设防区

内实时监控、动态识别违停
车辆车牌，主动记录、定时
告警，并通过智慧云广播远
程智能喊话，制止车辆违法
占用消防通道行为，为突发
事件救援扫清障碍。

基于天翼云服务，实
现监管数据上云。将车辆
监控数据自动存储到天翼
云分布式存储平台，支持
存储策略设置及修改，以
此实现历史录像视频快速

溯源、规范管理。
基于智能通信服务，实

现违停自动告警。通过提
供短信、语音业务自动告警
能力，发生违停行为时，立
即将相关信息通过短信发
送至相关人员；联动电信
114挪车平台与外部主管部
门交警 6合 1平台，实现多
平台多系统互联互通，提醒
违停用户及时挪车，确保消
防通道24小时畅通无阻。

安溪：加强城市“微治理”
推动主题教育见实效

德化电信基于AI智能监控
打造消防通道违停告警系统

林妹60岁的长孙王铂
铷说，他的小儿子今年也
刚给他添了一个孙子，想
着自己既已当爷爷又还有
奶奶可叫，人生倍感幸福。

“奶奶日常很简单很
规律。”王铂铷告诉记者，
记忆里，奶奶特别爱干净，

洗衣服都要洗到水变清，
针线活也缝得像缝纫机一
般整齐。平日里，林妹除
了爱喝茶，还喜欢吃肉，年
纪大了以后，还特别喜欢
吃水果，香蕉、苹果、百香
果，什么水果她都爱吃。

采访中，记者发现王

金器家族不管男女，长寿
的人很多。只是他们并没
有特别的秘诀，除了长期
饮茶的共同习惯，他们还
踏实、本分、乐观，不爱计
较。

或许这些，就是这个
村子里藏着的长寿密码。

89岁儿子吹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后辈争着为老人梳头洗脚

六世同堂 安溪老人林妹迎112岁生日

海都讯（记者 吴雪薇）
昨日，《汲古苍霞——新见
林纾手稿、讲义家书与诗文
集特展》在福州三坊七巷
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呈
现了福州人林纾的珍贵手
稿及家书、信札，其中不乏
其曾刊载面世的重要文章
的手稿，也有诸多信札涉
及重大历史事件，更见其对
子女教育的良苦用心，颇具
史料价值。

林纾是近代著名文学
家、翻译家、古文家、画家，
翻译美、法、日、俄、英等国
小说共计一百八十多种，一
部《巴黎茶花女遗事》，奠定
了其比肩同乡严复的译界
巨擘的地位。另一面，他更
是古文的坚定守护者，临终

遗训“古文万不可释手，将
来必为世宝贵”，彰显了其
对古文的执着热爱。

本次展出的林纾《畏庐
文集》部分篇章手稿，内文
总共十四页，收文十二篇，
此抄本每篇都有清末大儒
赵熙的评点，有赞扬亦有批
评，让我们窥见晚清文人切
磋学问间的往来与风范。

而所展出的林纾著《韩
柳文研究法》一书稿本三
页，其史料价值为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博导，《林纾家
书》编者夏晓虹所肯定。林
纾一生出版过三部文论著
作，《韩柳文研究法》是最早
一本，初版于1914年10月，
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林纾此
时已六十二岁，刚从北京大

学去职。2019年11月，《韩
柳文研究法校注》一书出
版，对林纾之著作又有进一
步的研究。自1914年至今
已过一百余年，此书刊行前
的稿本从未见于市场之上，
今得见一张，实乃珍贵。

此次呈现林纾家书二
十一通，其中致林琮家书十
七通，对有关林纾家书的史
料研究是为极大补充。

据了解，本次特展所展
出的林纾出版或未出版书
稿手稿、家书信札等展品八
十余件，呈现了林纾立体鲜
活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世
人对这位从三坊七巷光禄
坊走出的中国文化巨子的
认知。展出将持续至11月
24日。

近代翻译名家林纾手稿 再现三坊七巷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海
都报报道的那位每天“一杯铁
观音，半杯春生堂”的长寿老人
林妹吗？11月19日，作为泉州
在册的最年长女性，她迎来了
112岁生日。经记者请教民俗专
家，确认林妹一家为鲜有的六世
同堂。19日，记者来到安溪西
坪，见证六世同堂的人间幸福。

上午 9点，海都记者来
到了南岩村寨顶的老宅，林
妹正倚坐在走廊眯眼晒太
阳。儿子王金器和孙子王
铂铷坐在老人身边为她泡
茶，老人家接过茶杯很快喝
完，接连又喝了几杯。王铂
铷趴在奶奶耳边告诉她家
里来了客人，林妹举着杯子
慢慢地用闽南话说“请大家
喝茶”。

陆续赶回的王家人，很
快就挤满了老宅的厅堂。

王金器告诉记者，林妹膝下
内外族如今有接近60口人，
老人多名孙子、孙女也已经
当了好几年的爷爷、奶奶。
这一次为了给老人家祝寿，
后辈们都尽量赶回来。

后辈们围在林妹身边，
话家长里短的同时，大家
争着给老人梳头、洗脚、剪
指甲。已经当奶奶的孙女
王阿鑫说，小时候奶奶常
在冬日暖阳下给孙女们扎
头发，她至今想起仍觉得

温暖如初。
“阿母啊，你再摸摸我的

头。”一直陪在老人身边的王
金器看着自己的孙子抱着5
个月大的儿子和老伴逗趣，
他突然牵起林妹老人的手
放在自己头顶。89岁的王金
器回忆，上一次母亲摸自己
的头已经是 80 年前的事。
触景生情的他情不自禁用口
哨吹起了《世上只有妈妈
好》，六世同堂的人间幸福
瞬时洒满了整座老屋。

后辈从各地赶回 争着给老人梳头洗脚

平淡中藏着最可贵的长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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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岁的林妹与1岁的玄孙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