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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从朋虹街拐进双
阳街道坪山社区，远远就
可以看到四面环屋的邻里
中心，这处邻里中心看起
来似乎有些不一样：石基
粉墙黛瓦，复古精致的玻
璃花窗装饰在半圆形门洞
上，东南亚风格十足。走进
邻里中心，微笑便民窗口映
入眼帘，深红棕色装修主基
调搭配复古花纹的地砖，一
旁的留声机正播放着轻缓
的音乐，散发着浓郁的南洋
气息。“这里宽敞又漂亮，
有了这个一层大厅办事窗
口，再也不用担心爬楼问
题，我们老人家办事方便多
了！”前来办事的社区居民
李友川感言道。

双阳街道坪山社区党
支部书记关慧勤告诉记者，
这里是由废旧老房改造而
来的，原本是 20 世纪 60 年

代安置印尼归国华侨的大
膳厅，“之前社区的办事点
比较分散，群众办事不太便
利，为此我们一直在寻址整
合。坪山社区是有名的归
侨社区，于是我们发挥侨资
源丰富的特殊优势，将双阳
华侨农场这座涉侨历史建
筑扩容提升修缮为‘党建+
邻里中心’”。关慧勤说，这
个位置是坪山社区最中心
的位置，四面是居民生活
区、工业区、街道办事处、学
校，可以有力聚拢形成“15
分钟便民服务圈”。

“修旧要比推倒重建
更难，为了保留原有大膳
房的时光印记，我们选择
结合南洋风格的室内外设
计，将给社区居民带来全
新的体验。”双阳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社区挂点领导
施鸿芽告诉记者，在街道

党工委的指导下，他们充
分考虑项目周边的地理环
境和历史文化资源，坚持
规划先行、重在保护、充分
利用、活态传承的原则，在
建筑内外设计和服务项目
设置等方面突出了侨文化
主题，按照“1+6+X”模式，
将“侨史、侨乡、侨企、养
老、服务”等元素融入“侨
企连心家园”建设。

整座建筑除加固主体
外，还在屋面上铺设旧瓦
片，外墙尽量保留原有的东
南亚建筑风味。完全开放
式的内里功能完备，一楼大
厅设置成公共服务中心，内
部是综合性多功能舞台，大
厅左侧是华侨事迹、侨物件
展示文化墙，大厅右侧的房
间兼具社区办公、国学讲
堂、侨亲会客厅等功能。为
了最大限度利用空间，在高

度足够的情况下，一层楼中
做了阁楼，二楼被作为职工
书屋、老党员工作室、绿色
网吧、法援室等。穿过主楼
走廊，一体化卫生健康服务
站、日间照料室、娱乐活动
室、长者食堂等一应俱全。

施鸿芽说，建设过程中
也面临不少困难，为了解决
遗留的农场公房征地问题，
他们就挨家挨户上门做思
想工作，依法依规解决；资
金不足，就主动对接市区两
级相关部门，申请下各种建
设运营补助资金近 400 万
元。2023 年 10 月，洛江双
阳坪山社区“党建+”邻里中
心正式开放运营，服务事项
涵盖了与群众日常生活相
关的社医保缴交咨询、邻里
纠纷调解、出入境咨询等方
面，让群众“只进一个门，办
成所有事”。

邻里中心展露新颜
绘就群众幸福“生活圈”

N海都记者 陈青松 曾炳光
通讯员 刘钦赐 郑文典 文/图

曾经几近荒废的低洼
土地，零星地散种了香蕉、
蔬菜，周边道路不通，田地
排水不畅。如今，经过土地
流转，这片东西走向的土地
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在 2公
里长的道路两侧，面积约 6
亩的标准鱼池一口连着一
口，蔚为壮观。这里是漳州
市芗城区天宝镇山美社区
打造的 620 亩高标准现代
化淡水连片渔业养殖基地，
山美人要通过这一口口鱼
池，带动增收，增加就业，奏

响乡村振兴“水富”曲。

盘活利用荒地
“去年，有居民自发向

居委会提出建议，能不能把
大家零散的荒地集中起来，
重新盘活利用。”1 月 29 日
上午，冬日里的细雨格外寒
冷，可天宝镇山美社区渔业
养殖基地仍车来车往，工人
们正在抓紧铺设基地的主
干道，实现路面硬化。山美
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
主任沈天生介绍，这块低洼
土地涉及社区 520户居民，
面积约620亩。

“一年收入才三四百

元，所以地基本上荒废了。”
沈天生说，这块土地涉及户
数占全社区 80%，那么，到
底如何才能把所有居民组
织起来，让这块低洼地变废
为宝呢？

经向上级政府及相关
部门、专家咨询申请，在居
民代表大会同意后，决定
以山美社区居民委员会作
为项目业主，居民通过土
地入股方式分红，进行土
地流转，申请设施农业，统
一招投标实施山美社区渔
业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打
造闽南最大的淡水连片养
殖基地。

预计每年带动
居民增收3000万

“高标准设计现代化养
殖基地，一共78口鱼池。”沈
天生介绍，该项目从立项之初
就按照高标准、现代化打造，
目前78口鱼池已全部建好。
海都记者在现场看到，建好
的每口鱼池四周都包裹着白
色的布。沈天生告诉记者，
这是防渗水的“两布一膜”。

沈天生表示，为了解决
基地水产品的销售终端问
题，在基地东南侧还配套建
设了一个占地 50多亩的闽

南水产集散中心，可以直接
将漳州本地及周边的水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提高基地
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据了解，该项目从2023
年 3月份开工建设，总投资
2200万元。目前，项目主体
工程已建好，等正在施工的
道路完工即可全部竣工，预
计整个项目将在今年春节

前后投用。
沈天生告诉海都记者，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闽南
地区最大的淡水连片养殖
基地，可提供 300个就业岗
位，每亩土地年租金从原来
的 600至 800元提升到 3000
至4000元，预计每年可带动
居民增收3000万元左右，居
委会增收约100万元。

山美，更要“水富”
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山美社区打造闽南最大淡水连片养殖基地，

620亩荒废低洼地变身78口连片标准鱼池

居民有需求，社区就有服务。近年来，泉州市洛江区坚持党建引领，盘活利用辖区闲置空间
（涉侨老建筑、旧仓库旧食堂等），因地制宜建设“党建+”邻里中心，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和服
务群众功能，为群众提供养老、幼托、医疗、文体等各项服务，精心打造“家门口”党群活动阵地，构
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进一步畅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构筑近悦远来的侨乡“幸福圈”。

邻里中心是城市功能
的必要补充，更是“家”的
延伸。空间和资源都有
了，怎么做到让资源用到
实处，扩大邻里中心的吸
引力，进一步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呢？答
案就是群众需要什么，邻
里中心就做什么。

对于洛江双阳坪山社
区的居民来说，2023年重
阳节十分难忘。在区委统
战部和区侨联的支持下，
坪山社区的居民齐聚社区

“党建+”邻里中心，一起在
“家门口”观看露天电影、品
尝美食、体验非遗文化，度
过了一个特别的重阳节。

邻里中心一楼舞台
上，归侨和当地居民排练
的印尼舞、民族舞、乐器
弹奏、吉他弹唱等十余个
节目轮番登场；场外公园
空地上，“侨美食”市集、

“妆糕人”非遗文化体验、
露天电影，让老人、孩子
都惬意非凡。“幸福味满
满、侨味满满，真的是很
难忘的重阳节！”归侨林
水湖感慨又幸福地说道，

“大膳厅改造后的坪山社
区‘党建+’邻里中心成了
社区最热闹的去处，让我
不禁回想起1960年5月回
到祖国双阳的第一餐团
圆饭。”归侨关裕平赞扬
道，如今大膳厅焕然一
新，社区组织的文化惠民
活动也愈加丰富多彩，可
谓一举多得。

除了举办多彩惠民活
动，坪山社区还积极整治

邻里中心周边环境。施鸿
芽介绍说：“之前这里杂草
丛生，夏季一到，散发出腐
烂的臭味，附近居民深受
其扰。于是我们将屋前这
片地规划设计成口袋公
园，可供附近居民、企业员
工晨练健身、休闲娱乐。
现在再也没有接到居民的
投诉反映，大家都对这个
小公园很满意。”记者看
到，铺满绿道的公园里还
安装上了各类体育健身器
材，不少群众在晨练。辖
区企业洛江华恒箱包厂负
责人罗华欣喜地说，坪山
的大变样也给自己的企业
和员工带来益处，员工休
闲更多了去处。

此外，坪山社区还整
合行政资源，以市区两级
部门“服务进邻里”为抓
手，着力把邻里中心作为
各级部门投放基层公共
服务资源的主渠道，促进
项目资源下沉落地，营造
浓厚共建共享氛围。比
如建成综治中心、侨界政
协委员调解室、警务室、

“洛家亲”家庭服务中心
坪山站点等，将来社区还
会进一步引进家政服务
平台、第三方艺术机构
等，丰富社区公共服务功
能，满足民生需求。

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中，洛江区将优化资源整
合，让“寸土”生“寸金”，持
续推进“党建+”邻里中心
建设运营，构筑起近悦远
来的侨乡“幸福圈”。

古厝新生 守护侨文化的“根”与“魂”

服务升级 为群众幸福不断加码N通讯员
洛宣 文/图

泉州洛江：

沈天生接受海都记者采访

由大膳厅提升改造的坪山社区“党建+”邻里中心前后对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