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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都 讯（记 者 刘 文 辉
通讯员 陈佳雯） 在长乐滨
海新城的西北隅，阳光学院滨海
校区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中。作为福州市重点建设项目
之一，该项目一期工程投资总额
高达 11亿元，自 2021年动工以
来，始终保持高速推进，预计将
于 2023 年 6 月底圆满竣工，并
于9月正式开门迎新，迎接超过
3000名大一新生的到来。

日前，记者来到现场探访，
只见阳光学院滨海校区的各项
建设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实验楼、教学楼、学生宿舍及行
政办公楼等主体建筑已巍然屹

立，初具规模。工人们正争分
夺秒，紧锣密鼓地进行内外装
修及配套设施安装，确保每一
环节都精确无误。

据阳光学院校园管理处常
务副处长韩志勇介绍：“宿舍区
的内外装修已全部告竣，软装
家具安装作业正在进行中；教
学区域的室内装修也进入了收
尾阶段，预计7月底前教学实验
设备将全部安装到位；食堂的
装修工作亦接近尾声。”

阳光学院滨海校区位于福
州新区滨海新城，校区东南侧
毗邻天津大学福州校区，一期
工程总占地 225亩。阳光学院

滨海校区在建设中注重教学设
施的现代化和智能化，新校区
拥有先进的教学和生活设施，
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和
生活环境。同时，新校区还将
引入更多前沿的教育理念和技
术手段，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
不断变革的需求。

校区建设计划形成“一轴、
一脉、多片”功能结构布局，设置
有“悦动天地”“创享天地”“明镜
花园”“拾光影廊”等景观结构，打
造四季常绿的花香校园。该校
区不仅拓宽了阳光学院的发展
空间，也为一流应用型大学标杆
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造“智慧学府”喜迎三千新生
福州阳光学院滨海校区即将竣工，预计9月投入使用

近日，记者从福州市政府办公厅获悉，为落实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有效预防和解
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福州印发《福州市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工作考核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切实保障农民工劳
动报酬权益。

保障农民工工资 福州出台考核办法
考核内容包括强化欠薪源头治理、完善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等

一叶包香甜 一 解乡愁

考核采取分级评分法，
基准分为100分，考核结果
分为A、B、C三个等级。同
时符合“领导重视、工作机
制健全，各项工资支付保障
制度完备、落实得力，工作
成效明显”和“考核得分排
在全市前六名且考核评分
在 90分（含）以上”两个条
件的，考核等级为A级。考
核等级为C级的情形，包括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不力、成效不明显、欠薪问
题突出，考核得分排在全市
最后一名且考核评分在80

分（不含）以下的；发生2起
及以上因拖欠农民工工资
引发5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
的；发生1起及以上因政府
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农民工
工资引发50人以上群体性
事件的；发生1起及以上因
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30人
以上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
1起及以上因拖欠农民工
工资引发极端事件并造成
严重后果的。考核等级在
A、C级以外的为B级。

对市直有关部门考
核，按照“管行业必须管欠

薪、管业务必须管欠薪”原
则实施，对市直有关部门
考核程序包括部门总结、
县级评价、领导小组办公
室评价、综合评价。考核
采取分级评分法，考核结
果分为A、B、C三个等级。
考核等级为 C 级的情形，
包括考核评分<60分的；因
行业监管不到位，案件处
置不及时，导致市管项目
发生前文所述的县级政府
考核工作等级C级的情况
的。考核等级在A、C级以
外的为B级。

办 法 适 用 于 对 各 县
（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
委会（以下统称各县级政
府）和市直有关部门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年度
考核。考核工作在市政府
领导下，由市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以下
简称“领导小组”）负责实

施，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
织落实。从 2023年到 2027
年，每年开展一次考核。

办法明确，考核内容主
要包括强化欠薪源头治理、
加强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落
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治理
欠薪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

欠薪工作成效、防范化解欠
薪群体性事件、欠薪投诉举
报处置效率、人民群众满意
度等情况。

办法要求，对各县级政
府考核工作按照数据核验、
实地核查、第三方评估、暗
访抽查和综合评议等相关
程序进行。

采取分级评分法

2023至2027年 每年考核一次

N海都记者
陈逸之

灰水粽蕴乡愁。
在马尾亭江，灰水粽一直拥有着许许多多的忠实

粉丝，对于他们来说，吃灰水粽不单是一种情怀，更是
一抹乡愁，不少人甚至将黄瑞木的草木灰或者成品灰
水粽带出国门。

郑红玉说，亭江有很多侨胞，她表姐就是其中之
一。每年，郑红玉都要给表姐寄草木灰，让她在国外
也能吃上家乡味。

在制作灰水粽前，郑红玉准备了5斤糯米。她说
制粽的糯米无需提前浸泡，以免过于软烂而影响口
感。一般来说，5斤糯米能够制作出约50个灰水粽。

接着就是调制“灰水”。郑红玉舀了三大勺草木
灰放入铁盆内，淋入滚水，再进行两次过滤，最后将
滤出的灰水拌入洗净晾干后的糯米，使洁白的糯米
穿上淡淡的黄色“纱衣”。这时，还未蒸煮，你就能闻
到糯米散发出的阵阵清香。

亭江正宗的灰水粽，只简单地放一点花生和红
豆。郑红玉说，有些人喜欢吃咸粽，也会在灰水粽里
加点香菇和瘦肉。

采访间，郑红玉做的灰水粽便蒸熟了。煮好的
粽子浑身金黄，非常好看，令人食欲大增，吃起来又
香又Q又黏，像米做的果冻一样。

所谓“灰水”，是草木灰经溶解、沉淀、澄清后得
到的液体，是一种天然碱水。灰水粽的历史十分悠
久，早在1700多年前，灰水粽便已流行于长江以南
地区，晋代名人周处所著的《风土记》中就有“用菰
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的记载。

福州马尾亭江人会将一种名曰黄瑞木的树
木，砍其枝、叶、树干晾晒后点燃，取草木灰代替食
用碱，再来制粽。灰水粽的外表虽与其他粽子无
异，但吃起来口感更为Q弹紧实，后味清香、微甜。

5日下午1时许，家住亭江外洋小区的郑红玉
忙活了起来。她准备好粽子的原料，巧手不停挥
动。不一会儿，一串串清香、Q弹的灰水粽便堆积
在盆中。

“碱水粽吃起来会带有一丝苦味，多吃还容易
上火。灰水粽中的草木灰却能中和糯米可能带来
的‘热气’。”郑红玉说，她从小吃灰水粽长大，虽然
现在市面上卖的粽子颜值高、馅料丰富，但她仍喜
欢这口味儿。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毛朝青 实习生 林晓焮 通讯员 郑婷 文/图

一撮草木灰，一捧香糯米，三两张粽叶，用线熟稔地缠上几圈……每
到端午，有一种完全植物系的灰水粽，又和市民“见面”了。没有“高颜
值”，也没有丰富的馅料，可一入口唤醒味蕾记忆，唇齿之间回味的都是
乡愁。

黄瑞木烧制的草木灰

是粽子的“灵魂”

只放红豆和花生

简简单单蒸出美味

吃的是情怀
更是乡愁

馅料只需红豆和花生

煮好的粽子散发阵阵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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