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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福州市盖山镇高湖村坚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
红色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
绘就“红色高湖 和美乡村”图景。

N海都记者
李嘉琪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绘就“红色高湖 和美乡村”图景

6 月 30 日上午，记者
来到该项目施工现场，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收
尾工作。

在有关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记者抢先体验了全
新的象山隧道，对于那些

原本要从西二环路经过象
山隧道前往火车站的车辆
来说，通车后可以直接从
陆庄高架桥进入象山隧道
东侧的下层隧道，然后直
达铜盘高架桥，无需再经
过第九〇〇医院门前的弯

曲路段，大大提高了行车
的效率和安全性。司机
说：“前往九〇〇医院感觉
更加顺畅，少了很多的弯
弯绕绕。”

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
城乡建总市政开发公司该

项目负责人陈立明说，这次
改造不会对九〇〇医院或
周边小区的交通造成不
便。改造后的路线更为直
接，减少了原有的弯道，并
且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
间增设了护栏。

全新象山隧道 通行更顺畅
东侧隧道昨晚提前通车，记者抢先体验，前往火车站可从陆庄高架桥进入东侧

下层隧道，直达铜盘高架桥

海都讯（记者 李嘉琪
通讯员 李宁伟） 近日，
位于连江县琯头镇长门村
的闽江口历史文化展示馆
揭牌开馆，该展馆依托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闽厦
要塞司令部旧址修缮改建
而成，展陈面积 200 平方
米，以“海丝故地 闽江锁
钥”为主线，分为海丝故
地、海防风云、红色航线、
海上福州四个部分，通过
历史照片、音频视频、文字
资料等讲述闽江口从海丝
故地的风云变幻到“海上
福州”的繁荣兴盛的“前世
今生”。

从明代郑和下西洋
后商船贸易往来的繁荣
到闽人驾舟泛海的历史
波澜，从长门要塞的隆隆
炮声到中法马江海战的
意难平……闽江口历史

文化展馆像一位饱经沧
桑的老人将这些“故事”
娓娓道来。“闽江口因其
险要的地理位置，在我国
海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有过石壁巨炮，
也有过长门炮台的首个
地下党支部，我们要用好
红色资源，让更多人能够
看见、理解、记住这些历
史。”连江县党员教育培
训“百人讲师团”讲师林
瑞霖告诉记者。

为更好讲述连江故
事，接下来，闽江口历史
文化展示馆将与长门炮
台、青芝山、“二七”烈士
林开庚纪念馆等连点成
线，打造集爱国主义教
育、国防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于一体的红色旅游
线路，为连江再添一张红
色新名片。

闽江口历史文化展示馆
揭牌开馆

N海都记者 郭思琪/文
毛朝青/图

6月29日，海都报报道了《象
山隧道东侧隧道7月1日通车》，福
州象山隧道东侧隧道拓宽改造已
完工（详见6月29日A01版），引
起市民热议。改造前后的出行，会
有哪些不同？昨日，项目有关工作
人员进行了解答。记者还抢先体
验了全新的象山隧道东侧隧道。

陈立明介绍，经过改
造，象山隧道的交通布局
有了显著变化。原先，西
侧机动车隧道主要服务于
从西二环路南向北（即前
往火车站）的车辆，而现在
这一功能已转移至东侧的

下层隧道，依旧保持单向
两车道的设计。

同时，原本位于西侧
的非机动车辅洞，原先服
务于从西二环路北向南
（即前往宝龙城市广场）的
非机动车，现在也调整至

东侧的上层隧道，并为救
护车、消防车等应急车辆
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隧道灯光亮起，车辆
一辆接着一辆驶入下穿
隧道快速通行……在建
设单位及交警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昨日 20 时 30
分，福州象山隧道拓宽改
造工程的新建东侧隧道
顺利通车，市区这一重要
节点迎来双层通行，比原
定的 7 月 1 日零时通车提
早了 3个半小时。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优化 应急车辆有便捷通道

改造后的路线更直接 减少了原有的弯道

垃圾分类屋从 2 处增
加到 40处，配置四分类垃
圾桶 320 个，实现了垃圾

“有地可扔”；剪除废弃的
光缆、电缆和光纤线合计
495 处，规整缆线约 2.2 万
米，亮出的“天际线”更加
清爽；在5处安全通道重点
位置安装了电动车禁停的
AI监控，建成 10个电动自
行车便民充电点位，全力
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看似一件件小事，却
是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大事”。高湖村村两委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把民生小事放在心
上，以“四下基层”为方，以
网格化治理为抓手，持续
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改善，
绘就和美乡村图景。

近年来的雨季尤其是
台风期间，高湖村因地势低
洼以及管道老化等原因时
常“大水漫村”，村民苦不堪
言。据高湖村党委书记郑
升介绍，去年台风“海葵”期
间，村内积水深达腰部，村

民户均损失近万元。“如果
不把水治理好，我们将愧对
党员的称号。”村两委下定
决心，投入约 40万元全面
提升改造村里排水管网，预
计改造之后的排水量能达
到原来的2倍左右。

“我们村的排水系统升
级换代了，雨天再也不用担
心了！”对许多高湖村村民
来说，2024 年的“愿望清
单”里，家门口的积水点不
再积涝已成为现实，升级为
让人安心的“小确幸”。

因近几年周边征迁旧
改建设，高湖村逐渐成为

“城中村”，居住人口 3 万
多，股份经济成员（股民）
有 5300 多人，拥有沉淀村
财补偿款 1.8亿元，但经济
一直难有起色。如何盘活
资产，增强“造血”功能，拓
宽群众增收渠道，是村两
委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党建引领下，我们
意识到不能等靠要，要敢
吃‘螃蟹’。但我们也要深
思熟虑、步步为营，我们不
想把钱买鸡蛋‘耗本’，而

要把钱去建鸡场‘生蛋’，
争取走商贸业持续发展的
健康道路。”高湖村党委书
记郑升的这一村集体经济
发展思路，得到了村民代
表会议和股份经济成员代
表会议的一致认可。

在镇党委、政府的指
导下，去年，高湖村先行先
试“党建+金融+乡村振
兴”发展模式，以村自有资
金61%、融资贷款39%的比
例，回购了融侨翰林郡 A
区 A7 号商贸楼并成功招
租，年租金达 885 万元以

上，收益率达 4.5%以上。
年前，高湖村每个股民分
红 1000 元，共分红 530 多
万元，真正尝到了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甜头。

今年，高湖村又对接
了金色康城二期项目、悦
庭郡三叉街地块项目店
面，前者即将交付，后者已
成功出租，村集体经济“蛋
糕”越做越大。“预计今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将从百万
级跃升成千万级，让村民
腰包越来越鼓。”高湖村党
委书记郑升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
学习教育有助于基层治理
走深走实。而高湖村曾是

“福州三大红色摇篮”之一，
仓山区教师进修附属第一
小学（原高湖小学）被评为

“仓山区革命遗址”“仓山区
党史教育基地”“福州市党
史教育基地”，并成为南江
滨党建示范带教育系统党
建示范点。

因此，高湖村在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中注重用好
辖内红色资源，让红色资
源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活教材”。村委会将“高
湖小学旧址”“福州大众
社”“高湖学堂”等红色文
化资源，以及郑震霆、林
白、林君玖等红色人物资
源融入党课党日活动，通
过情与景的交融，党员们
近距离触摸历史，感受到

了先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
和运筹帷幄的胆略与气
魄，为乡村基层治理筑牢
思想基础。

不仅如此，村委会长期
与仓山区教师进修附属第
一小学(原高湖小学）共同
开展党史教育，村里的老党
员、老干部纷纷走进学校讲
述党史故事，让红色文化更
加贴近孩子们的心灵，使党
史教育更加入心入脑。

推进人居环境改善 绘就和美乡村图景

壮大村集体经济 蹚出强村富民新路径

用好红色资源“活教材”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高湖村党员志愿者积极参与“护河爱水 清洁家园”行动（郑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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