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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新华北路中闽百
汇门口路段，原本作为开
元寺配套的旅游停车场不
再允许旅游大巴停靠，大
巴只能在路边上下客，造
成交通拥堵和安全问题。
经本报报道后，泉州古城
办协调组织多个部门及单
位现场办公，梳理、解决相
关问题（详见20日、21日
本报相关报道）。这些问
题将古城旅游配套与城市
管理的矛盾推至台前，但
相关部门视而不见，引发
市民和游客的不满。从深
层次而言，这折射出古城
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规

划失衡，以及多部门协同
治理的滞后性。

这个配套旅游停车场
曾是司机与游客的“安心港
湾”，但自停车场更名为“鲤
城区盛益停车场”后，旅游
大巴被拒之门外，被迫在新
华北路机动车道上下客，形
成“违规停靠—交通拥堵—
安全隐患”的恶性循环。司
机坦言“明知违规却别无选
择”，甚至因无处休息导致
疲劳驾驶风险。这暴露出
两个问题：一是替代方案的
缺位，尽管古城办早在去年
8 月启动集散中心建设，但
施工进度缓慢，长达近半年

未能启用，其间未规划临时
停靠点，导致司机陷入“违
规即堵、合规无门”的窘境；
二是多部门协同的低效，停
车场功能变更涉及文旅、交
通、城管等多个部门，但回
应中各方互相推诿，协调机
制形同虚设，也暴露出应急
机制的缺失。

泉州古城是承载着千
年历史的文化瑰宝，近年来
因旅游热度攀升，频频出
圈。泉州古城作为文化地
标，不能放任旅游大巴给城
市添堵，更不能让游客心惊
心凉。这不仅会损害游客
体验感，更可能动摇公众对

城市治理的信任。
城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

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
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
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
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
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
牌。

城市管理的每一针、每
一 线 都 要 对 准 问 题 和 需
求。“讳疾忌医”从来不是制
胜之道，要始终把解决问题
放在首位，以更高标准检视
工作，在细微处发力，决不

放过任何一个“破洞”。
其实，去年下半年，泉

州就规划并启动“P+R+
R”古城交通模式建设（即
停车换乘，“公交+小白”二
次便民摆渡），并打造了多
个点位游客集散中心，但
规划与执行存在落差。面
对舆论压力，泉州古城办
表态将加速推进“港湾式”
停靠站建设，计划两周内
完工投用，引导大巴下客
后前往外围专用停车场。
这一方案若能尽快落实，
则有望缓解泉州核心区拥
堵，很值得肯定。希望这
次 相 关 部 门 不 要 再 掉 链

子，能真正以“泉州速度”
解决“堵情”。

城市管理成于细、贵在
精、重在恒，要从百姓最关
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打
通城市管理的“最后一公
里”。泉州古城的价值，不
仅在于红砖厝与开元寺的
沧桑，更在于其作为活态文
化 遗 产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唯有跳出“头痛医头”
的应急思维，在规划、监管
与技术上系统破题，才能让
游客“畅游古城”“畅游世遗
之城”的期待照进现实，而
非困于“人车混行”的险象
之中。 （白水）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事关亿万农民“钱袋子”

□海都时评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海都讯（记者 黄晓蓉
通讯员 张俊逸 刘丽玲）
2月 20日零时起，泉州市
正式启用首批 15 个车辆
路面动态检测技术监控
设备，开启科技治超新模
式，全市交通运输执法机
构同时开展 24 小时全域
治超专项行动，通过“技
防+人防”“全域+全链”
有力举措，严厉查处货车
超限超载、逃避检测等违
法行为，营造严抓、严管、
严罚、严打的高压态势，
形成有效震慑，治超工作
正式迈入“智能研判、精
准打击”的智慧治理新阶
段。

“货车涉嫌超限，请
靠边停车……”20日凌晨
4时，在省道 215线 k328+
700m 处洛江滨江路往泉
州市区方向，市交通执法
支队执法四大队执法员
正依法对涉嫌违法车辆
开展执法检查，这是全市
交通执法机构在首批 15
个技术监控点位周边路
段开展 24 小时治超专项
整治行动的一个缩影。
为提升区域协同精准打
击超限超载运输工作效
能，市交通执法支队还与
龙岩市、三明市等地交通
运输执法部门建立健全
公路治超联动协作机制，

充分利用公路治超非现
场执法系统，联合查处异
地违法超限货车。

全市科技治超系统
启用 24 小时以来，共出
动执法人员 458 人次，自
动检测货车 16126 辆次，
发现超限 20%以上车辆
137 辆次，违法超限率较
系统启用前大幅降低。

“科技治超不是冷冰冰
的执法，而是对生命的
温暖守护。”市交通执法
支队相关负责人呼吁广
大运输企业和驾驶员合
法合规装载货物，共治
共享共建平安畅通的运
输环境。

海都讯（记者 沈舜枝）
日前，泉州市商务局发布
公告，征集 2025年首批家
装 厨 卫“ 焕 新 ”补 贴 活
动。据了解，2025年福建
省家装厨卫“焕新”补贴
时间为：2025 年 1 月 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最
高补贴 10000元。此次征
集申报时间截至2025年2
月26日。

泉州此次征集的企
业包括装修材料、卫生
洁具、家具照明、智能家
居等四大类。企业商品
具有国标 13 位商品条码
或企业商品编码优先纳
入。其中装修材料包括

水暖五金、竹木地板、家
装涂料、瓷砖等 4 类。卫
生洁具包括坐便器、淋
浴房、浴室柜、浴缸、面
盆等 5 类。家具照明类
包括床、床垫、沙发、成
品柜、桌椅、LED 灯、灯
具、开关面板、插座等 9
类。智能家居包括智能
防盗门、智能家用监控、
智能按摩椅、智能沙发、
智能床、智能卫浴、智能
马桶、智能晾衣架、智能
擦窗机器人、智能窗帘
等 10类。

据了解，此次对个人
消费者购买装修材料、
卫生洁具、家具照明、智

能家居等 4 大类家装厨
卫“焕新”消费品的，补
贴标准为产品实际销售
价格（剔除所有折扣优
惠后）的 15%；购买 1 级
能效或水效标准的，补
贴标准为产品实际销售
价格（剔除所有折扣优
惠后）的 20%。购买装修
材料、卫生洁具、家具照
明三大类产品，每位消
费者单笔消费最高补贴
2000 元，累计享受补贴
不超过 10000 元；购买智
能家居类项下产品，每
位消费者每个具体类别
可享受 1 次补贴，每次最
高补贴 2000元。

泉州开启全域全天候超限治理行动

首批15个动态检测监控设备启用

最高补贴10000元
2025家装厨卫“焕新”补贴活动已启动，

泉州征集首批参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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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3个
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
文件 23日由新华社受权发
布，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
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
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意见》，全文共六个部分，
包括：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着力壮大
县域富民产业、着力推进乡村
建设、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
系、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
配置体制机制。

文件提出，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锚定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
为动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致贫，提升乡村产业
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
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

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
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要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
要指示精神，健全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长效机制，真抓实
干做好2025年重点工作，推
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
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
加红火，朝着建设农业强国
目标扎实迈进。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
工作的中心任务。2025年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壮大
县域富民产业，对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
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作出
部署。

2024 年我国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
长6.3%。今年如何进一步鼓
起亿万农民的“钱袋子”？文
件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要求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
产品种养；培育乡村新产业

新业态；推进乡村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
来，各地要以提高农业综合
效益带动农民增收为基础，
在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上
下功夫。要立足资源禀赋，
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
章，通过延伸产业链提高产
品附加值，让苹果、黄花菜、
木耳等小产业，成长为农民
致富增收的大产业。大力发
展休闲农业、农村电商、文化
体验等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法宝。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通篇体现了改革的精神，可以
说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部署的完善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任务的具
体落实。”农业农村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说。

文件在着力健全要素保
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这一
章节里，对稳定和完善农村
土地承包关系、管好用好农
村资源资产、健全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机制等进行了部
署。

杰清/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