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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翔安区台青社区“融合公寓”
探索涉台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不断探索涉台服务新模式，创新成立

台青社区“融合公寓”，为台青提供“首来族”免费落脚点和集中居住生活

圈，让台湾青年更快更好地融入本地社会文化，在融合发展中获得归属感

和存在感。

据悉，在翔安区台港澳办的指导和翔安区金海街道的支持下，由民革

厦门市委祖统委副主任林庆同和他的“海鸥台湾青年服务团队”打造的台

青社区“融合公寓”近日正式揭牌成立。“融合公寓”首批有四层，面积

9~25平方米不等，包括单间、一房一厅、一房两厅等3种房型，配备日常

生活用品，可为16位台青提供入住，目前已有7位台青成功入住。

“‘融合公寓’能有效加速台青的落地融合，在推动‘以情促融’的同

时，也为翔安区构建‘翔金生活圈’、打造‘台青发展友好型城区’奠定良好

的情感基础。”林庆同表示。

首批入住“融合公寓”的台青陈圣原说：“我很激动，主动要求加入‘海

鸥台湾青年服务团队’，并协助筹备公寓揭牌等前期工作，我还把第二层

租了下来，打造公益的国学文化空间，服务当地村民。”

“我们很欢迎台青朋友们，也很高兴台青朋友们对我们社区发展的支

持，相信他们的闯劲和想法能在欧厝社区的土地上丈量出事业的新高

度。”“融合公寓”所在地欧厝社区书记张晖杭表示。

“台青社区‘融合公寓’结合社区特点，以活动促进情感交流，让有意

落地翔安的台青找到家的感觉。”翔安区台港澳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

继续打造第二座、第三座……台青社区“融合公寓”，全方位服务好在翔发展

的台青，奋力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首选门户。

（王 帅）

□ 翟风采 吴家新 陈 威

福建省三大林区之一的龙岩市，森

林覆盖率近 80%，常年位居全省首

位。近年来，龙岩市持续推进现代林业

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发挥“林”优势、做

足“林”文章，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在抓好森林资源培育

的同时，把林业科技创新作为林业发展

重要工作之一，走出了一条可借鉴、可

发展、可推广的绿色发展之路。

目前，龙岩现代林业科技示范园区

建设成效显著，拥有国家级现代林业科

技示范园区、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全国自然教育基地、全国森林经营试点

单位、全国林草科普基地、中国林业产

业突出贡献奖单位、履行《联合国森林

文书》示范单位等多项国家级品牌。

坚持科技兴林
写好科研创新“绿色答卷”

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林业高质量发

展，龙岩市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绿色答

卷”。以建设国家级现代林业科技示范

园区为依托，龙岩市林业局坚持科技兴林

战略，吸引一批高层次人才入驻，推动一

批重点项目落地，打造“产教融合”基地，

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近年来，龙岩市积极引入高校资

源，先后与10所科研院校开展合作，成

功推动1位院士、2位杰青和25位教授

的30余项林业科研项目落户园区，打

造60个科技示范点；打造4个走在世

界前沿的创新科研平台，即研究树种多

样性的全球顶尖平台“全球气候变化背

景下树种多样性、功能特性与生态系统

功能试验平台”，全球第五家、中国第一

家研究树种菌根类型的“树种菌根类型

与森林生态过程长期试验平台”，世界

首创的研究气候变化和陆地森林碳源

汇的“双塔移动通量观测平台”“森林经

营碳汇试验平台”；建设乡土阔叶树种

园、台湾同源树种园、林下经济精品园、

马尾松二代种子园、杉木三代种子园和

省级保障性苗圃等“五园一圃”林业科

研基础平台。

“搭建林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加快

产学研合作，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

态化，已成为龙岩市推深做实改革、努力

践行加快‘两山’转化的有效科技支撑。”

龙岩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田华说。

科技创新的大潮奔涌向前，龙岩市

林业局先行先试开展了多个试点建设。

打造创建福建省首家司法绿碳基地，创

新探索森林碳汇在生态司法修复中的实

践和林业碳汇认购替代修复模式，由此

形成的司法修复森林碳汇补偿机制在福

建省和全国推广；打造福建省首个涉案

珍稀植物迁地保护基地、森林警察林；全

面推进国家林业碳汇试点市建设，打造

“碳汇试验”示范基地；投入3500万元

建设龙岩现代林业科教馆及“共和国林

业摇篮”展览馆，将科技与红色林业文化

有机结合，打造“科普示范”基地。

做实“增绿”文章
森林资源培育成效可喜

站在山顶放眼望去，成片的杉木林

郁郁葱葱，在南方（闽西）森林多功能综

合示范区内，培育形成了4200亩杉木

大径材基地，其中包括胸径30公分以

上大径材级杉木20多万株，是目前我

国已发现的集中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

完好的杉木大径材人工林。

据了解，龙岩国家现代林业科技示

范园区以“一区三园”为主体布局。长

期以来，科技示范园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将森林资源培育作为园区建设

发展的重要基础，打造林业生态保护与

修复的样板。

大力做好“增绿”文章，精准提升森

林质量，龙岩市的森林资源培育取得可

喜成效。实施国土绿化试点项目，投入

1200万元打造乡土阔叶树种、松林改

造提升等示范基地2.6万亩，通过选育

种植优良乡土阔叶树种，对马尾松针叶

林进行更新重造、疏伐补植，调整优化

树种结构，形成以混交林、复层林、异龄

林的复合型林分结构，探索以“增资源、

提质量、调结构”为主的森林生态修复

模式，为降低全市针叶林分面积、进一

步提升森林生态功能提供了示范样板。

与此同时，龙岩市加强苗木资源培

育，全力打造省级保障性苗圃，开展种

苗科研攻关，培育优良乡土阔叶树种，

选育一批适应性强、生态效果好的乡土

阔叶树及珍贵树种，为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水土流失精准治理提供苗木保障。

立足科技示范
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云雾初散，科技示范园区的林下中

药材精品园内变得忙碌起来，多位村民

在林下栽植着姜黄、鸡血藤等，为新一

年的产业发展早做准备。

高耸的林木下布满了多种药用植

物，繁茂的枝叶遮去大半天空，林间的

水气锁在其中，形成了天然的保湿箱。

据介绍，该林下中药材精品园面积达

200亩，种植黄花远志、姜黄等200多

种药用植物，新建的金毛狗蕨保护园，

预计每亩年产值1万元，还能提供300

多个季节性就业岗位。

“我们与福建和康药植科技有限公

司共建上杭骨碎补育苗中心，每年可生

产骨碎补1000万盆，加工骨碎补1200

吨；与福建省挺多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共

建科技示范园区文化提升工程，推动生

态文化与数字经济相结合。”龙岩上杭

白砂林场场长邹秉章说。

近年来，龙岩市林业局推广先进发

展模式，积极建设具有可复制可推广价

值的模式林，如杉木大径材示范林、松林

改造提升示范林、速生丰产林基地等，模

式林发展前景让广大林农“看得见、摸

得着、用得上”。

因地制宜，将森林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发展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和立

体林业，龙岩硕果累累。如今，龙岩现代

林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成效显著，园区

已为周边乡村建设林区道路200多公

里，每年为周边林农赠送苗木1万株、提

供就业岗位不少于1000个、支付劳务

费用800多万元。此外，还通过打造示

范林、建设森林步道和游憩设施等，为经

营区村民创造2000多万元经济收入，实

现“生态美”和“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龙岩现代林业科技示范园充分

发挥自身技术、资源优势，从科技示

范、产业惠民等方面辐射带动周边群众，

着力加快‘两山’转化，助推乡村振兴。”

张田华说。

近年来，福建省福鼎市公安局深入

推进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改革，创新“以

数据驱动业务、以智慧规范执法”理念，

打造“明镜”规范化执法管理平台，构建

执法监督管理闭环体系，解决基层执法

“怎么办、怎么检、怎么管”问题。该平

台创新斩获“智慧公安我先行”全国公

安基层技术革新奖一等奖，实现了福建

省公安机关在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

奖项上的新突破。

全流程辅助规范执法
实现“智慧办案”

全流程指引办案。为解决民警常

见执法问题，平台设置了“执法导引”模

块，预制800余个典型执法问答、200

余份法律文书范本，供民警自助查询、

自主解决。针对疑难复杂问题，设置

“法制商询”模块，民警向法制部门提

问，第一时间答疑解惑。为解决行政

处罚量罚尺度不一的问题，平台设置

“模拟量罚”模块，民警只要输入案件

基本要素即可一键生成处罚参考意

见。上述三大模块，从案件受立案、调

查取证、解决问题到量罚执行，为民警

提供执法全流程辅助。

便捷化高效办案。平台对合同审

批、案卷盖章、集体议案等可以规范化

的流程及非预制文书制作进行统一设

置，方便民警规范应用。通过设置“用

印管理”“邮箱收发”“电子材料存储”等

便捷功能，最大限度实现案件线上流转

审阅，让数据多跑路、民警少跑腿。近

3年来，福鼎市公安局刑事案件破案

率、行政案件办结率，较往年都有不同

程度的提升。2022年，福鼎市公安局

行政案件办结率为85.73%，在福建省

名列前茅。

智能化核算积分。2020年以来，

福鼎市公安局创新推行以数量分、效率

分、质量分、效果分、能力分和审核分六

大组件为核心的执法办案积分制度，成

为执法办案的标尺、杠杆、导向。为解

决执法办案积分人工核算不够精准快

捷的问题，平台内置了积分智能核算模

块，对办案数据进行智能化抓取、精细

化核算，自动计算出办案积分，直观呈

现执法质效，解决了以往执法办案积分

人工核算不够精准快捷的问题。

全环节再造监督模式
实现“智慧检测”

问题溯源归集。平台设置“系统智

检”模块，预制了200余个程序和实体

方面的“节点问题”，通过数据比对引擎

对案件办理进行实时智能监测。同时

还设置了“法制考评”和“民警自评”两

个模块，作为“系统智检”模块的补充，

三种途径共同构成“执法问题池”，覆盖

公安执法的各类案件、各个环节。在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平台对2018年

以来受理的22万余起警情、案件展开

复评复议，归集执法问题22100余个，

整改率超过95%。

实时预警整改。“问题池”内发现的

问题即刻通过PC端和移动警务端双

轨同步推送给办案单位、法制部门、法

制员及办案民警，民警可以实时整改，

法制员可以提醒整改，法制部门和办案

单位负责人可以督促整改，真正将问题

整改落实到位。

动态汇总分析。系统对日常监督

考评、系统自动检测等执法问题进行汇

总分析，从执法单位、民警个人、问题本

身三个维度分别展示程序性问题与考

评类问题数量，并进行排名，向全警公

开展示执法态势，为执法单位和民警提

升执法质量指明方向。近3年来，福鼎

市公安局在福建省执法考评中被抽评

的全部案卷都被评为优秀卷。

全方位赋能执法要素
实现“智慧管理”

构建执法能力多维画像。福鼎市

公安局建立以办案的数量、质量、效率、

岗位、难度、素养等六个方面为维度的

“民警执法能力多维画像”系统，完整展

现民警的执法能力，让民警案件办多、

办少、办好、办坏一目了然，民警可以对

照短板自我提升，所队长可以对照不足

因材施教，局党委可以对照优劣合理使

用。2021年以来，福鼎市公安局在原

有执法办案积分制基础上通过“明镜”

平台的深度运用，先后评选出“十佳法

制员”“十佳办案能手”和若干名“优秀

所队长”，累计有200多名民警优先晋

衔晋职。

推动执法流程监督管理。系统细

化设置了执法视音频考评、执法数据

考评、执法问题专项整治考评、办案区

使用和执法安全考评、信访问题专项

考评等共9大类55个细项，将行政、刑

事案件的执法流程进行全要素分解，

实现对各重点执法环节全覆盖监督管

理。各环节执法问题及办理情况直接

推送分管局领导层面，形成监督整改

闭环。

实现执法要素智能查询。通过设

置“案件类别”“问题类别”“扣分类别”

“办案积分”等不同查询要素，实现对单

位或民警办理的案件积分、执法问题、

考评扣分等情况一键查询，以一张表的

形式直观展现执法结果，用数据说明问

题，用结果衡量质效，形成公开、透明的

良性执法环境。

（福建省福鼎市委改革办供稿）

创新“明镜”平台 破解基层执法难点
福建福鼎市公安局深入推进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改革

党建引领，科技助力。去年以来，福建省周宁县

人民法院聚焦基层矛盾纠纷，大力推动“法官e站”云

平台建设，并充分调动村、社区党员干部，组建“法官

e站”法治网格员队伍，实现矛盾纠纷调处“一门进、

一网通、一码清、一次办、一地解”，着力打造老百姓

家门口的“e法官”。

“法官e站”全覆盖 视频连线“码”上见

近日，得知周宁县法院推出“法官e站”云平台，

一起信访案件的当事人陈某通过扫码，发起了有关

案件办理情况的咨询。法院收悉后，立即组织案件

相关工作人员组成线上接访团队，并通过视频连线

的方式进行“会诊帮办”、释法析理，最终成功解开了

陈某的心结。

“法官e站”是周宁县法院深化“互联网+枫桥经

验”，通过在线方式集约集成基层解纷力量，促进矛

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实质性化解的一项创新举措。

去年以来，该院在周宁县委政法委的大力支持

下，先后在周宁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全县6镇

3乡和147个行政村（社区）挂牌成立“法官e站”，实

现县、乡、村三级全覆盖。群众只需打开微信扫描

“法官e站”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该院自主开发的

线上实景诉讼服务平台“诉讼服务e点通”，轻松体验

“指尖上”的诉讼服务。

为了能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周宁县法

院依托微信小程序功能自主开发了“一站式”“全流

程”的线上诉讼服务平台，并组建了在线答疑工作专

班，不出门、不立案，在手机上就可以与法官视频连

线，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四级联调止纷争 矛盾纠纷“码”上解

从矛盾调解“单打独斗”，到息诉止纷“多点开

花”，“法官e站”的搭建，还为打造“无讼”村居提供了

新的解法。

“法官e站”以各乡镇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以

及诉非联动中心为依托，并在每个行政村（社区）聘

任一名党员干部为“法官e站”法治网格员，通过“党

建+大数据+网格化”机制，构建起“网格排解、村居自

解、部门联解、法院调解”的线上线下四级联调解纷

模式。如今，“有问题，找法官e站”正逐渐成为辖区群众的共识。

不久前，周宁县法院运用四级联调机制，成功调解了一起合伙合同纠

纷。合伙经营人姚某、张某因公司利益分配不均，一纸诉状将合伙人叶某

告上法院，要求法院确认其合伙份额，判令被告叶某公开合同账目、分配

合伙利润。

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承办法官在征得双方同意后，通过“法官e

站”开始了一场由法官在线释法说理、法治网格员和村委会工作人员线下

调解的“线上+线下”融合调解，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叶

某同意向两原告支付合伙利润，双方握手言和。

建立四级联调解纷模式的最终目的是强化诉源治理，将矛盾纠纷化

解在萌芽状态。为此，周宁县法院还组建了数据分析工作专班，定期对后

台咨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咨询问题中筛选出热点问题进行置顶提

醒，并为纠纷排查、重点普法、源头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及调研基础。

预约上门去立案 诉讼服务“码”上来

日前，周宁县城西社区71岁的余老伯在法治网格员帮助下，通过“法

官e站”提交了一条上门立案预约申请。周宁县法院立案庭在初步核实

情况后，上门耐心指导余老伯填写立案材料等事宜，不到20分钟便帮助

余老伯一次性办理好了登记立案相关事项。

在“法官e站”云平台，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或其他行动不

便的人，通过扫码提交预约申请，法院工作人员核实后将会上门提供法律

咨询并办理立案服务。

此外，周宁县法院还将与诉讼服务相关的微信小程序、网站以及跨域

平台、电子诉讼服务平台等整合进“法官e站”，解决当前诉讼小程序、App、

网站复杂繁多导致的“门难找”问题，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化纠纷、解难题。

自去年4月“法官e站”正式推出以来，不到1年时间，周宁县法院就

收到线上诉讼咨询、申请285件，线上24小时答复率100%，群众实地上

门的司法服务同比下降约25%。在“法官e站”的助力下，2022年该院一

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质效评估得分在福建省基层法院中稳

居第一方阵。 （福建省周宁县委改革办供稿）

科技兴林 点“绿”成“金”
福建龙岩市发挥“林”优势、做足“林”文章，持续推进现代林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龙岩上杭白砂林场省级保障性苗圃 郭亦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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