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以来，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

城南派出所按照“两队一室”警务机制

改革部署，创新推行警用无人机“低空

平安警务”机制，加快形成和提升公安

新质战斗力，做到降警情、控发案、除隐

患，实现了辖区社会治安的良性循环。

2023年9月，在宁德全市机关体制

机制创新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中，城

南派出所“低空平安警务”荣获非党群

类优秀案例，系全市唯一上榜的基层所

队；2024年 5月，城南派出所受邀参加

“2024年宁德市暨蕉城区科技活动周”，

系全市唯一受邀的公安基层所队。

科技赋能 明晰辖区实况

“设备+技术”强强搭配，攻破应用

困局。城南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下设无人

机警航组，配备了一体化作战设备搭配

无人机5G图传技术，以高端先进的设

备和5G图传技术的强强搭配，解决了

无人机传输画面只能在遥控器上显示，

无法远距离、大范围投放的难题，实现

了无人机远程无缝对接。

“建模+地图”两两结合，破解巡航

难题。城南派出所运用三维建模技术，

将辖区内各社区、乡村的地理地貌、房

屋概况详细记录并建模使用，织密空、

地立体化防护网，为治安巡航维护提供

了精准依据，真正做到了“指哪达哪”。

“思想+行动”事事先行，打造“五

早”单位。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在无人

机队伍组建、设备跟进、人才管培等各方

面做到先行先试。2021年首次将无人机

应用于疫情防控中，2022年1月正式成

立无人机警航组，2022年8月购入了第

一台经纬M30T行业无人机……三年

来，城南派出所成为宁德市蕉城区最早

运用无人机开展防疫工作的派出所，全

区最早建设的警航队伍，全区最早拥有

专业化设备的公安单位，全区最早实现

5G联网无缝对接技术的公安单位和全

区公安单位中最早拥有证件齐全、技能

全面的无人机队伍，独树一帜地成为全

市133个派出所中的“五个最早”单位。

低空警务 高效稳控治安

低空警务守护平安。充分运用无人

机智能、精准、迅速、全覆盖的优势，有

效提高警务巡防效率。2022年以来，城

南派出所运用三维地图和无人机组，

圆满完成了各类安保任务数十余起，

开展反诈、普法、打击违法犯罪等内容

立体宣传2000余次，宣传覆盖数十万

人次。

空地联勤快速响应。在接处警工作

中灵活运用无人机快速、高效、便捷的

优势，调配无人机同步出警，极大提高

了警情处置效率，有效解决了火灾、寻

人等警情中存在的灾情发现时间滞

后、现场情况难以掌握、人员去向难以

确认等难题。三年来，无人机同步出警

200多次，累计协助处置各类火灾事故

5起，找寻失踪人员4人。

精准主防精准打击。深度发掘警用

无人机智能感知、立体防控、快速机动

与精准响应潜力，将无人机运用于禁种

铲毒、查处违法、搜寻情报等各项工

作，累计飞行距离2200多公里；先后协

助侦破金涵劫持人质案、塔山村聚众

赌博案、六都村聚众赌博案、七都卓木

洋山非法制爆案等多起案事件，累计

协助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40 余

人；配合分局禁毒大队搜查蕉城村居、

社区、乡镇累计40余处，发现并铲除罂

粟多株。

注重管培 打造专业队伍

强化专业人才培训。制定管理、培

训、考核等相关制度，城南派出所警航

队伍已有适用不同环境作战的无人机

3台，先后有5名飞手取得驾驶员合格

证、专业技术证，其中1人取得了警用、

民用、体育竞技无人机飞行三执照和民

用无人机教员证，并被福建警察学院评

为警用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优秀学员。

增强合成作战能力。根据城南辖区

实情和警务工作实际，坚持以制度管

人、按制度办事，制定无人机警航组工

作要求、使用规范、绩效考核等各项规

章制度，闭环管理警用无人机同步出警

全流程。通过5G网络进行指令传输，一

键调度所内警用无人机，并在所内配套

设立停机坪，利用卫星定位、图像识别

等功能，实现精准降落，全面强化远程

飞控和合成作战能力，确保遇到重大敏

感警情，能根据现场指挥长指令，统筹

警务航空力量协同作战。

扩大实战应用领域。历经三年的探

索，城南派出所警用无人机已实际运用

于维稳安保、侦破大要案、查处赌博、查

打制爆、查毒灭源、消除火患、走失寻

人、警务宣传、重点涉险区域巡护等10

大类工作场景，与街面警力形成合力，

巡防于辖区街头巷陌和省重点项目车

里湾园区、乡村振兴网红金蛇头村、“城

中村”古溪村等重点区域，实现集中管

理、统一指挥、远程监控和可视化执法，

切实为基层治安治理、辖区经济发展和

人民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宁德市蕉城区委改革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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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浪漫

家家都有老，人人都会老，养老是一项重要的

民生工作，也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重点推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探索建

立全方位全周期养老服务新模式，健全分级分类、

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进一步激发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

2024年，浦城县民政局荣获“全国民政系统

先进集体”称号，浦城县被列为国家级县域养老服

务体系创新试点县。

系统集成
养老领域改革激发动能

完善工作机制，做实“为老”之举。成立县委

主要领导为总召集人、县政府分管领导为召集

人、各相关部门及乡镇（街道）负责人为成员的

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联合调研和信息共享的工

作机制，每季度组织研究重要事项，并将加快补

齐养老服务短板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为民办实事项目、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和年度财政

预算。

强化政策支撑，保障“为老”之需。制定《浦城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浦城县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

划》《浦城县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等文件，

在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队伍建设、资金保障等方面提供支撑，

用于支持县域养老事业发展。近三年来，投入资金3.4亿元，推动

县域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深化监管改革，筑牢“为老”之基。组建浦城县养老服务指导

机构，优化政策引导、市场监管、质量监督等服务功能，提高政

府管理和行业服务水平；改革完善管护机制，推进农村特困人

员供养服务机构运营体制改革，实行公建公营、公建民营等多

种运营方式；改革运营考核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机制，对机构、企业的服务效能进行动态测评；建立

养老机构“点题整治”挂钩联系工作机制，深入县域各养老机构

开展整治工作检查，消除各类隐患。2024年，对全县24家正常运

营的养老机构开展6轮安全生产大检查，组织了5期业务培训，共

培训150人次。

城乡统筹
养老服务网络能级提升

搭好县级平台。在中心城区，浦城加快建设县级综合养老服

务平台，持续推进三个为老服务中心——浦城县养老服务指导中

心、失能失智养护中心、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强化

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拓展和强化服务示

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医疗养老等综合功能，夯实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基础。

浦城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失能失智养护中心、老年人医养结合

服务中心预计在2025年建设完毕。

建设乡镇枢纽。加强乡镇一级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

设，加快建设乡镇“幸福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对本乡镇（街

道）重点老年人纳入机构集中供养、给予救助，鼓励引导农村特别

是边远村、“空心村”的生活就医不便、有住房安全隐患的老年人

入住，提高农村散居老人居家养老的幸福指数。目前，仙阳镇“幸

福里”社区项目主体已建设完成，至2025年底建设3个乡镇“幸福

里”社区，进一步夯实养老服务基础。

优化村级站点。推进村（居）综合养老服务站建设工作，大力

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导入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同时，

将农村幸福院等基层养老服务设施进行转型提升，加入零工市

场、乐龄学堂等寓教于学的培训内容，持续拓展公共养老资源与

服务功能；推行“长者食堂+学堂”“孝老食堂”等运营模式，建立企

业、商会与老年助餐点挂钩帮扶机制，提升助餐服务质量和水平；

坚持党建引领，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引导个人组建村（社

区）互助养老服务组织。目前，已建设村（居）综合养老服务站3个，

至2025年底，完成10家村（居）综合养老服务站的建设。

提质扩容
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

基本保障扩面。全面落实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基本生

活救助政策，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老人纳入救助范围，适时提

高补助标准。聚焦孤寡、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

务制度，着力化解特困老年人的居家养老安全风险。落实高龄津

贴、护理补贴、服务补贴、80周岁以上老年人意外伤害医护保险等

老年人福利制度，切实提高补贴标准的精准度和有效性。2024

年，城乡低保（60 周岁以上）2736 户 3452 人，累计发放资金

1321.12万元，城乡特困（60周岁以上）1589户1595人，累计发放

资金2571.63万元。

养老服务提质。融合“养老+数字”，依托居家养老信息平台，

高效链接养老资源，让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融合“养

老+家政”，将家政服务和生活照料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通过

App平台或服务电话实现线上“订单式”直约，对城区3361名七

大类老人提供专业化服务；融合“养老+医疗”，深化“4+N”全民健

康网格化服务，针对老年人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体检、老年病防治

等，实现居家养老与健康关爱无缝衔接，2024年，“4+N”全民健康

服务团队县级专科医生下沉基层开展医疗服务3.48余万人。

“银发经济”扩容。进一步优化配套建设，探索“机构—社区—

居家”新模式，丰富养老服务场景，推动家庭养老床位和家庭病床

两床融合，围绕助洁助浴、改善环境、智能监测、辅具适配、起居行

走五个方面为老年人家庭购买各类适老产品提供补助，拓展形成

具有浦城特色的居家养老、社区托养、健康管理、医疗保健、文化

教育、社交娱乐等多业态、多形式的新型服务领域，促进“银发经

济”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浦城县共接收适老化改造申请970

户，为全县老年人家庭提供了598万元适老化改造资金，有效提

升了适老产品的销量，进一步培育了适老产品的消费需求。

□ 谢代文

“今年，我到地方考察，看到大家生

活多姿多彩。天水花牛苹果又大又红，

东山澳角村渔获满舱。”习近平主席的

新年贺词，满溢着对地方特色产业蓬

勃发展的殷切关怀与高度赞誉，如春

风化雨，激励着广大民众在特色产业的

康庄大道上笃定前行，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大动力。

在这波澜壮阔的产业发展浪潮中，福

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潘涂社区的海蛎产业

凭借独树一帜的“产销文娱”一体化发展

模式，熠熠生辉，成为海洋经济领域的一

颗璀璨明珠，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留下坚

实且耀眼的足迹，演绎着一段传统与现代

交织、创新与传承共鸣的“蛎”久弥新传奇。

古邑蛎韵：
传统根基深植产业之源

潘涂社区的海蛎养殖史源远流长，

先辈的智慧与汗水镶嵌在历史长河中。

“潘涂海蛎养殖，那可是世代传承的生

计，沉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真应了‘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老话。”年逾花

甲的厦门市潘涂海蛎产业有限公司秘

书长林合社话语间满是感慨。

自宋代建村起，海蛎便成为潘涂人

生活的重要依托。明代时，当地海蛎养

殖业已具规模，先辈们广拓海地，滩涂

养殖一片繁荣，养殖技艺代代延续。近

代，潘涂海蛎虽历经海洋环境变化、政

策调整等诸多风雨，潘涂人却凭借丰富

经验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守护海蛎产业

发展火种，使之生生不息。

从早期的滩涂投石养殖起步，逐步

进阶为潮间带棚架式、湾内寝式、浅海

延绳式养殖，潘涂的海蛎养殖方式迭代

升级，持续引领福建省海蛎养殖业风

尚。在2006年厦门海域退养政策的冲

击下，潘涂人带着精湛技术与资金，奔

赴福建沿海其他地区，乃至广东、广西、

山东等地开疆拓土。

截至2024 年，潘涂人在全国沿海

的养殖户已超12户，养殖面积达6.3万

亩，年产量约 45.4 万吨，产值约 4.5 亿

元，带动就业人口逾2万，成为乡村经

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

科技新潮：
创新引擎驱动蛎业变革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深谙此

道，与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紧密合作，成

功引种培育‘黄金三倍体’海蛎。”厦门

市潘涂海蛎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俊

杰介绍，现代科技仿若一股清泉，为潘

涂海蛎产业注入生机活力。

“黄金三倍体”海蛎的横空出世，堪

称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不仅产量飙升

约30%，单个最大可达650克，品质更

是迈上新台阶，市场价格也随之提升约

20%。从海蛎苗种孕育到成品推向市

场，公司构建起严苛的质量管控体系，

确保每一颗潘涂海蛎都安全可口，成为

消费者舌尖上的信赖之选。

潘涂社区创新经营模式，适时成立

专业公司与合作社，推动产业从零散经

营向集约化、规模化转型。“这一创新模

式，恰似众人划桨开大船，实现资源的

深度整合与优化配置。”厦门市同安区

美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颜允候说。

公司依循不同海域特质统一规划

养殖版图，科学布局养殖品种与规模，

实现养殖效益最大化。同时，积极与众

多农贸市场、超市、餐厅构建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为海蛎产品铺就畅通无阻

的销售渠道。

当下的潘涂，已与 50余家农贸市

场、30家超市、200余家餐厅携手合作，

电商平台月销售额突破50万元，且保

持稳健增长态势，产业发展活力奔涌。

产业聚变：
集聚优势重塑蛎业格局

步入潘涂海蛎集散中心，加工车间

内工人熟练操作设备，海蛎清洗、分拣、

去壳等工序行云流水，加工成品经冷链

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2019年建成的这个集散中心，是

产业核心枢纽，集清洗、加工、批发等功

能于一体。每日海量海蛎在此汇聚流

转，推动资源高效整合与流通。”潘涂社

区居委会书记纪加辉介绍说。

以此为依托，社区精心打造“海蛎

一条街”，借海蛎夜市、美食节等活动，

深度融合海蛎产业与文旅产业。在夜

市中，游客既能大快朵颐品尝地道的

海蛎煎、海蛎汤、海蛎饼等美食，欣赏

别具风情的民俗表演，又能参与剥壳

比赛、烹饪教学等趣味互动活动，沉浸

式体验海蛎文化魅力。每逢美食节，能

吸引数万游客蜂拥而至，带动周边餐

饮、住宿收入激增30%，成为拉动地方

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不仅如此，潘涂还积极筹备海蛎文

化馆和博物馆，全方位展现海蛎养殖的

历史演变、技艺传承脉络，收藏相关文

物资料，为产业研究筑牢根基。“我们

志在打造特色文旅品牌，让海蛎夜市

成为文化新地标、旅游新窗口，形成

‘白天赏景，夜晚品蛎’的独特旅游体

验，以文化为翼，推动旅游发展，以旅游

为舟，带动产业繁荣。”潘涂社区党委副

书记林育林满怀憧憬地说。

市场突围：
多元拓展拓宽蛎业天地

晨曦微露，大量潘涂海蛎便奔赴当

地农贸市场和餐厅。在厦门第八市场，

一位资深养殖户摊位前人潮涌动，顾客

络绎不绝。摊主热情地介绍：“潘涂海蛎

肉质鲜嫩多汁、味道鲜美醇厚，老厦门

人对它情有独钟，每天都有不少顾客专

程前来选购。”餐厅大厨也对其青睐有

加，常以潘涂海蛎烹制“海蛎煎蛋”“海

蛎豆腐汤”等招牌佳肴，吸引食客纷至

沓来。

据估算，潘涂海蛎在厦门本地市场

占有率高达70%，年需求量约8000吨，

且呈逐年攀升之势。

“电商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全国市场

的大门。”潘涂社区宣传委员林振桓欣

喜地说，互联网时代浪潮下，线上销售

让潘涂海蛎畅销全国，凭借优良品质与

精美包装在电商平台收获好评如潮。当

前，电商销售额已占总销售额的30%，

产品覆盖20多个省市自治区，市场影

响力持续扩大。

在稳固国内市场的同时，潘涂海蛎

产业亦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林育林满

怀壮志地表示：“要让潘涂海蛎成为国

际市场的耀眼明星。”社区对标国际标

准构建质量管理体系，强化质量认证

与品牌推广力度，积极与国外经销商

洽谈合作。在一次国际展览会上，潘涂

海蛎凭借出众口感与卓越品质吸引了

众多国外采购商关注，已与55个国家

和地区经销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出口

前景一片光明，未来出口量有望逐年稳

步增长。

协同共兴：
产业价值赋能社区新篇

海蛎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

了潘涂社区的经济繁荣，为居民增收致

富开辟了广阔途径。“产业兴旺、百姓富

裕的愿景正在逐步实现。”颜允候欣慰

地说，海蛎产业已成为潘涂社区经济增

长的核心动力。

养殖户林满意在多地经营渔排，

年产值接近3000万元。海蛎产业的兴

旺还吸引了大量游客，带动了餐饮、住

宿等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社区约

80%的常住人口参与其中，为 3500多

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有效缓解了社区就

业压力，许多中老年居民凭借加工海蛎

的手艺获得了稳定收入。据统计，该产

业带动社区年增收1500万元，居民人

均年收入增长10%，成为社区稳定发展

的坚实支撑。

“海蛎文化是社区的灵魂，产业发

展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它，增强了居民

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林育林说，在产

业发展过程中，海蛎文化得到了传承和

弘扬，成为凝聚居民情感的精神纽带。

居民在参与文化活动中，增进了交流与

合作，社区氛围更加和谐融洽。

“我们会沿着这条特色路继续前

行，不断创新进取。”颜允候说，计划中

的海蛎文化长廊、博物馆等有望在2026

年建成，未来潘涂海蛎将加大科技研发

投入，培育优质品种；深耕产业融合，打

造影响力更强的文旅品牌；积极拓展市

场，迈向更广阔天地。

潘涂海蛎产业发展之路，是传统与

现代融合、创新与传承兼具的生动实

践，是地方探索特色产业发展的成功范

例。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潘涂社区

将继续砥砺前行，持续书写乡村振兴与

海洋经济协同发展的壮丽篇章。

“蛎”久弥新 探索海蛎产业特色振兴之路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潘涂社区海蛎产业“产销文娱”一体化发展，演绎出一段传统与现代

交织、创新与传承共鸣的“蛎”久弥新传奇

“低空平安警务”提升新质战斗力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探索无人机在警务工作中的实战

化运用，累计飞行距离2200多公里，实现了辖区社会治安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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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志在打造特色文旅品牌，让海蛎夜市成为文化新地标、旅
游新窗口，形成‘白天赏景，夜晚品蛎’的独特旅游体验，以文化
为翼，推动旅游发展，以旅游为舟，带动产业繁荣。”

全区最早运用无人机开展防疫
工作的派出所，全区最早建设的警
航队伍，全区最早拥有专业化设备
的公安单位，全区最早实现5G联网
无缝对接技术的公安单位和全区公
安单位中最早拥有证件齐全、技能
全面的无人机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