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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霞浦县各大特色民宿迎来
了旅游热潮。期间，一款印有“盐田待渡”
特色 LOGO 的茶点礼盒，成为颇受游客欢
迎的旅游伴手礼。

提起霞浦，第一印象总能让人想起大
海、沙滩、连绵曲折的海岸线以及各式各
样的海产品。像这样独特的 IP印象，蕴含
着地方的历史、地缘和生活属性，是了解
地方最直观的途径。

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 IP？霞浦县盐
田乡一直试图破题。“盐田虽然没有三沙
那样的日出摄影点，但却有着别具一格的
鹅湾红树林生态摄影点；虽然没有长春、
崇儒等地特色海鲜和茶叶，但却有着非物
质文化遗产‘盐田曲确’以及源远流长的
渡口文化、易学文化。”盐田乡党委书记
雷宇说，盐田其实不缺资源，关键是怎样
将这些优势资源融合在一起。

文化就是那个突破口。过去，盐田
渡口是温福官道中水路的必经渡口。由
于潮汐、风雨、客货量等不确定因素，来
往客人往往需要过上几夜才能搭上船，

因此，盐田渡口也逐渐被赋予了“等待”
“离别”等情感色彩。清代福宁府郡守
李拔离任经过盐田，阻风待渡时曾留下

“十载遨游控海山，风帆高挂水云涧，盐
田待渡情无限，天际乘槎兴未阑。”的精
彩诗句，这些成为“盐田待渡”LOGO 设
计的灵感来源。

“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品牌支撑，
不仅能提升当地百姓认同感，也具有盐田
辨识度。”雷宇介绍，“盐田待渡”公共品牌
内容涵盖茶点、农特产品、文创等品类，而

“盐田曲确”伴手礼则是“盐田待渡”公共
品牌推出的第一款产品。

“目前，霞浦县正致力发展全域旅游，
对于伴手礼需求也是与日俱增。‘盐田曲
确’作为盐田乡传统小吃甜点，不仅深受
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也最能代表盐田乡特
色。”雷宇说，为此，该乡对“盐田曲确”的
外包装进行优化，融入“盐田待渡”公共品
牌，通过民宿、供销社的平台对外展示、销
售，进一步加强“盐田待渡”品牌宣传推
广，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到盐田乡游玩，感

受渡口文化及易学文化。
下一步，盐田乡将着手对当地传统工

艺制作的黄酒进行生产标准化改造、优
化，填充进“盐田待渡”公共品牌，通过一

个个“小而美”的产品来持续扩充品牌内
容，丰富品牌内涵，形成具有盐田辨识度
的公共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吴枋宸 见习记者 俞锦阳

日前，针对“两违”“两乱”问题，霞浦县北壁乡综
合执法大队主动出击，对违法行为重拳打击，共计拆
除违法建设猪圈和羊栏 18 座、临时搭盖建筑 1 座并
制止旧宅拆建未审批 1 户。同时，推进普法工作在
执法过程中执行，对于生活困难且配合政府工作的
养殖户给予适当放宽整改时限，允许自行整改。

下一步，该乡将继续加强对“两违”“两乱”的
日常巡查和管控，力求把“两违”“两乱”发现在初
始，遏制在萌芽，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查处，坚
决遏制新增违建。对于违法用地、搭盖猪圈和未
批先建建筑物等违法行为“冒头就打”，做到打击
一户，震慑一片。 □ 李顺贤

为提升南阳群众食品安全意识，近
日，寿宁县南阳镇食安办联合市场监管
所、村镇协管员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进
农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超“五进”系列
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了《预
防食物中毒宣传材料》《群众选择餐馆或食

品摊贩的提示》等食品安全宣传手册，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食品安全知识，

并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相关问题。
下一步，南阳镇将持续加大食品安全

宣传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着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 □ 许伟

隆冬时节，走进福安市湾坞镇坑源村，曾经一片
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已变为企业的堆料场，车辆往
来，好不热闹。“今年我们盘活了一些闲置地，给村集
体带来不少收益。”看着眼前的景象，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孟美艳格外开心。

孟美艳是一名外地媳妇，嫁入坑源村已有10多
年的时间。去年9月，在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孟美
艳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拥有“新身份”的她，身
上的担子也更重了，如何在坑源村现有的条件下，通
过发展产业为村集体带来收益，成了她重点考虑的
问题。

坑源村是一个少数民族行政村，距离镇区13公
里，村民大都以种植葡萄、水稻、茶叶等为生，村集体
经济收入发展缓慢，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

如何激活产业活力，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
济成为她急需解决的问题。当见到村内多处荒地闲
置，未被合理利用时，一个想法油然而生：“为什么不能
将这些闲置资产盘活，作为村集体增收的突破口？”

说干就干。经过村“两委”商议后，孟美艳展开
调研，摸清全村闲置土地的情况。当时，正值几家企
业在寻找项目建设用地，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合作。
村里将闲置土地部分出租给企业，另一部分则作为
临时用地的形式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不仅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还带动了村民增收。目前，坑源村共统
筹规划出闲置地块50余亩。

“为更好地利用村内集体闲置土地，我们计划发
展引进产业项目，让‘一次性’投入变为‘持续性’增
收，为村民带来稳定的收入。”孟美艳说。

如今，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村“两委”为民办
实事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陆续完成了卫生所、幸福
院提升，改造村道栏杆，增设便民服务中心等。在进
一步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坑源村还邀请专
业团队对祠洋自然村进行具体规划，计划将其打造成
为乡村休闲旅游网红点，让坑源村的人气旺起来。

村里的变化远不止于此。在全力提升村庄“颜
值”的同时，村集体收入犹如“及时雨”，让村里每一
位村民都享受到了集体增收的“红利”。“过去，村里
的居住环境可不如现在，出行等车连个像样的候车
亭都没有，现在不同了，不仅环境变好了，还建起了
一个港湾式候车亭，以后等车再也不用风吹日晒
了。”坑源村村民池生明乐呵呵地说。

□ 本报记者 吴枋宸

夜幕时分，漫步于福安市甘棠镇镇区
环城河岸，清澈的河床在景观灯带的折射
下泛漾着蓝色波光，河道两旁休闲散步群
众的欢笑声与微风拂过古榕树响起的“沙
沙”声相互交织，庄严的古城门与小桥流水
交映生辉，一派祥和景象。可谁曾想得到，

同样的位置曾经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
过去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和必要的保

护措施，甘棠镇人居环境开始“野蛮生
长”，“脏乱差堵”成了曾经甘棠镇的代名
词。近年来，甘棠镇充分发挥镇党委核心
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结合

甘棠古堡历史文化，拆市场、修城门、建拱
桥、引溪水，镇区“脏乱差堵”环境得到有
效改善。

“您好，我们有专门的摆摊区域，请您
配合把摊位移过去。”“您的车占道了，我们
开放政府大院给大家停车，您可以把车停
到里面。”在过去的两年多，无论工作日还
是节假日，甘棠镇市场周边总有五名干部、
志愿者在每天早上 5 点半准时出现，疏导
交通秩序。过往群众亲切的称呼其为“五
人小组”。为推动人居环境提升形成常态
化、长效化工作机制，甘棠镇在推进门前五
包、首创“五个一”巡逻机制的同时，还发起

“爱我甘棠·美化莲城”活动，充分发挥在外
乡贤、周边群众、志愿团体等各方力量，齐
抓共管，让群众从“袖手看”到“拍手赞”，再
到“动手干”。

“反正在家也是闲着，我每天早上帮
忙扫一扫街道就当锻炼身体。看着打扫
得干干净净的街道，我也非常高兴和自
豪。”为响应镇党委政府号召，85岁的郑月
莲两年来，坚持每天清扫家门口及周边路
段，即使下雨也从未停歇。

为充分发挥人居环境提升中的公益
力量，甘棠镇成立公益事业促进会，陈韻
堂、李金铃等周边居民组建西门桥筹建

处，筹集民间力量推进西门兜改造。为最
大限度节约成本，丈量木材、搬运货料、采
购物资、现场监工，公益志愿者们的身影
长期出现在建设一线。

“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群众一起集
资，旧菜市场拆掉了、河道干净了、周边卫
生整洁了，看到家乡越来越好，我们辛苦
点不算什么。”居民陈韻堂表示。

来到甘棠镇观里村，一排排欧式別墅
映入眼帘。在推进镇区人居环境提升的
同时，甘棠镇还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同步
开展新村建设与旧村整治改造，实施古民
居修缮保护，创办村史记忆馆，不断推进
乡村建设和传统文化发展，打造“红色”文
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品牌，深挖“文化+
旅游”第三产业潜力。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解决镇区范围内
的立面整治、杆线下地、污水处理等三个问
题。同时，持续深入开展‘爱我甘棠·美化
莲城’活动，按照宁德市、福安市的有关要
求，不断完善垃圾处理系统及配套设施，努
力实现垃圾不落地的目标，并认真谋划推
进‘智慧城市’项目，不断提升人居环境管
理水平，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甘棠镇党委书记刘星贵表示。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钟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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