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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近日，市文旅局公布了2022年宁德市
乡村文化振兴“十百千万”工程评审结
果。通过三年培育，全市成功创建了10条
文化带，培育乡村文化振兴示范村 120个
（其中优秀示范村 27个）、乡村文化队伍
1235支、乡村文化骨干 10399名，筑牢乡
村振兴文化基础。

2020年以来，我市大力实施乡村文化
振兴“十百千万”工程，乡村文化振兴取得
重要进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更
加丰富、更加精准，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
化、畲族文化等特色文化传承弘扬富有成
效，乡村文明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文化旅
游产业迅速发展。据统计，2022年，宁德
市接待乡村旅游人数 1493.83万人次，乡
村旅游收入79.18亿元。

柘荣县富溪镇曾是福温古道上的繁
华小镇，随时代变迁逐渐萧条，该镇围绕

“文化铸魂、古村新生”发展思路，修缮人
民银行、农业银行、“广顺福”商号旧址等，
广泛征集民间文物，建立秤砣和筷子笼展

示馆，建设诚信文化苑，初步重现了古镇
商贸街市。通过开展富溪镇小吃节，茶
道、香道传统文化传习，党员教育精品课
程等活动，培育古商贸文化小镇等品牌，
形成福温古道文化带，辐射富溪、黄柏、靴
岭尾等区域。

这是我市促进串点连线，辐射带动周
边乡村形成文化带的典型案例。我市通
过整合提升和辐射带动，围绕乡村文化振
兴示范村，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培育10条
乡村振兴文化带，形成特色鲜明、具有较
高知名度和美誉度、乡村文化事业和文旅
产业良性发展、村集体和农民有效增收的
区域。

发挥资源优势，特色亮点鲜明。我市
紧紧依托自身资源优势，秉承共建共享、因
地制宜、特色发展、农民主体的原则，培育了
特色鲜明、环境优美、乡风文明、文旅融合、
群众文化队伍活跃且对周边区域乡村文化
振兴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示范村，且每个村
有独具特色的文化亮点和文化符号。

屏南北墘村通过“黄酒文化+”多业态
组合酿造北墘文化振兴的“醉美味道”；古
田金翼村深挖金翼文化，走农文旅相结合
的差异化乡村旅游发展路子，使古村焕发
生机；霞浦长沙村探索“党建+人才+文创”
发展模式，大兴文化产业，提高村民经济
收入，大大改善长沙村的精神面貌……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充实。
近年来，我市吸收一批富有乡村情怀、热
心乡村文化振兴事业、学有专长的驻创艺
术家、专家学者、网红达人进入乡村文化
队伍，投身乡村文化建设，给予他们充分
施展空间，为乡村带来新鲜的血液。

同时，为激发群众活力，丰富文化生
活，我市以群众为主体，培育歌曲、舞蹈、摄
影、书画、曲艺、非遗、体育、传统技艺等多
种类别的文化队伍和文化骨干，广泛活跃
于民间，激发带动民间艺术资源，让广大村
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唱主角”，让群众在
参与中获得精神滋养、增强精神力量。

传承乡村文化，留住记忆乡愁。在

“十百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我市还通过
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探索利用传
统建筑作为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村史
展示、非遗传习等场所，让“乡村文物”活
起来；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
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
来，鼓励研发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创意相结
合的非遗文创产品，让“非遗技艺”用起
来；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对乡村历史
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等背后的故事
及文化基因进行阐释、活化利用，提出新
见解、新表达，形成新故事、新语境，促进

“文化故事”讲起来。
乡村文化振兴任重而道远。“下一步，

我局将深刻把握文化自信自强的内涵要
义，持续巩固创建成果，加强创新提升，以
更丰富的公共服务供给、更优质的公共文
化效能，不断满足基层群众对精神文化生
活的新期待、新要求。”市文旅局相关负责
人说。 □ 本报记者 刘源

本报讯（记者陈容通讯员韦廷信）近日，记者从
市文联获悉，过去一年，我市文艺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优
异成绩，全年共有25人加入国家级文艺家协会、93人
加入省级文艺家协会、145人加入市级文艺家协会。

人才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培养德艺双馨的文
艺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市
文联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合力攻坚，以实际举措推动
文艺人才培养，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上展示出新成
效。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市级文艺家协会8个，分别为
市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书
法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电影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
共有会员3176人，其中，国家级会员309人、省级会员
1279人。长期以来，这些文艺人才深入挖掘宁德特色
资源，用优秀的文艺作品讲述宁德故事、传播闽东之
光，为推动闽东文化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走进福鼎市贯岭镇贯岭村，人来车
往的 104国道旁，一座崭新的商贸楼矗立
眼前。

据贯岭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洪仕
行介绍，这座商贸楼由当地闲置的老弹
簧厂改造建设而来。“去年 5月开始谋划，
通过申请‘乡村振兴·富村贷’作为建设
资金，楼房部分出租后，村集体每年可增
收30万元。”

盘活闲置资源，实现长效增收。近年
来，运用各级村集体经济项目专项资金、

“富村贷”等资金，贯岭镇积极盘活镇村存
量资产资源，推动农产品产业园标准化厂
房、产业人才公寓、栀子加工厂等集体产业
发展，促进集体增收、村民致富。

去年以来，为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福鼎市深入实施“百万村财、千万乡
财”行动，联合农信社开发财政全额贴息
的“乡村振兴·富村贷”，以财政资金引导
金融资本支持村集体经济持续稳定增收，
让更多金融“活水”畅流乡村。

“每个村贷款总额度为500万元，根据
各村情，采取盘活资产、投资入股、物业租
赁、飞地抱团、合作经营等方式，在促进产
业发展中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福鼎
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晴川湾畔、太姥山下，宁德核电站的4
台机组源源不断地输出清洁能源。

如何借助邻近区位优势，促进乡村两级
集体经济增收？硖门畲族乡青湾、斗门头等

6个村根据宁德核电5号、6号机组建设需求，
每村申请“乡村振兴·富村贷”300万元，规划
流转，申报400亩工业用地，出租作为5号、6
号核电机组配套产业园建设用地，预计项目
完成后，每村按占股年收入25万元。

在龙安开发区涵头村，当地结合龙安
工业园区企业员工“住宿难”问题，通过

“乡村振兴·富村贷”、上级补助等方式筹
集资金100万元，将2栋闲置的6层楼房统
一装修改造，并配备专人为园区企业员工
提供“管家式”贴心服务，实现年租金收入
32万元。

生 财 有 道 ，鼓 起 村 级“ 钱 袋 子 ”。
2022年，福鼎市共实施“乡村振兴·富村
贷”项目 48个，贷款额度 1.15亿元，推动

村级集体经济迭代升级。截至 2022 年
底，福鼎市集体经济收入 50万元以上的
村庄达 81个、占比 32.67%，100万元以上
的村庄 27个，柏洋村率先在宁德市突破
千万村财。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积极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村公
司等发展模式，在项目谋划实施、优势产业
培育等方面加强市乡统筹，全力推进‘百万
村财、千万乡财’行动，全面实现乡村振
兴。”福鼎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婷

1月29日，2023年福建省地方剧种公
益性演出在市区南岸公园举行，来自宁德市
畲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演
出。春节期间，我市举办“山海迎春·福满宁
德”2023文旅新春大集非遗院团文化惠民系
列演出活动，通过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地方剧
种演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
体验浓浓“年味”。

本报记者 郑霄 通讯员 陈加金 摄

春节期间，霞浦城区龙首路、福宁文化公园等地流光溢彩，营造了
浓厚的节日氛围。

近年来，霞浦县在城市管理和建设中，不断完善主城区市政基础设
施、园林绿化美化配套设施等，城区园林花化彩化。

夏斌 叶鑫华 摄

▲

福鼎：“富村贷”鼓起村级“钱袋子”

▲

“今年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这是我们发展的大背景、发展的好
机遇……”兔年春节，省人大代表、福安市穆云畲
族乡王楼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兰玲星借着在外
村民返乡过春节的契机，积极宣传省两会精神，
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报告提到，持续推进‘一村一品’建设，打响‘福农
优品’品牌，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这几年，我
们已经这么做了，也是未来坚持的方向。”兰玲星说。

产业始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来，王楼村
发展大王山水蜜桃标准园70亩，以恒楼山种植专业
合作社为依托，盘活资源，引导群众学习无公害、有
机、绿色水蜜桃种植栽培技术，完成了大王山桃园生
产路硬化1.5公里，为大王山果园管理和采摘带来极
大便利。同时，改造低产茶园70亩，增加村民收入。

此外，以家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鼓励村民
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利用房前屋后闲置土地种
植黄花菜、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开辟增收渠道，在
小庭院里写出富民增收“大文章”。

“报告还提出，要完善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一批乡村
戏台等，这都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兰玲星说，该村进
行文化特色旅游规划，完成村口护坡、新村村道及防护
栏建设项目，争取资金50万元建设了畲族歌舞台，进一
步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积极提升人居环境，引导村民自
觉分类垃圾，并获得“福安市文明村镇”荣誉称号。

乡村发展，还需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作为一名
省人大代表，兰玲星围绕事关全市重大事项、民生福
祉的课题，广泛调查研究，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
之策，把群众的事时时放在心上，推动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把“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到实处，宣
传贯彻落实好省两会精神。 本报记者 张文奎

兰玲星：

宣传两会精神
助力畲村振兴

代表委员在基层

市文联：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促文艺繁荣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巧红）1月 29日，宁德市青年
创业协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来自全市84
名创业青年会员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全市创业青年要把握时代机遇，坚定
信心、下定决心，深耕宁德、建设宁德。要发挥青年在
创新创造上的思维优势，坚持创新引领，打造创新发展
的青年创业企业。要立足实业基础，团结协作，凝聚宁
德创业青年合力，走好专精特新发展路子。要担当社
会责任，积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和公益
慈善事业，特别是青少年公益事业，展现宁德创业青年
的良好风尚。会议要求，协会要带领全市广大创业青
年，团结奋斗，踔厉奋发，主动融入宁德市发展大局，着
力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宁德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会议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协会章程、内部管
理制度、会费收取标准和管理办法等内容。选举产
生新一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会监事。

宁德市青年创业协会第三届
第 一 次 会 员 大 会 召 开

实施“十百千万”工程 筑牢乡村文化振兴基础

山海迎春·福满宁德

新 春 走 基 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