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屏南，尽享诗意田园！”在今年的春耕备耕时
节，屏南县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向广大党员干部、乡贤乡亲以及社会各
团体、各单位、各界关注屏南发展热心人士发出“田
主招募”倡议，号召大家一起参与认领“一亩田”活
动，一起描绘屏南“夏风吹动谷连天，稻浪金波万里
绵”的丰收美景，以实际行动做粮食安全的“拥护者”

“引领者”。
屏南是一个典型的闽东山区县，水稻种植历史

悠久，近年来却因种植效益较差、大量年轻劳动力外
出务工等原因，导致不少田地撂荒，成为无人问津的

“芦苇荡”。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

头连着百姓饭碗。为切实扛起责任、端稳“饭碗”，
2021 年 3 月，屏南县发起“粮食安全屏南行动”，在
全县范围内推广“党员干部认领一亩田”活动。认
领者承担种子、农资、用工等费用，每亩约 2500 元，
所产粮食归认种者所有，且每亩应产出不少于 400
公斤干谷。当年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社会团体、公
益机构、企业、市民以及当地党员干部等认领水田
416 亩，社会各界用实际行动激发广大农民种粮的
积极性，逐步形成“我在屏南有亩田”品牌。

2022 年 ，屏 南 县 推 行“ 我 在 屏 南 有 亩 田 2.0
版”，通过研发认领服务数字化平台，构建下单认
领、协议签订、款项支付、溯源监管、大米配送等一
站式服务，进一步完善从认领到配送各环节流程，
建立了一套高效优质的运营机制，走出了一条“党
政担当+社会参与”的新时代农村粮食安全新路
子。同时，各乡镇结合当地民俗文化开展各类春
耕、秋收田趣体验活动，让民众重温农耕生活，提
高社会各界对粮食安全的认识。全年复垦撂荒地
3302 亩，认领水田 1977 亩，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双丰收。

“巴掌田”变“连片田”，“望天田”成“希望田”，
沉眠乡村土地被唤醒。结合水稻种植示范区，屏南
还因地制宜培育新业态、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四坪、龙潭、柏源、白
玉、南湾、厦地、前汾溪等各村的“新村民”、返乡青
年、新农人、经合社、合作社等多元主体联合发力，
积极探索“粮食+研学、摄影、民宿、自然教育、康养”
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原来单纯农耕的“小田”变为
社会化多元化的“大田”，不仅提高了水稻的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也加快了
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激活了乡村振兴引擎，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影响。
乘势再发力，屏南持续深化“我在屏南有亩田”

活动，逐步衍生出“我在屏南有坛酒”“我在屏南有棵
李树”等“我在屏南有什么”系列产品，认领热潮涌
动，不断激发着乡村发展新动能。

眼下，正值脆李挂果期，甘棠乡小梨洋村大棠休
闲农场里，翠绿欲滴的李子挂满枝头，在阳光的映射
下，格外惹人喜爱。淡淡李香里,农场负责人李嵩也
开始了新一年“认领一棵李树”的宣传工作。

“认领一棵李树”活动起于2021年。“那年屏南县
发起‘粮食安全屏南行动’，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党员
干部认领一亩田’活动，活动效果很好。我见状，就
想着是不是也可以开展‘认领一棵李树’活动。”说干
就干，当年李嵩就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内进行宣传，没
想到得到了三四十人响应，2022 年有更多的游客参
与进来，共有200多棵李树被认领。

据介绍，认领者只需支付人工管理费和有机肥
料费用每天 1 元钱共 365 元就可以认领一棵芙蓉李
树，当年这棵树上所产的芙蓉李均归认领人所有，同
时还可以免费体验农场内一些游玩项目。

“今年以来，已经有 80 多名游客认领了。”李
嵩说。

在代溪镇北墘村的一座老宅里，一坛坛被认领
的红曲黄酒摆满了厅堂，酿酒户吴仙祉正忙着在酒
坛上粘贴新近几位认购者的姓名。

“至今已被认领了20多坛。”吴仙祉介绍说。
北墘村，以黄酒文化命名的国家 3A 级景区，古

法制曲酿酒技艺历史悠久，至今已有700余年传承历
史，被誉为“红曲黄酒之乡”。在村里，家家户户都保
留着传统的酿酒配方和工艺，代代相承铸就了北墘
深厚的酒文化。目前，全村黄酒年产量1600多吨，产
值4200多万元。

为加快北墘黄酒产业发展，在“我在屏南有亩
田”活动的推动下，北墘整合全村黄酒资源，于 2021
年推出“认领一坛酒”活动，面向游客开展不同年份
的黄酒认购，并帮助免费储存 3 年。据介绍，认领的
黄酒有每坛 120 斤和 150 斤两种，以每坛 150 斤的为
例，3年份认领费用每坛1200元，5年份的1500元，目
前，村里的黄酒已被认购近300坛。

“随着‘认领一坛酒’活动的开展，促进了黄酒销
售、新产品开发，推动了全村黄酒产业发展，同时，酒
旅融合带动了全村建设发展。”代溪镇政府相关人士
表示。

一亩田、一棵树、一坛酒，“云耕”屏南地，圆就
“田园梦”。据介绍，屏南县创新开展的“我在屏南有
什么”系列活动，促进了消费者与生产者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调动了各类经营主体参与农业生产的积
极性，推动了农产品传统产销模式向定制预售模式
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目前，“一亩田”
做法已在全省以及重庆、陕西、江西等地广泛推广，
福泽深远。

“云耕”屏南地 圆就“田园梦”
——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的屏南探索与实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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