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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磊）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内河道防汛
排洪能力，连日来，霞浦县柏洋乡积极开展河道清
理疏浚排险工作，确保汛期河道行洪安全。

三墩溪流域河道水草丛生，水流不畅，降低了
河段行洪能力，存在安全隐患。柏洋乡对此高度重
视，5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天，组织人员、设备对三
墩溪流域堵塞河道进行清理，确保水系畅通。此次
行动，不仅保障了柏洋乡辖区河道行洪安全，也进
一步改善了河道生态环境。下一步，柏洋乡将继续
加大力度落实河长制责任，持续改善河道安全和生
态环境。

本报讯（吴敏婕） 连日来，柘荣县城郊乡湄洋
村至福基岗村公路晋级改造项目现场，施工车辆来
回穿梭，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轰鸣声此起彼伏，
施工人员全力加紧施工。

据了解，该改造项目全长3.57公里，按四级公路
标准设计。项目自全面开工以来，在乡党委政府的
全力支持下，施工队伍倒排工期、开足马力，积极稳
妥破解堵点、难点，强化质量管理，以高标准、严要求
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该路段预计今年 9月底
完成改造，全面通车后，将进一步改善群众出行条
件，为当地乡村发展提供有力的交通保障。

本报讯（林雨杭） 为提高群众防灾减灾安全意
识，5月12日，柘荣县双城镇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开
展“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周主
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设置宣传立牌、发放宣传手
册、宣讲遇灾自救技巧等方式，引导群众了解相关的
防灾减灾知识。同时，志愿者还组织群众开展防灾
减灾紧急疏散演练，让广大群众更好地掌握避灾自
救技能。

下一步，双城镇将持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提
高该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水平，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
识，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重视安全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刘敏玲） 5月 10日，在柘荣县英山乡
半岭村迦百农专业合作社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果
农们抢抓好天气，为猕猴桃进行人工授粉。

“全村目前共种植猕猴桃 120余亩。猕猴桃种
植已成为半岭村的主导产业之一，有力带动了群众
增收致富。”半岭村党支部书记林自发介绍。

据了解，近年来，半岭村引导迦百农合作社采取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方式，流转土地建立优质猕
猴桃生产基地。村集体通过入股的方式，每年可收
入股分红1.6万元。为发挥最大经济效益，村里还通
过自媒体直播对当地猕猴桃进行宣传推介，并采用
定制、认养的形式增加产品价值。下一步，该村将继
续引进黄心、红心猕猴桃，打造多品种猕猴桃采摘
园，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金灵 李珊珊） 近日，福鼎市桐山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桐山街道团委、智汇桐山人才驿
站联合山前街道团委共同组织开展“传承五四精神，
奏响青春强音”主题团日活动，活动旨在展现青年健
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党建带团建，增强团员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

活动中，团员团干先后参观了福建盈浩文化创
意股份有限公司、福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团建工作，学习、交流团建工作经验。随后，团员团
干来到闽浙边界红色文化展示馆和西宅村王宏文故
居，探寻红色足迹，感受红色文化，并在宋代古村照
澜实地了解乡村振兴带来的巨变。

此次活动通过主题团日、现场参访、座谈会等方
式结合进行，让团员团干在参与中感受家乡日新月
异的变化，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

下一步，桐山街道团委将继续指导基层团组织
搭建好青年交流平台，全方位、多角度为青年办实
事、解难事，引领青年把个人发展融入乡村振兴生动
实践，释放创新创业激情，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
青春力量。

饮茶能“解茬”，“草根”促调解……为
了打造和谐宜居的乡村环境，柘荣县黄柏
乡积极探索乡村治理自治新途径，走出了
一条乡村综合治理新路子。

在黄柏乡游家边村“解茬”馆里，几名
村民正在喝茶、聊天。村民笑着表示，自从
有了“解茬”馆，邻里关系变得更加和谐了。

去年，游家边村在村文化礼堂成立了

“解茬”馆，探索“群众点单、文化搭台、茶馆
服务、和谐邻里”的乡村治理自治矛盾纠纷
化解运行模式。“草根和事佬”、信访评理
员、法律顾问等 20多人受邀“入驻”该馆。
去年以来，在“解茬”馆内共有12起矛盾纠
纷得到成功调解。

“解茬”馆的设立在黄柏乡并不是个
例。据了解，近年来，该乡健全发挥各村“草

根和事佬”工作室作用，及时开展调解工
作。去年以来，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244
起，调处成功244起，调解成功率100%。为
了健全信访评理机制，黄柏乡还推行“评理+
调解”模式，健全村级评理室16个，从老党
员、老村干、人大代表等群体中聘用评理员
180人。去年以来，各村共组织评理31次，
成功化解31起矛盾纠纷。

长冠村、游家边村分别于 2020 年、
2022年被评为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乡
村治理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下阶段，
黄柏乡将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强化社会调解力量，积极
发挥各类人才和资源优势，不断提升乡村
治理水平。”黄柏乡乡长章清苗说。

□ 王晓霞

初夏晴好，寿宁县凤阳镇的山林田野
间茶园葱茏、嫩芽翠绿，三三两两采茶人穿
行其间，延续一整个春天的采茶忙，大家

“腰包”渐鼓，笑意渐浓。拥有万亩高山生
态富硒茶园的凤阳，生态美、茶业兴、民渐
富，奏响了一曲别开生面的“甜美”乐章。

一茗香飘惠万家。茶，对于凤阳人来
说，不仅是山间的作物、杯中的饮品，更是
奔向美好生活的承载。无数茶农、茶企、
茶商汇聚在此，成就了一个普惠民生的支
柱产业。在新的机遇期，凤阳镇统筹做好

“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大文章，力促
茶产业规模、质量和综合竞争力全面提
高。“围绕‘扶大、扶优、扶强’原则，近年
来，凤阳镇采取资金补助和政策扶持等措
施，大力培育茶产业发展新优势，通过学
习新技术、试种新品种，延伸茶叶链，加快
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茶产业可持续
健康发展。”凤阳镇党委书记李木清说。

让绿叶变“金叶”，必须抓住品质这一
关键。凤阳镇始终把提升茶叶品质作为
茶产业发展的“重头戏”，在大力推广白芽
奇兰、金观音、金牡丹等高新优茶树品种
的同时，还严把种植、加工、流通等环节，
引导茶企、茶农提升茶叶品质，全力守住
质量安全线。

今年，凤阳镇还借助入选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契机，将智慧数字农
业嫁接入传统茶叶种植领域。

“我们计划挑选300亩无公害茶园，进
行智慧数字改造，实现茶园智能化管理。
今后，茶农足不出户便能通过手机精确掌
握大棚内各种数据、实时查看监控画面，随
时随地动动手指就能完成种植管理，方便
快捷、省心省力。”凤阳镇镇长王松惠说。

健康、稳定、有序的产业发展之路，带
来了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凤阳龙头茶企
纷纷扬帆起航、各领风骚——

制茶，好茶叶是关键。带着对故土的
眷恋，出生茶叶世家的卢允福2011年回到

老家天香村，成立福建永和春农业综合发
展有限公司，并建立起一套无公害茶叶基
地标准化种植流程和茶叶清洁化加工流
程，同时，将无公害种植技术通过“公司+农
户”的模式进行推广，让更多茶农加入公司
合作队伍，带动乡亲致富。目前，该公司生
产的红茶、绿茶、乌龙茶、白茶系列产品，远
销全国各地，受到广大消费者好评。

宁德市畲韵红茶业有限公司在去年大
手笔投入，建成了多功能楼和新型萎凋房，
并对生产线进行了提档升级。从过去的小
作坊到现在的省级龙头企业，一路走来，宁
德市畲韵红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雷忠新坦
言，凤阳是坦洋工夫茶的主产区之一，企业
的发展见证了凤阳茶叶的崛起。“以前，每
到茶季，我们要跑济南、广州、武夷山等大
茶城去推销产品。现在不一样了。往往新
茶还没开始加工，就基本被预订了。”雷忠
新介绍，今年公司新生产的10吨春茶成品
茶已基本完成销售。

立足传统谋创新，延链壮链正当时。
在凤阳，近年来“异军突起”的调味茶、袋泡
茶产业势头强劲，产值产量逐年攀升。福
建和隆茶业有限公司正是这一产业的先行
者。2018年，和隆茶业有限公司引进调味
茶生产线，生产特色调味茶，开拓茶产业发
展新模式。

2022年，该企业年产量9000多吨，年产
值超2亿元，贡献税收700多万元，位居寿宁
县第一，并带动就业1200人，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双赢。今年，和隆茶业有限公司
还与福州帮利茶业强强联合，在凤阳联合创
办了宁德市帮利茶业有限公司，进一步扩大
调味茶产能，并通过企业建设仓库厂房，政
府建设冷库的方式，协力共建茶叶深加工仓
储物流中心，有力提升凤阳茶叶仓储能力。

产品好还要卖得好，擦亮品牌、拓展销
路是政企共同努力的目标。近年来，凤阳
镇加大对市场的拓展力度，由政府搭台，引
导凤阳茶企抱团征战国内重点销售市场，

亮相各类展览会、博览会、推介会，并在各
级茶王赛、名优茶评比屡屡摘金夺银。

今年，凤阳镇还积极推进具有浓厚寿
宁地域特色茶叶品牌——寿宁乌茶的打
造。今年3月28日，“寿宁乌茶”开采节在
凤阳镇龙井村隆重开幕，“寿宁乌茶”产品
正式发布，为老品牌注入了新活力。

以茶叶为媒、以文化为韵，打出融合
“特色牌”。近年来，凤阳还将茶文化打造
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寿宁北路戏传
承推广相结合，推出高山茶香系列剧目。
一出出突显茶主题的北路戏剧目，将凤阳
缕缕茶香带向四方，让四海宾朋感受凤阳
茶的魅力。

彰显的是底蕴和特色、成就的是产业
的提升和发展、昭示的是绿色的希望。在

“变”中坚韧发展的凤阳茶产业迸发出无限
的生机和活力。去年，该镇茶叶年产量2000
吨，毛茶产值6000多万元，茶产业总产值1.2
亿元。 □ 本报记者 茹捷 苏晶晶

柘荣城郊：

跑出道路建设加速度

柘荣双城：

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

柘荣英山：

种上致富果 走上增收路

福鼎桐山：

传承五四精神
奏响青春强音

柘荣黄柏：搭建“民间枫桥”探索治理新路

霞浦柏洋：

开展河道清淤
夯实防汛基础

5月13日上午，霞浦县牙城镇社工站联合牙城镇妇联、牙城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牙城镇关工委共同开展“献给妈妈的爱”感恩母亲节亲子活
动。此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孩子与母亲之间的感情，还引导孩子们树立起
感恩母亲、尊重母亲、热爱母亲的观念。 王芳英 摄

近日，霞浦县沙江镇龙湾村“农民田间学校”技术员阮向光来到柚子园
中，向村民讲解柚子栽植技术，助力柚农增收。龙湾村“农民田间学校”自
2020年成立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田间技术培训活动，共培训农民500余人
次，不断提高当地农民种植技术。 本报记者 陈容 摄

茶茶甜美田园 飘香
寿宁凤阳

5月16日，走进霞浦县三沙镇小皓村
“鸣野秋芦”度假村，穿过清幽茂密的竹
林，偶闻几声鸟鸣在山野间回荡，显得格
外幽静与安闲，让习惯了喧嚣的“都市客”
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恬静。

这座耗时 6年打造的滨海度假村，于
今年五一期间正式对外营业。

“霞浦具有独特的山海魅力，这也是
最稀缺的旅游资源。因此，我们在规划中
将大部分空间都留给了自然，只建造了三
十余间客房。游客们在这可以选择在茶
室里悠闲喝茶，也可在海边花园步道里悠

闲漫步，感受最纯净的滨海田园风光。”鸣
野秋芦负责人林信良说。

近年来，霞浦得天独厚的山海美景和
旖旎的滩涂风光逐渐成为国内外游客争相
打卡的旅游网红目的地。乘着霞浦全域旅
游的“东风”，三沙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民宿产业，形成以古桶为起点、东壁
为中心、花竹为终点的民宿产业带，并向周
边区域延伸，在乡村振兴道路上探索出了

“文明+乡村旅游+摄影+民宿”的新路径。
尽管民宿众多，但三沙镇紧紧围绕市

场需求、游客需求，积极引导民宿业主精

准定位，实行差异化经营，有效防止同质
化。半城之内灯火璀璨，半城之外星光如
芒的半城里民宿；面朝大海，静待春暖花
开的“拾间海”民宿；清新脱俗极具“圣托
里尼”风格的“壹栖壹宿”民宿……有着各
自主打“卖点”的民宿，构建出不一样的三
沙东壁民宿群。

据悉，“五一”小长假期间，三沙镇民宿
预订持续升温，备受游客青睐。“第一次来霞
浦旅游，选择了鸣野秋芦。度假村非常好，
不同于其他民宿听浪观海的体验，这里有一
种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田园隐居感。”来自上海的周女士在结束“五
一”假期后，对鸣野秋芦度假村颇为满意。

不仅是三沙，如今，在霞浦，一批批个
性突出、极具特色的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以此为契机，霞浦扎实做好“旅游+摄
影、民宿”融合文章，打出了一套发展“组
合拳”。目前，霞浦县有各类乡村民宿400
多家，房间数近 6000间，年营业额超 2亿
元，直接带动就业近 2万人，拉动GDP增
长达 6.3亿元，一幅多姿多彩的乡村振兴
画卷正在霞浦徐徐展开。

□ 本报记者 吴枋宸

霞浦三沙：“宿”说山海诗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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