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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盈满仓，粮食加工忙。时下，屏南已完
成水稻秋收工作，但分布在各乡村的烘干厂、加
工厂却忙碌了起来。

在前汾溪村的粮食加工厂里，工人们熟练
地操作机器，完成稻谷从脱壳、去糠、色选到计
量、装袋、塑封等一系列工序。特色包装的成品
大米堆满仓库，等待着装车配送到“田主”手
中。据了解，今年该村水稻被认领了280亩，较
去年增长75%。

不仅前汾溪村，徜徉宁德乡野，一幅幅喜悦
的粮食丰收图景正徐徐铺展。

粮食稳，天下安。2020 年，屏南县熙岭乡
率先创新“购米包地”的方式，取得积极的社会
影响。总结提升此经验，翌年，屏南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党员领导干部认领一亩田”活动，倡导
社会各界以实际行动参与共建粮食安全。当年
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市民、社会团体、企业、公
益机构以及屏南县党员干部等认领良田400余
亩。随后两年，该活动在宁德全市推广，逐步形
成“我在宁德有亩田”品牌，通过干部带头、社会
参与、农户代耕、共享收成等方式，全面推进复
垦复种，盘活农村撂荒地资源。今年以来，全市
认领耕地30428亩，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目标。

在“我在宁德有亩田”活动的赋能下，新村
民、新农人、合作社等多元主体不断加入，稻田
民宿、稻田摄影、研学康养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涌现，单一水稻种植向农旅融合转型升级，不仅
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也加快了新农村建设
的步伐。同时，我市还逐步衍生出认领“一坛
酒”“一棵树”“一头羊”等系列产品，打通“产、
供、销”链条，不断激发着乡村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王志凌
叶陈芬 张桂汉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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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田”活动赋能，屏南柏源村形成千亩梯田，蔚为壮观。图为春耕时节，灌水后梯田倒映着蓝天白云，风景迷人，各地游客、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

▲屏南县前汾溪村，村民在加工、包装新米，随后将配送到各认领者手中

▲屏南棠口镇白溪门片区，合作社社员们在筛稻谷

▲福安甘棠，村民在摊晒稻谷

▲福鼎嵛山镇，依托养殖专业合作社，推出“认领一只
羊”发展模式

▲屏南北墘村，依托传统黄酒产业，开展“认领一坛酒”
活动▲福安下洋村，举办丰收节，当地学校学生在体验收割稻谷 李郁 摄

▲屏南白玉村，连片平坦的稻田成为观光休闲景点，还建起稻香营地，农
旅融合发展，成为稻田摄影、研学、团建等项目的热门之地

▲屏南南湾村梯田间，“90后”返乡创业女青年邱桂敏（中）和乡亲们在收
割稻子。至今，她已复垦荒地150余亩，昔日破败的小山村也蜕变为文创“网
红村”，外来新村民竞相到此安家

▲春耕时节，在屏南柏源村，认领单位在认领的田
地里体验插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