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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在霞浦县北壁乡四门桥村松村自然
村，沿着新铺设的复古石板路徐徐前
进，青山隐隐、静水依依，换上“新装”的
村居被充满乡土韵味的墙绘点缀着，成
为村庄入口“在松村就是很放松”木牌
的生动注解。

松村是有着 1000 多年历史的自然
村。早些年，受当地的地理和资源限制，
村子发展一度滞后。“有吃没吃，莫来韩村
北壁。蚊子叮蠓子吃。”这句广泛流传于
霞浦的谚语里提到的“韩村”便是松村。

为了谋生，村民们纷纷选择离开这个
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外出发展。这个600多
人的山村一度只剩下不足百名的老弱妇
孺。少了人气支撑的小村变得越发颓败。

看着村子一天天“老去”，松村人有了
危机感。“不能让村子再这样下去”成了大
家的共识。

2023 年，在北壁乡党委政府的牵头
下，村里党员、村民代表和乡贤联合召开大
会，对今后的发展展开讨论，大家下定决
心，要让古村换新颜。随后，松村党员、村
民代表打破“等靠要”思想，三天筹集 180

万元资金，拉开了松村提升改造的大幕。
破题的关键，指向“脏乱差”的环境。

松村召集村民投入河道清淤、蓄水池建
设、拆除鸡鸭舍等一系列环境整治工作
中。北壁乡也发动乡、村干部和志愿者加
入其中，这也给“埋头苦干”的松村人带来
了极大鼓舞。

“那段时间，单是垃圾就清理出近百
车。”四门桥村党支部书记韩同茂介绍，轰
轰烈烈的环境整治行动得到了全体村民
的大力支持。

村里提出，不能在生活区养鸡鸭，村
民便第一时间自发拆除了自家的鸡舍、鸭
棚；村里打算建文化广场，村民二话不说，
便让出了无人居住的旧屋……正是这“拧
成一股绳”的干劲，令松村的人居环境迅
速得到改变。

旧街改造、房屋外立面改造完成，古
村变身网红打卡点；忆苦思甜广场落成，
让松村的乡愁记忆有了新载体；在电信、
移动、联通、广电和电力等公司的大力支
持下，入户线顺利改造，“蛛网”密布的历
史随之结束……一个个“微改造、精提升”

使松村实现了“换新装、大变样”。
褪去的是破旧、杂乱的村貌，留下的

是村里积淀千年的文化底蕴。
为了守护松村千年文化传承，北壁乡

组织专业团队对散落民间的宋代“蟾宫折
桂”青石浮雕、“云岩狮子”花岗岩雕须弥座
等珍贵石雕工艺品进行收集保护。在北壁
乡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松村还复原修缮始
建于宋元时期的庵里宫。修复后的庵里宫
将作为石雕艺术研学点，展陈松村各代石
雕工艺品，进一步丰富松村文化底蕴。

“美丽革命”的“内外兼修”，使松村在
“改造”与“保护”的平衡中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嬗变之路。“现在房子新了，路也
好了，村子的变化太大了。一些外地朋友
来看我，走进村子都不认得了。”70多岁的

阮秀花大妈笑着说。为了给村庄增色，前
段时间，阮秀花大妈还在自家门前种上鲜
花，如今门前已是一片嫣然。

松村的“焕新颜”，不仅擦亮了农村环
境的“底色”，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今
年，上海一家公司一眼相中了松村这块逐
渐被擦亮的“璞玉”，计划以民宿为切入
点，链接人文、摄影、农业、美食等相关产
业，在松村片区建立休闲康养度假酒店，
进一步盘活松村自然景观资源。

“金凤凰”的到来，让松村对今后发展
有了更多期待。“下一步，我们在巩固环境
整治成果的基础上，将对村庄进行全面整
体规划，以‘文旅+农业’推动松村在乡村
振兴路上走得更精彩。”韩同茂说。

□ 茹捷 文/图

本报讯（温丽芬） 近日，笔者来到福
鼎市太姥山景区森林树屋项目建设现场，
只见 25 栋造型各异的树屋错落分布，大
型机械设备紧张有序地施工忙碌着。

据了解，森林树屋项目是太姥山文化旅游
基础配套项目的重要子项目，总投资约2931
万元，占地面积约60亩，主要建有树蛙部落森
林树屋、帐篷营地、树蛙服务中心、茶香学堂等
功能性构筑物。目前，该项目主体建筑已建设
完成，正在进入后续配套设施建设。

2023年以来，为进一步提高游客旅游
满意度，太姥山景区大力推进景区食宿场
所建设，在景区内开设“吃在福鼎”餐饮服
务站，在集散中心设立特产店，满足游客
山上用餐休憩购物需求。同时，顺利完成
森林树屋项目主体建设、瞭望台主体结构

加固及移动基站露营基地改造提升等项
目，并改造提升了九鲤湖木栈道、白云寺
片区健身步道，修复曝龙潭至迎仙台木栈
道，有效提升游客旅游体验感。

“我们通过补短板、优环境、强配套，不
断提升景区接待能力和接待水平，让游客在
欣赏太姥山自然风光的同时，能有更好的旅
游体验。”太姥山管委会党委书记曾庆贵说。

据了解，近年来，太姥山景区在景区
管理精细化、食宿场所建设、道路改造提
升、旅游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
完善旅游服务配套，持续推动景区提档升
级，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让游客慢下来、
留下来、住下来。下一步，太姥山景区将
持续完善景区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旅游品
质，进一步擦亮太姥山这张“金名片”。

近日，福鼎市桐山街道与贯岭镇开展“创建城乡
精神文明融合共建”签约仪式，确定贯岭村与小路社
区、茗洋村与福全社区、分水关村与西园社区为福鼎
市首批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创建工程共建单位。

据了解，本次共建按照“资源共享、共建联建、
条块结合、优势互补”的原则，以助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同测同考”机制为抓手，通过城乡互动，结
对共创，提升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水平，推进城
乡协调发展。

“我们依托各自优势资源及梳理城乡融合问题
清单，初步确定了‘七个一’共建清单，即‘互派一名
城乡精神文明协理员、共建一支志愿服务队、共推一
条星级文明户示范街（文明家庭）、共办一系列文明
实践活动、互补一个精神文明创建短板、共产一批城
乡精神文明融合宣传产品、共促一个融合品牌’。”福
鼎市城乡文明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夏品芳说。

以城带乡，以乡促城。2023年被确立为首批省
级“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创建”十个试点县（市、区）之
一后，福鼎市成立由福鼎市委书记为组长的福鼎市

“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创建”指导小组，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市文明委各成员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为小组成员，并研究通过《福鼎市“城乡精神
文明融合创建工程”实施方案》，确定 38 个试点单
位。其中，试点文明村镇6个，试点行政村32个，有
力推进城乡融合创建。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婷

本报讯（林雨杭） 为切实做好节前食品安全工
作，近日，柘荣县双城镇食安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组织“小板凳”宣讲队来到城北社区联合开展“食品
安全进社区”宣传活动。

活动中，宣讲员利用快板配合着通俗易懂的语
言，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强群众对食品安全重要性
的认识，传递了“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理念。随
后，食安办干部、“小板凳”宣讲员还走进沿街商铺，
为辖区群众和食品经营户详细讲解食品安全相关
的法律法规。

据了解，2023 年以来，双城镇多次召开食品安
全相关工作会议，详细部署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
实工作，确定食品安全包保干部143名，包保食品生
产经营主体1524家，确保了食品安全责任细化分解
到位，分层分级落实到位。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景区安全管理，2023年12月28日，霞浦县公安局
松城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樱花谷公园开展节前安全检查，以“警”守

“景”，确保景区在元旦旅游旺季平安运转。 徐美红 摄

日前，福鼎市硖门畲族乡河长办联合硖门中小学开展“小手拉大
手 争当护河‘小河长’”主题活动，让青少年对保护河流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钟声 摄

本报讯（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陆文婷） 近日，
在柘荣县宅中乡 Y703 山樟至西坪公路工程施工现
场，工作人员正紧张进行着路面浇灌工作。

据悉，该项目投资 2100 万元，路线总长 5.91 公
里，预计春节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当
地发展的交通瓶颈。为确保工程按期完工，宅中乡
以开展“立足岗位作贡献、感恩奋进建新功”活动为
契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组织包村干部、
村两委成员利用群众闲暇时间，入户了解情况，协
调建设过程中群众反映的问题。截至目前，共走访
群众135户，解决问题18个。

修建一条道路，造福一方百姓。近年来，宅中
乡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改善民生、加快乡村振
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着力提升农
村出行条件和服务品质，让群众进出有好路、产业
有出路、致富有门路。下一步，宅中乡将持续推进
农村道路建设工作，同时，全面落实管护责任，努力
营造“畅通、安全、舒适、优美”的公路通行环境，充
分发挥出“四好农村路”的硬件支撑作用，不断提高
群众幸福指数，助力乡村振兴。

每个茶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有些人
只为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有些人，则
努力着让自家的茶叶畅销全国。而对于
福建省万氏留香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军来说，他的奋斗的目标是将家乡寿宁的
红茶“下党红”推向更广阔的舞台。

从小闻着茶叶长大的王军，对茶有深
入骨髓的特殊情感。从 1996 年进入茶市
开启茶叶梦，到1999年创立“万氏留香”品
牌，再到如今 400 多家遍布全国的连锁
店……王军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全国
茶叶市场闯出了一片天地。

虽然成绩斐然，但在茶市奋斗多年的
他，始终有个遗憾——在他连锁店的展柜
中，主打的是福鼎白茶，家乡的寿宁茶却
少有涉及。

近年来，随着寿宁茶叶的市场知名度

和认可度逐年攀升，为家乡茶产业发展出
份力的想法在他心中愈发强烈。

去年，机遇出现。寿宁县酝酿打造寿
宁高山红茶高端品牌“下党红”。在细致
调研走访后，王军毅然返乡，成为这个品
牌推广的“先锋军”。

谈到为何选择回到寿宁发展这样一
个新品牌，王军表示，“下党红”是以寿宁
县下党乡所产的红茶命名。在传统红茶
工艺与寿宁独特的制茶工艺结合下，该红
茶香气高雅、滋味醇厚、韵味足，与其他地
域的红茶相比较，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
势。同时，寿宁县委县政府实施茶业转型
升级，做大做强寿宁高山茶品牌，也给他
带来极大的信心。

近年来，寿宁县立足高山生态资源和
茶产业发展优势，围绕“产茶大县”向“产茶

强县”的发展目标前行，聚焦“品种、品质、
品味、品牌”四轮驱动战略进行有益探索，
并发掘寿宁茶业价值，不断开拓市场，为产
业高质量发展开启更多的想象。

至 2022 年底，寿宁全县茶园面积
17.67万亩，全年茶叶产量 2.17万吨、产值
15.1亿元、全产业链产值45亿元。

在王军等一批茶人和寿宁县委、县政
府的共同努力下，“下党红”开始在茶界刮
起了一阵“红旋风”。

2023年7月19日，“下党红”产品发布
会在寿宁下党举办。随后，8 月初，在北
京、太原、上海、长春、沈阳、西安、武夷山
等地举行的茶博会上，“下党红”一亮相便
引起了诸多茶人的关注。而在多个城市
举办的“下党红”专场推介会上，“下党红”
也得到了广泛好评。11月份，“下党红”广

告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前的广告时段播
出，更是“一举成名天下知”。

特殊的山场小气候、优质的茶树原
料、寿宁独特制作的工艺，让“下党红”在
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一炮打响”。尤其
在北方市场，“下党红”独特的味、香十分
符合当地茶客的喜好。

短短 4 个月，139 家“下党红”专卖店
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不断涌现。不
仅如此，福建省万氏留香茶业有限公司还
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福建总商会签订合
作协议，“下党红”开始迈出国门。

“我们将立足国内、面向国际，在品质
上不断精益求精，努力使‘下党红’成为红
茶品牌中的佼佼者。”对于“下党红”今后
的发展王军信心满满。

□ 林翠慧 茹捷

深耕“一抹红”茶香飘四方

沧桑古村
换新颜

独具特色的忆苦思甜广场独具特色的忆苦思甜广场

福鼎桐山：

城乡结对共育“文明花”

柘荣宅中：

推进农村道路建设
铺就群众致富路

柘荣双城：

筑牢食品“安全关”

福鼎太姥山景区：完善配套设施 提升旅游品质

正在不断完善的景区配套正在不断完善的景区配套 （（太姥山管委会提供太姥山管委会提供））

本报讯（汤大岳） 近日，霞浦县在霞浦县猎鹰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举行宁德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和霞浦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学体验中心
揭牌活动。

据悉，霞浦县猎鹰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坐落在松
港街道江边村，现有占地面积 300 多亩，是集学军、
学农、国学、感恩教育和素质拓展等为一体的综合
研学实践基地。此次挂牌宁德市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非遗研学体验中心，将有助于猎鹰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全面和专业的
研学实践教育服务。

霞浦新增一处研学新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