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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屏南县熙岭乡龙潭片区出发，由点向
片、扩片成面，一幅“乡土味、自然韵、文创风”
的乡村振兴“屏南图景”正徐徐展开。20万辆
车次、破百万游客、2 亿元旅游创收……这是
2023年龙潭片区递交的满分答卷。在比肩接
踵的流量背后，离不开龙潭片区党委发挥资
源共享、人才合谋、流量共引的作用。

近年来，以地缘近、业缘亲为标准，屏南
县组建片区党委，搭建交流平台，策划生成

“影像共创”“潮农共创”“杂志共创”等系列活
动，实现资源共享、流量共引，助力乡村振兴。

“影像共创”记录新农村

“结庐在四坪，开门见山雪。”一部由新老
村民共同摄制的纪录片不仅拍出四坪村“晨
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的雪景幽
境，更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追雪到四坪。

2023 年的冬天，龙潭片区单单四坪村就
吸引 20 多万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四坪村现
有柿子树 1600 余株，此前由于无人照管，柿
子大多自行凋零，村内部分核心区柿子被树
主采摘，游客无景观赏，导致资源闲置浪费。
2021年，龙潭、四坪、三峰、墘头四村联合成立
片区党委，实现组织联建、产业联兴、人才联
育、治理联抓。在片区党委的协调下，乡政府
出资从村民手中流转核心区柿子树，使其成
为景观供游客欣赏、拍照、认养，同时延伸文
创产品。从此，柿子由传统的“一产”变为“多
产”，既实现三产带一产，还与文创联合发起

“我在屏南有喜柿”等活动，使得身价倍增。
如今，春看三峰村的青翠多肉，夏观墘头

村的竹林溪涧，秋赏龙潭村的黄墙黛瓦，冬望
四坪村的柿影婆娑，龙潭片区四季变换的桃
源秘境已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火爆出
圈，步入大众视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翻山越
岭、不远千里前来拍摄古村“芳容”。

“影像的共创不仅仅限于外地游客，而是
呼吁新老村民们一起来记录龙潭片区的点点
滴滴，通过片区党委搭建平台，串联各村摄影
资源，链接各方力量，可以让更多人一起记录
龙潭片区的美。”熙岭乡党委宣传委员吴泽光
说道。

“潮农共创”耕耘新业态

“以前没有共创团队的时候，大家就像一
盘散沙，各干各的，甚至等出现恶性竞争，现
在不仅生产、销售、运营等各环节都有能人参
与，各方面的业态也能错开发展，避免同质
化。”新农人潘国老说道。

2023 年初，龙潭片区党委通过充分整合
专家学者、文创人才、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等
人才，联合屏南爱故乡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发起“乡土·潮农”共创计划，正式成立了由新
农人、城市返乡创业青年、新老村民等多元角
色组成的“潮农”共创小组。

从广东返乡创业的潘国老就是“潮农”中的
一员，回村后，他成立了屏南爱故乡生态农业专
业合作社，主要生产大米、蜂蜜酒、灵芝等产品，
但由于缺乏专业团队的运营，销量不尽人意。

“潮农”共创小组成立后，新村民付宗玉利
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与潘国老充分碰撞、交流，
协助完成二三产架构设计、产业标准制定等工
作，进一步完善合作社流水线。同时，以四坪村
日出、稻米等为元素，设计特色产品外包装，形
成“生产端、运营端、销售端”闭环管理机制，推
动稻米、蜂蜜酒等农产品销售量大幅增加。

“乡村差异化布局，互补的业态将是与普
通旅游拉开差距、吸引人流的最佳选择。”龙
潭片区党委书记陈文林说。通过片区统一谋
划，整合各类人才力量，强调协调发展，资源
互通、业态互补、效益叠加，对片区各村业态
进行差异化布局，有效破解各村单打独斗，业
态重复打造的缺点，片区产业已从原有农耕
业态进入创意业态，从单体业态进入组合叠
加闭环业态，“潮农共创”便是创意业态与叠
加经济的有益探索之一。

截至目前，“潮农”共创小组通过“共建、
共创、共享”模式，助推森阳里创意餐厅、陋室
铭民宿等空间顺利落地，有效带动村民就业
30人，人均年增收1万元。

“杂志共创”编织新故事

“以音乐为引，黑夜为饵，木柴为火，罐头

为佐，配上龙潭的米粉、自酿的黄酒和自制的
花生米，一聊就是一整个夜晚。”“龙潭片区杂
志”的第 20页还原了胡文亮和新村民们的生
活日常。龙潭片区党委委员、乡村振兴特聘
指导员、“新村民”……坐拥多个头衔的胡文
亮又多了个身份标识——“龙潭片区杂志”的
创作者。

2024 年 3 月，“龙潭片区杂志”在 20 余位
新老村民共同努力下成立。创作者中有逃离
大都市的香港白领，有杭州资深律师，有热爱
音乐美术的“90后”妈妈，有曾经的知名记者，
有因支教而来的咖啡少女，有寻找灵魂的摄
影师，有免费教人油画的艺术家。

“这本杂志在厚度上体现龙潭片区各个
小店经营者的人生，在纸页间闪烁活动共创
者的机缘，在质感里温存广大读者的情绪，来
自天南海北的轨迹在龙潭交织。”乡村振兴特
聘指导员曾婉珍挥舞着手中的画笔，她也是
杂志的创作者之一。不同于传统的旅行杂
志，“龙潭片区杂志”不仅提供片区内吃住行
等各类旅游小店信息，也编织新老村民共同
生活的故事，更镌刻了龙潭片区由“衰败”到

“重生”的嬗变。
“片区党委会不定期与新老村民联合

举办圆桌座谈会，大家齐聚一堂讨论未来
的规划，也会思想碰撞出很多火花，举办

一些有意思的活动为片区带来生机与活
力。”龙潭片区党委副书记陈孝镇说。龙
潭片区党委成立以来，已组织开展油画教
学、歌曲创作、艺术展览等各类活动 200 余
场次，并通过设计外包装、网上营销等手
段提升农货附加值，用好特色优势引流增
量，催生出文创旅游、研学康养、杂志共创
等新型业态，将龙潭片区带入流量时代的
浪潮之中。

截至目前，屏南县已创建 15 个片区党
委，覆盖53个行政村，累计匹配650余人结对
服务片区党委237个重点项目。

□ 甘叶斌 张乾舜

不负好春光，项目建设忙。4 月 1
日，在位于柘荣县乍洋乡溪口村的石
山村至前楼村公路项目现场，施工人
员正忙着清理路面的杂物，挖掘机、运
输车等施工车辆来回穿梭作业，一派
繁忙有序景象。

“石山村至前楼村公路项目属于
柘荣县交通路网规划中的 X964 县道，
该项目路线起点位于乍洋乡前楼村，
途经乍洋乡石山村、溪口村等村。该
项目严格遵循四级双车道标准进行设
计，全线宽度为6.5米，项目完工后，将
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并能够将
乍洋乡沿线各村的特色产业与旅游资
源进行整合与串联，切实推动文旅融
合发展。”乍洋乡乡村振兴办主任吴东
海说。

看着正在提升拓宽的道路，溪口
村村民袁亦光脸上洋溢着欣喜之情，

“这条路很窄，每次开车往这里过我
都非常小心谨慎，尤其是会车的时
候。这条路修好后将极大改善附近
村民的出行条件，十分期待这条路线
早日完工。”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农村公路，一
头牵着乡村振兴，一头牵着民心所
盼。近年来，为进一步完善村级交通
网络体系，切实改善群众出行环境，乍
洋乡坚持民生为本，大力推进农村道
路提档升级，不断改善乡村基础设施，
让一条条“幸福路”直通老百姓的心
里，努力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2023 年以来，乍洋乡共推进徐庄
村至五蒲村公路、宝鉴宅村至横亭自
然村公路、石山村至长岐村公路等7条
道路升级改造，总长 27.97 公里。截至
目前，已有徐庄村至五蒲村公路、县道
至留水村公路等4条道路完工，石山村

至长岐村公路、柯岭村至五蒲村公路
等3条道路正在紧张施工中。

金黄灿烂的油菜花、绿意盎然的
竹林、以劳模为主题的人文景观、络绎
不绝的市民游客，春日的五蒲村，恍如
一幅画卷徐徐展开。农村公路的建设
提升，让这里更美好。

2024 年年初，徐庄村至五蒲村道
路提升工程顺利完工，升级后的农村
公路，不仅实现路面拓宽焕新，让群众
出行更加通畅便捷，也让五蒲村的劳
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让五蒲村的红
薯、粉扣等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五
蒲村的好风光、好环境被更多人领
略。2024 年春节至今，五蒲村接待旅
游人数6000多人次。

“路好了，打通了‘出’与‘进’双通
道，产业活了，游客也来了。五蒲村将
继续立足自然资源禀赋，以劳模精神为
依托，大力发展研学旅游、乡村旅游等
项目，让五蒲村人气越来越旺、名声越
来越响。”五蒲村党支部书记郑康生说。

一条条宽敞的道路修到了田间地
头，一辆辆汽车通到了乡村院落，门前
路更美观、更平整了，出行更舒适、更
安全了。如今的乍洋乡，随着农村公
路改造提升的大力推进，群众期盼的
愿望正逐步实现，民生画卷的幸福底
色擦得更加锃亮。

路通则百业兴。接下来，乍洋乡
将持续把农村公路建设作为改善民
生、促进旅游、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环节，全力以赴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力
求打造让群众满意的“舒心路”“致富
路”“幸福路”，促使“四好农村路”延伸
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加速带”，为乡
村振兴注入更多动能和活力。

□ 记者 张瑜 通讯员 游芳芳 文/图

4月，春光明媚，桐川大地田间地头一片绿
意盎然：一条条笔直的机耕路纵横分布在希望
的田野上，一片片整齐的农田星罗棋布，托起了
农民增收致富的希望；一条条四通八达的农渠
如血管般延伸到农田深处，打通了农田灌溉的

“最后一公里”。
农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动力

量。近年来，福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突出
抓好耕地资源提质保量，严格落实惠农政策，强
化农业科技支撑，全力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谱写出一曲曲现代农业发展的胜利凯歌。

筑牢“耕”基
让“粮田”变“良田”

“过去进出农田的路都是泥土路，一到下雨
天，到处一片泥泞，不管是种植还是采收都很困
难。现在改造成高标准农田，我们种植生产都
方便多了，省时又省力。”店下镇三佛塔村的种
粮大户方祖彩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赞不绝口。去
年，他承包流转的 300 多亩农田全部完成高标
准农田改造。眼下，田野里大片大片的蚕豆正
在春风中摇曳，再过不久便可迎来丰收。

高标准农田是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重要基
石。近年来，福鼎持续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
伐，切实推动农业产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逐步
把零散的传统粮田变成“田成方、土成型、渠成
网、路相通”的现代化高标准“良”田，为促进乡
村振兴和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023年，福鼎新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为保障粮
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福鼎抓好耕地保护
的一个缩影。福鼎围绕加快构建“1+2+N”产业
格局，稳固粮食安全基础，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
度，压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守牢耕地保护红
线。同时，通过组建农垦发展集团，整合现有农
垦土地资产资源，集中力量投入到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撂荒地整治和种植等工作中，确保粮
食安全工作一体推进。2023年，福鼎实际耕地
保有量为 17.3221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5.4806万亩，均高于上级下达的任务目标。

此外，福鼎创新“一亩田”认领机制，探索创
新“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认购
人”模式，引导种养大户发展生态循环农业，轮
作套种西瓜、黄椒、槟榔芋，养殖山羊等特色“土
产品”，为认购人提供分时段“拼单”“换购”等菜
单式服务。目前，福鼎“一亩田”认领数量位居
宁德第一，已认领土地4015.976亩。

政策惠农
让农民种粮有信心

“我已经备好种子、化肥了，等蚕豆收完就
可以进行早稻种植，希望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在店下镇三佛塔村高标准农田里，望着绿
油油的蚕豆，种粮大户童进然信心满满。

信心来自给力的政策。
福鼎先后出台多项惠农政策，提高农民规

模化种粮积极性，给农民吃下“定心丸”，让农民
种地更有信心、更有底气——

落实发放财政涉粮补助，规范发放程序，确保
财政涉粮补助发放到位，帮助实际种粮农民有效
应对农资价格上涨，稳定农民种粮收益，提振农民
群众种粮信心，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2023年，福
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131942.032亩，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面积37798.4606亩。

落实粮食增产模式攻关补助，引导应用高产
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模式，建
立水稻增产增效示范片；应用地膜覆盖、轻简化
栽培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建立甘薯增产
增效示范片。目前，福鼎共资助建成11个粮食
增产增效模式示范片，示范面积1058.37亩，经验
收示范片，亩增产5%以上，最高可达10%以上。

落实政策性水稻种植保险，积极开展政策

性水稻种植保险扩面工作，培养农民群众的保
险意识，提高粮食产业整体风险防范能力。
2023年，福鼎共有店下、太姥山、管阳等12个乡
镇参与水稻种植保险，共计承保 7440 户，承保
面积为45682.78亩。

科技助力
让农业产业更优

在福鼎市绿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浓
浓的芋香扑鼻而来。当一个个槟榔芋经过去皮、
洗净、切块后，在生产线上迎来十余种未来：芋
泥、芋圆、香芋串、香芋丸、香芋酥、香芋卷……

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商超市场，
我们看到了一个槟榔芋生命线的长度，也看到
了人们从“将就吃”到“讲究吃”的变化。这也意
味着，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如何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福鼎给出了
答案：抓产业技术创新，优农业种植结构。

近日，在太姥山镇，总投资约 2200 万元的
福鼎市粮食生产服务中心已初具雏形。该项目
建设有粮食临时仓储设施，并同步配套粮食烘
干机 12 台、温控智能育秧苗床 8 条。粮食烘干
能力达 315 吨/批次，温控智能育秧苗床可育水
稻、玉米、蔬菜、西红柿等作物种苗，一次性可育
24000 盘。该项目建成后能够做到统一播种、
统一育秧、统一烘干，为粮食生产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社会化服务，为农户提供极大的便利。

“不仅如此，我们还加大农机技术推广力
度，组建太姥山国有农场统防统治飞防作业队，
应用植保无人机等开展统防统治，在店下镇三
佛塔村、岚亭村等 4 个村建立水稻（晚稻）绿色
防控与统防统治示范片 2000 亩。”福鼎农垦集
团董事长林惠彩说，如今，随着机械化水平的不
断提升，高科技机械已成为农民粮食生产提质
增效、绿色增收的“好帮手”。

科技创新不仅让农业有了“智慧”，大大提
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促进了农村产业的多元
化发展。

在店下镇岚亭村，船避山特色农业品种园
里春色正浓。山上，中草药品种园里 100 多种
中草药长势喜人，通过打造智慧药园，实现全程
智能化管理；山下，万亩良田生机勃发，将“稻稻
豆”（一季豆、两季稻）轮作模式通过观景休闲台
进行展示，打造船避山“店下米粮仓之窗”。

船避山特色农业品种园的建设是福鼎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生动
实践。近年来，福鼎积极引导农户采用粮菜轮
作、间作套种、种养结合等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
式，同时充分挖掘管阳、磻溪、佳阳、叠石等山区
乡镇冬闲田种植油菜潜力，完成冬春粮食作物
面积4.33万亩，油菜面积3110亩以上，不断促进
粮食产业增产增效。目前，福鼎已实施“稻—
稻—豆”1.5万亩、双季稻种植面积达8340亩，不
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 温丽芬 文/图

四坪村乡野间挂满枝头的柿子引来许多游客到访 李锐 摄

片区党委“搭好台”集智共谱“振兴曲”屏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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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
——福鼎扎实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福鼎市店下镇万亩沃野

近年来，柘荣县乍洋乡把农村公路建设作为建设美丽乡村、促进
民生改善、助推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农村道路提档升级，
切实完善村级交通网络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公路赋能乡村“齐富共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