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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你看，这辣椒苗可‘娇气’了，栽种
时不能离薄膜太近，包括后期的用药施
肥都很关键，科学种植才有高收益。”4
月 16 日，在寿宁县大安乡榅洋村辣椒
地里，一排排长势良好、青翠嫩绿的辣
椒苗整齐排列，“95 后新农人”杨纯辉
一边查看辣椒苗的生长情况，一边向记
者介绍。

1995 年出生的杨纯辉大学就读于眼
视光技术专业，2017 年大学毕业后，便被
莆田市一家医院录用。然而，在城市的繁
华与喧嚣中，杨纯辉却时常牵挂着家乡的
土地。2022年，他瞄准了家乡的农业发展
潜力，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回老家！

刚回村里时，杨纯辉发现村内土地
抛荒，劳动力老龄化严重。“这几年，国
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对撂荒
地复耕复种，我觉得这是个好机遇，决
定把这些地‘捡’起来重新种粮。”杨纯
辉说。

说干就干，杨纯辉带头成立寿宁县大
安七棵树家庭农场，带着村民们一起劈
草、整地、引水、打田埂、选种、育秧、插秧
……复垦出150亩地，让曾经撂荒的田地，
又重现生机与活力。

沉睡的土地被重新唤醒，杨纯辉便想
着在做好水稻种植的同时，试种些新农作
物，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

今年，杨纯辉采用“家庭农场+农户+
订单种植”的模式，发展种植线椒30亩、水
稻 120 亩。“我们一共采购了 3 万棵辣椒
苗，预计亩产量可达7500公斤，产值40万
元左右。”杨纯辉说，“接下来，我打算在辣
椒地里套种玉米，并继续种植水稻，带动
村民一起增收致富。”

杨金生是榅洋村的脱贫户，空闲时常

到杨纯辉家庭农场务工。“现在我一有空
就到基地干活，每天工资有200元左右，还
能和年轻人学学先进的种植技术，真是一
举两得。”杨金生说。

带着老乡干，帮助老乡赚。近年来，
杨纯辉辐射带动周边 20 多户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在寿宁县委、县政府加强政策“输
血”的同时, 发挥“新农人”优势，进一步激
发群众自身“造血”功能，为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每当闲暇时候，杨纯辉总喜欢
“泡”在农田里，尽管每天脚踩泥土、浑身
是汗，但杨纯辉干得有劲儿，“有了政策和
政府的支持，我希望自己的种粮‘版图’慢
慢扩大，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致富。”对于
未来，杨纯辉信心满满。

杨纯辉仅是我市众多返乡创业“新
农人”中的一员。近年来，寿宁县制定出
台扶持电子商务发展、助力“新农人”回
村等相关政策，认真落实“新农人”回村
十条措施，推深做实“1+1+N”结对帮扶机
制，及时修订人才政策，加强政策叠加，
深入实施“宁智回归”工程与“新农人”回
村工程，培育一批乡村振兴人才，打造一
批“1+4”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基地，引导更
多“新农人”回村发展，为乡村发展注入

“源头活水”。
时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响应号召，回

到乡村，扎根沃土，化身“新农人”，带动
村民致富，在乡村广袤的田野上撒下新
希望。
□ 本报记者 吴枋宸 通讯员 林芳 陈兆敏

“95后新农人”在田野播撒新希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返乡成
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茶仙小镇”寿宁武曲也因这些“新农
人”的加入而散发出“多彩橘香”。江兴树
就是其中一位“新农人”。

从在外经商的“小老板”到深谙果树
管理的“新农人”，从试种各种水果的种植

“小白”到带领村民集体致富的“领头雁”，
武曲镇西塘村的“新农人”江兴树用九年
的时间，实现自己的“乡村梦”。

2015年，江兴树怀着对农业的热爱和
家乡的情怀，决定返乡发展水果种植，摇
身一变成为“新农人”。

想要投身乡村建设、经营好农场，光
凭一腔热情和一时的新鲜感远远不够，不
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储备，还要有充分
的实践经历。刚回到家乡的江兴树就遇
到了许多实际困难。

“刚回来的时候，一直犹豫不决种
什么品种的柑橘，也没什么经验。”为
了选好柑橘的品种，江兴树四处考察，
并在西塘村党支部的帮助下，开始试
种红肉脐橙、“红美人”、沃柑、“不知
火”等多个柑橘品种。没有种植经验，
江兴树就去四处求学，还主动前往宁
德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深造。

通过不断地改良培育、积极学习更新
农技知识，江兴树在农场里种植了“红
美人”、沃柑等多个柑橘优质品种，每
年红美人产量高达 2 万斤，增收 15 万
元，在今年的福建省优质柑橘评比中
荣获特等奖。

不但自己农场的柑橘卖得好，江兴树
还积极发挥致富带头人的作用，积极帮助
村民解决生产、销售难题。2022年，在武曲
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江兴树与江友光等
人一同筹建大洋生态柑橘分拣中心，帮助
农户销售柑橘。同时，江兴树还成为镇里
乡村振兴技术服务队的一员，每天入村上

山指导村民种植。今年，大洋生态柑橘分
拣中心“红美人”收购价是3.5元1公斤，帮
忙销售 10 万公斤，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
致富。“大家辛苦了一整年，好的柑橘就
该卖出好的价格，让农户有得赚。后续
我们还计划在分拣中心的三楼进行电商
直播，进一步扩大我们的销路。”江兴树笑
着说。

“‘红美人’又进入了新一年的孕育
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兴树家庭农
场将一如既往用心种、用心护。”江兴树的
朋友圈又更新了。

□ 本报记者 茹捷 通讯员 练凯

“新农人”变身“兴农人”在山地种下“柑”甜

近日，柘荣县黄柏乡游家边村棘胸蛙
苗种生产基地，第一批棘胸蛙蝌蚪幼苗成
功破卵而出。“预计再经过一段时间，幼苗
就可开始对外销售了。”苗种生产基地负
责人吴胜明笑着说。

2017 年，吴胜明告别大都市，回到家
乡柘荣县倒流水村梧桐坪自然村，当起

“蛙司令”，开始养殖棘胸蛙。
经过多年技术研发，他逐渐掌握了多

项繁殖养殖技术、多项实用型专利，棘胸
蛙孵化率突破85%，商品蛙存活率更是达
到90%以上。2023年，吴胜明进一步扩大
棘胸蛙苗种生产规模，在游家边村建立棘
胸蛙苗种生产基地。目前，该基地已投放

棘胸蛙幼苗 130 万余尾，年产值约 300 万
元。“目前，孵化出的蝌蚪在市场上售价可
达一元一只，而成年蛙售价更是在每公斤
300元左右。”吴胜明说。

作为柘荣县第一家棘胸蛙苗种生产
基地，该基地还推出三年农企共赢计划，
鼓励村民参与养殖。基地通过提供幼蛙、
技术扶持、成蛙回购等帮扶手段，形成基
地与村民互惠互利的共赢格局，带动周边
群众实现共同致富。

“通过‘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产业模式，基地带动了周边 10 余
户群众共同发展养殖，不仅拉动了村民增
收，预计每年还将助力村财增收约 5 万
元。”游家边村党支部书记游成团介绍。

育出“致富蛙”只是黄柏乡大力发展
特色现代农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黄柏
乡围绕特色现代农业扩面提质增效，强化
科技支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全力走好
符合乡情实际的特色发展、绿色发展之

路。“下一步，黄柏乡将围绕‘2+N’特色现
代农业发展思路，打造韧性强、潜力足、结
构优的产业生态，着力提升农业现代化发
展水平。同时，推进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模式，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发展
山地种养和林下经济，扶持壮大林麝、棘
胸蛙等地方特色养殖产业，做大做强黄柏
特色品牌，促进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增收。”
黄柏乡党委副书记游光华说。

□ 本报记者 茹捷 通讯员 袁婉萱

柘荣黄柏：山里育出“致富蛙”

本报讯（王婧） 近日，霞浦县松港街道东昇社
区党总支、龙祥居物业党支部携手县妇幼保健院等
单位开展第36个爱国卫生月活动，为辖区妇女居民
提供健康保障。

活动中，志愿者们组织辖区女性居民有序进
行两癌筛查、口腔检查、身高体重测量等免费检查
项目。医生们详细询问参检妇女的身体情况，对
检查结果予以反馈，叮嘱注意事项，并根据妇女自
身状况为其提供健康咨询。活动中，志愿者们还
进行了妇女安康险的宣传推广以及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宣传。

霞浦松港：

开展关爱女性健康体检

本报讯（记者 茹捷） 近日，福鼎市首
家逐梦爱心助残便利店在太姥山镇开
业。这标志着福鼎市在助残事业上又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据了解，逐梦爱心助残便利店以“助

残、自助、共创、共享”为经营理念，依托
“超吉购”平台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培
训机会和创业支持，在“线上+线下”为残
疾人搭建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福鼎市‘超吉购’平台将通过打造

一批乡镇或社区样板店，培养一批残疾
人社区微信群团长，形成每个乡镇‘1+
N 个便利店+N 个社区团购群’，以整店

‘输出’增强残疾人就业竞争力。”福鼎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日常运作中，

残疾人社区微信群团长负责收集社区
群众购物需求，依托社区团购在相应门
店代购拿货赚取佣金，让残疾人在家就
业，为残疾人的就业和创业提供有力支
持。

福鼎市开办逐梦爱心助残便利店

本报讯（杨锋） 4 月 24 日，霞浦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在霞浦长春镇闾峡村开展“送考下乡”活动，持
续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便民改革举措，进一步打
通农村群众考摩托车驾驶证的“最后一公里”。此
次“送考下乡”便民活动，当日共有62人参与。

为做好此次活动，霞浦交警在考前深入辖区
乡镇开展驾驶员摸底排查，积极拟定送考计划，优
化考试流程，在严肃考试纪律，严把考试准入关
口，不降低考试标准的原则下，采取纸质试卷和人
工评判的考试模式，解决农村地区大量考生不会
使用电脑的问题，有效提升服务范围，增加考生考
试通过率。同时，考试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对考试过程进行严格监督，确保考试过程公开公
平公正。

这次活动是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的
其中一个便民利民举措。“下一步，霞浦交警将根
据辖区各乡镇群众需求，持续开展‘送考下乡’活
动，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措施，让群众少跑腿
就能办成事，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
满意度。”霞浦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吴文
燕说。

霞浦交警送考下乡
村民实现“门前”考证

本报讯（记者 茹捷） 近日，福建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联合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凤阳镇党委、政府，
寿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等部门，共同走进寿宁县凤阳
镇刘氏宗祠北路戏演艺中心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
安全巡回宣讲活动，让村民在享受传统北路戏曲“文
化盛宴”的同时，提升交通安全意识。

活动现场，随着音乐响起，在 2 个多小时的演
出中，警示教育片《生死一瞬间，你选哪一边》、北
路戏《春耕农忙，勿忘安全》、宣讲《交叉路口需谨
慎，一慢二看三通过》、快板《交通安全记心间》、
歌曲《追风骑行》、宣讲《高速公路出行注意事
项》、歌舞《交通安全四季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精
彩绝伦。

“苦口婆心把君劝，开车千万别喝酒，喝酒别握
方向盘……”凤阳北路戏《春耕农忙，勿忘安全》作
为第一个节目登台开唱，演员们身着戏袍，唱腔圆
润婉转，语言淳朴生动，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惟
妙惟肖的表演，深深吸引了台下的群众。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活动，凤阳北路戏剧
团多名农民北路戏演员参与其间，登场演出。专业
的唱腔，精彩的节目，为广大村民奉献了一场“视觉
大餐”，通过寓教于乐、寓教于戏的宣传新模式普及
了交通安全法规，有力提升了辖区村民遵纪守法意
识和文明出行意识。

北路戏原为“福建乱弹”，是中国的稀有古老剧
种之一，仅存于闽东山区，以寿宁县为主。2006年6
月，寿宁北路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为保护和传承这一珍稀剧种，加大传承复
兴力度，寿宁县成立了北路戏保护传承中心，拓建
改造了北路戏剧院，设立了北路戏展示馆。作为寿
宁北路戏发源地的凤阳镇，近年来，镇、村两级和民
间北路戏团队还着力实施北路戏演艺活动提升、设
施完善、遗存挖掘和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为北路戏
传承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今后，凤阳镇将充分将北路戏与交通安全宣
传相结合，面向农村群众演出，让更多群众知晓，使
更多群众受益，以突破传统的宣教形式，让农村群
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交通陋习，唱响农村交
通安全主旋律。”凤阳镇党委书记李木清说。

4 月 15 日，记者来到福安市赛岐镇狮
子头村，干净整洁的柏油路穿村而过，宽
敞明亮的美丽村庄生机勃勃，孩子们追逐
嬉戏，淳朴的乡村民风为村庄增添了生机
与活力。

狮子头村位于赛江上游东岸，这里是
闽东革命老区基点村，也是福建省文明
村。叶飞、曾志、马立峰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曾在该村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
留下传奇故事，成为该村宝贵的红色文化
财富。虽然革命战争年代已经远去，但革
命精神始终不曾褪色，并在狮子头这片土
地上得到传承和赓续。

近年来，狮子头村依托自身红色资
源，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大力开展“党建聚
力为民 共建美好家园”活动，深入挖掘红
色故事、弘扬传承红色文化，积极探索“红
色文化+”发展路径，并结合自身产业发展
优势，走出了一条宜居宜业的红色和美乡
村建设之路，并在2023年被列入省级红色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
走进狮子头村叶飞纪念广场，红色

革命文化馆映入眼帘。近年来，该村以
红色文化赋能文明实践，积极推行“文明
实践+红色场馆”模式，开展接地气、聚人
气的红色教育、红色宣讲等活动，让“家
门口”的红色资源“活起来”。2023 年，狮
子头村投入 135 万元，启动红色文化纪念
馆提升和狮子头“叶飞遇险”红色遗址修
复工程。

“ 我 们 还 培 育 了 5 名‘ 红 色 宣 讲
员’，以群众乐于接受的语言和形式，
重温红色故事和党的历史，激发感恩
奋进的初心使命。”狮子头村党支部书
记陈谊介绍，村里还结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动员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最
美家庭、移风易俗、垃圾分类和安全生
产等多形式主题宣讲，组织喜事新办、
厚养薄葬、勤俭节约、邻里和睦等劝导
活动，真正把文明新风吹进老百姓的

心坎里。
为提升红色文化服务能力，丰富广大

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狮子头村通过
整合门楼、农家书屋、便民服务大厅、叶飞
文化广场、红色革命纪念馆、议事厅、人大
代表活动室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将这些
场所统筹纳入文明实践站范畴，变“条块
分割”为“综合运用”，把实践站全面打造
成集理论学习、互动体验、志愿服务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并借助一体化
服务平台，常态化组织开展红色观影、端
午送粽、关爱健康义诊、篮球比赛、戏曲
下乡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提振村民精
气神。

“通过大力开展‘培育榜样力量’‘最
美家庭’‘三代军人’以及‘红色故事传承
人’等活动，挖掘和弘扬狮子头村优秀传
统文化，进一步强化示范效应，激发乡村
发展内生活力。”陈谊说。

不仅在红色文化传承上下功夫，狮子

头村还在发展红色产业上踏出了坚实路
子。通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党性教育、
红色研学等活动，打造红色旅游产业链，
吸引游客追寻红色足迹。

该村还坚持“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
行”理念，依托传统食品加工业优势，走出
了“以企带村、以村促企”的特色发展道
路。组织村党支部与村内龙头企业福建
省仁升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结对共建，以

“导师帮带”方式开展产业技术培训，党
员、村民自发创办 10 余家民营企业，提供
就业岗位 600 余个，村企年产值达 3.5 亿
元。村集体建设 2000 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和配套停车场，村财增收21.7万元。2023
年，狮子头村被列为宁德市级“一村一品”
专业村。

“村容村貌好了，文化建设强了，大家
也逐渐富起来。每天很开心，感觉日子有
盼头。”村民宋晶晶说。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汤若妃

寿宁凤阳：

非遗蕴新意 戏曲话交通

传承红色文化 赋能乡风文明
福安赛岐狮子头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