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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妙珠） 日前，2022 年度“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创建单位名单公布。全国共有 201 个县级单位
获评为 2022 年度“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创建单位，漳
州市东山县、南靖县上榜。

据悉，东山县深入实施农村公路安全提升、延伸联
网、等级优化三大工程，完善农村路网结构，提升改造农
村公路，并以打造示范路为抓手，强力推进道路提档升级
工作。

南 靖 县 高 标 准 抓 规 划 、多 渠 道 筹 资 金 、大 手 笔 建
项 目 ，将 公 路 与 景 区 串 点 成 片 ，实 现 由“ 树 状 ”向“ 网
状”转化。三年来累计投入建设资金 17.2 亿元。扎实推
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和邮快合作，县乡村物流网络节点
覆盖比率均达 100%，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

东山、南靖获评2022年度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本报讯（于莉） 近日，福建省总工会公布首批“福建
省工匠学院”名单，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漳州工匠研究院上
榜，为漳州市唯一入选单位。

漳州工匠研究院为漳州职业技术学院与漳州市总工
会协同共建，旨在培育产业工人技能人才的产、教、学、研
合作平台。研究院内设漳州数字工匠学院、漳州市职工技
能竞赛基地和漳州市职工技能提升基地，形成了“一院两
基地”的产业工人技能人才培育新模式。

漳州工匠研究院入选
首批“福建省工匠学院”

本报讯（李妙珠） 近日，笔者从漳州市文化和旅游
局获悉，由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漳州市歌仔戏（芗
剧）传承保护中心倾力打造的芗剧现代戏《谷文昌》精彩
选段亮相 2023 年新年戏曲晚会。这是自 2018 年后，芗剧
现代戏《谷文昌》再次参演新年戏曲晚会。

芗剧现代戏《谷文昌》讲述了谷文昌同志在担任东山
县委书记期间，不忘初心，敢于担当，身体力行，与百姓同
甘共苦，并最终制服风沙的故事。

该剧目曾获评 2018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
持工程十大重点剧目，并入选 2018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重
点创作剧目名录，入选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荣获第七届福建省艺术节暨第二十七届戏剧会演
剧目一等奖及编剧、导演、演员、舞美一等奖。

芗剧《谷文昌》亮相
新年戏曲晚会

一 年 好 景 君 须 记 ，最 是 橙 黄 橘 绿 时 。
眼 下 ，在 华 安 县 柑 橘 种 植 园 ，漫 山 的 柑 橘
树 郁 郁 葱 葱 ，黄 灿 灿 的 柑 橘 压 弯 了 枝 头 。
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剪果，到处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一 方 水 土 ，一 方 柑 橘 。华 安 县 地 处 南
亚热带与中亚热带过渡地带，气候温和湿
润 ，日 照 充 足 、雨 量 丰 沛 、土 壤 肥 沃 ，生 态
条件优越，适合柑橘生长。近年来，随着乡
村 振 兴 的 不 断 推 进 ，华 安 县 因 地 制 宜 ，加

快 柑 橘 产 业 发 展 步 伐 ，科 学 规 划 产 业 布
局 ，积 极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同 时 加 强 技 术 推
广 培 训 ，有 效 助 农 增 收 ，让 果 农 们 过 上 大

“橘”大利的日子。
“目前，华安全县柑橘种植面积 2.2 万

亩，产量达 4 万吨，产值 3 亿元，其中沃柑、
茂谷柑种植面积 1.2 万亩，产量约 3 万吨，产
值 2.5 亿元，华安已成为全省最大的沃柑、
茂谷柑生产区。”华安县经济作物站站长林
俊杰说。

华安县柑橘品种众多，主要有沃柑、茂
谷柑、坪山柚、红宝石青柚、脐橙、黄美人、红
美人等 10多种柑橘品种，可以有效满足不同
季节的消费需求，填补市场缺口。

沃柑、茂谷柑于春节期间相继成熟上
市，故命名为“抱春柑”，拥有适应性强、优
质、糖度高、风味佳、经济效益高等优点。

华安县还重点推广红宝石青柚、黄美
人、红美人等优新品种，谋划成立全国黄美
人柑橘产业联合会。同时，以福建鲜派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托，着力打造集生产、加
工、销售、培训、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柑橘
产业联合体，形成 2万亩高标准柑橘产业园，
打造全国最大的黄美人产业基地。

一颗小柑橘，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
富一方群众。华安县将继续以农村综合性改
革试点试验项目为契机，实施柑橘产业发展
提升工程，加快推进现代柑橘产业园建设，
走好柑橘产业标准化、市场化、产业化、高端
化之路。

一颗小柑橘 富一方百姓
□黄小英 卢凡仪 黄建和

日前，国家乡村振兴局、农
业农村部出台指导意见，鼓励
引导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庭院
经济，以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创
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展增
收来源。

作为全省首批国家生态县，
南靖县在开展“美丽庭院”创建
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发展庭院经
济，努力让小庭院成为村民增收
的“聚宝盆”。

冬日的暖阳铺洒大地，走进南靖
县金山镇水美村村民吴枝华家中，干
净整洁的院落内种植着错落有致的绿
植，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正艳。“小院
种上花花草草，环境美了，自己住得也
舒适开心。”吴枝华说。

“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庭
院。以往，很多庭院都被杂乱的堆积物
占领，庭院环境脏乱差。2021 年 5 月以
来，我们深入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工
作，引导大家打扮自家庭院。”金山镇
妇联主席詹美芳说，起初有一些村民
不以为然，不愿配合。为此，村干部带
着他们到示范户家参观交流，身临其
境感受好环境带来的幸福感，村民的
观念渐渐发生改变。

在詹美芳看来，“美丽庭院”创建
的出发点是为了改善村容村貌，最终
受益的还是群众。为此，他们在创建过
程中广泛征集群众意见，了解群众需
求。村民喜欢在庭院种植蔬菜，他们便
统一规划“蔬菜区”，让庭院看起来整
齐有序。此外，在村庄主干道规划设计
篱笆，村道两旁种上一些容易养护的
绿化苗，并完善路灯等道路配套设施，
让村庄更美。

金山镇还创新推出“美丽庭院+
巾帼宣讲”模式，组建“鹅仙子”巾帼宣
讲队，深入家家户户、田间地头，开展

“美丽庭院”宣讲，通过自编自导的快
板宣讲，让“美丽庭院”家喻户晓。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培育省级
‘美丽庭院’示范户 20 个、市级‘美丽
庭院’示范户 45 个、县级‘美丽庭院’
示范户 81个。”詹美芳说。

“美丽庭院”，让乡村变了样。不仅
美化了环境，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

庭院美化

幸福满满

“美丽庭院”如何转化为“美丽经济”？
南靖县农业农村局项目办主任吴国海认

为，过去村民的资源利用意识不强，导致不少
村民家的房前屋后形成闲置用地。有些村民
则习惯于以满足自家需求为主，还没有放眼
于商品化发展。其次，庭院经济发展往往缺乏
统一规划，种养结构相对比较随意，无法形成
规模效应。为此，他们结合当地实际，联合龙
头企业引导村民种植兰花、金线莲等。

以金线莲为例，南靖农业农村局挑选三
家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农户”方式，由企
业提供种苗和技术支持，农户在自家庭院内

种植，企业按市场价回购，村民们也可自主
选择销售渠道。目前，仅福建葛园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一家企业，就带动 100 多户农户在
庭院内种植金线莲。

“再过一个月，这批金线莲就可以采收
了！”在山城镇葛山村，村民韩龙团指着庭院
前一株株长势喜人的金线莲兴奋地说。

韩龙团说，金线莲非常娇贵，对生长环
境有较高要求，种植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好温
度、湿度、水分、养分等指标。为了方便管理，
他安装了智能设备，当温度超过 35°C时，系
统就会自动喷水降温。

企业带动 村民有望增收

近日，民进漳州市委会在漳州一中教师宿舍区开展
“春联万家·奔赴新征程”公益服务活动，组织书画界会员
现场挥毫泼墨，书写春联和福字 200 多副，为当地群众送
上一份丰盛的精神大餐。

郑文典 陈志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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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寨溪居庭院 （资料图片）

南坑镇村民张森苗在庭院内种植兰花。 李小琴 摄

近年来，平和县稳步推进生态高标准果园建设。通过
示范合作社以点带面，统一规范种植，推广区域“种养一
体化”生态循环、有机肥替代、果园留草等模式，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图为文峰镇建设的 2000 亩生态高标准果园示
范片。 林纪璇 摄

位于南坑镇新罗村的那寨溪居是一栋
古色古香的土楼民宿，同时也是省级“美丽
庭院”示范户。2019 年底，老党员曾阿文响
应村里号召，将自家一栋 50 多年的土楼腾
出来改造成民宿。彼时，村里引进的漂流项
目也开始试漂活动，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入
住那寨溪居，在竹林云海间感受土楼文化。

“在改造土楼民宿时，我们保留了原始
夯土墙面、老梁柱与木质楼梯，留住土楼原
有的味道。”曾阿文说，“客房外的庭院也是
民宿的一大亮点，我在庭院内摆放观赏性强
的花卉苗木，配合上清新的草地和石板路，
让游客有回归田园的感觉。”

看到那寨溪居带来的经济效益，新罗
村村民纷纷效仿，将自家住宅院落改造成
民宿。目前，新罗村村民自主创办的民宿已
有 8 家。

据新罗村村支部书记曾清南介绍，新罗

村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世界最小土楼
翠林楼、造型别具一格的双弧半月楼、超过
300 年历史的磜龟楼土楼群，始建于 1000 多
年前的罗山寺，被评为“福建最美古树群”的
鹿角锥古树群等，新罗村也有区位优势，距
离著名的树海瀑布不到 12 公里，紧邻近年
来因枳实花海而成为网红的葛竹村。下一
步，新罗村将进一步盘活闲置的土楼，将其
改造成民宿、农家乐等，不断拓展庭院经济
内涵，实现村民居家灵活就业。

南坑镇镇长杨志强表示，南坑镇充分利
用农户的住宅院落及其周围土地，通过政府
引导、农户参与、样板引路、以点带面，逐步
实现庭院经济辖内全覆盖。目前，有以种植
石斛、灵芝、兰花等为主的“种植型”、以茶叶
加工为主的“加工型”、以兰花电商销售等为
主的“商贸流通型”、以民宿为主的“食住服
务型”等多种庭院经济模式。

特色引领 形成多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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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英 李小琴 张苑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