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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中，平和县县长黄永健带领军地领
导一起为在部队里立功的陈明良
和陈旭亮两兄弟家庭，分别送上

“二等功臣之家”牌匾和喜报等，很

有仪式感。这个话题迅速点燃了这
个小山村，在社会上刮起了一阵拥
军优属热潮。

立功喜报是军人荣誉的象征，
承载着军属的期盼和慰藉。一直以

来，这些立功喜报要不要送、要怎
么送、由谁送，各地形式不一，没有
统一的标准。

2020年 6月 12日，漳州市在全
省率先出台《给立功受奖现役军人
家庭送喜报的意见》，旨在进一步
规范送喜报程序、形式，统一慰问
金额，努力增强现役军人爱军精武
的光荣感、自豪感、使命感，推进实
现“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的目标。

漳州市把送喜报及走访慰问
工作作为进一步推动军人荣誉体
系的重头戏抓紧抓实，不断在全社
会扩大立功受奖军属的“朋友圈”，
释放家国情怀的“能量源”。不仅有
制作精美的“功臣之家”牌匾、火红
的绶带、喜庆的横幅，还邀请军属
的亲朋好友、乡亲们见证荣耀时
刻。军地合力送喜报讲排面、走村
入户慰问讲情意，这些暖心举措赢
得当地群众广泛赞誉，提升了更多
优秀青年参军入伍的热情。

仪式感彰显了拥军温度，更激

励了军人士气。就在上个月，军地
领导为华安县现役军人林裕昌送
立功喜报的事，成了父老乡亲茶余
饭后的热门话题。

林裕昌现为陆军某部参谋，入
伍仅三年多就先后被表彰为“备战
练兵先进个人”，集团军“最美奋斗
者”，连续两年被评为“四有”优秀
军官，还受到中央军委表彰。因参
加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在 2021
年、2022年连续荣立二等功。

“连续两年荣立二等功，这是
我们全县的光荣！”新春伊始，华安
县委县政府工作排得满满的，县委
书记叶毓听说林裕昌事迹后，带上
在家常委，“大张旗鼓”给林裕昌家
里送去了喜报。“在榜样力量的感
召下，去年仙都镇征兵工作再上新
台阶，持续保持大学生比例优势。”
县人武部部长戴建敏说。

军营立军功，喜讯送家中。近三
年来，漳州市共为 2750名立功军人
家庭送喜报，其中三等功以上奖励
有 700 余人。漳州不仅为现役军人

家庭隆重举行送达喜报仪式，芗城
区、南靖县、平和县、华安县、漳浦县
等地县主要领导均参加送喜报活
动，漳州军分区、各县区人武部主要
领导也把走访慰问工作融入送喜报
工作中。通过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保
障举措，让现役、退役军人家庭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与关怀，让退役
军人在全社会受到尊重。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通过
举行热烈庄重的送喜报仪式，增强
现役军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使命
感，进一步激励广大官兵建功立
业、报效祖国的热情，表达对军人
家属积极支持军队建设的感谢，激
发优秀青年积极参军、献身国防的
热情动力。夯实官兵扎根军营、报
国强军的思想根基，带动更多热血
青年携笔从戎，到部队建功立业，
为强国兴军凝聚磅礴力量。

“功臣之家”牌匾，是军人的荣
誉，是军人的丰碑，更是军人保家
卫国的军令状！把喜报送得更有仪
式感，这种方式值得点赞！

把立功喜报送得更有仪式感
□漳州观察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戴伟国 文/图

“枳实花开了！”阳春三月，百花争艳。在
南靖县南坑镇乡间，在葛竹村田间地头，到处
可见游人身姿，热情参演今年最卖座的春日
大片。

20 日，2023 年南坑镇枳实花文化节在南
靖县葛竹村开幕。枳实花盛放如香雪海，游
客在枳实花海游园、围炉煮茶，在农家集市
挑选原味土货，在咖啡庄园品尝浓郁咖啡，
骑行在山地公路、漫步在万亩茶园感受高山
茶飘香……

随着这场“春日花事”的参与度越来越
大，如何让南坑与春日同频，让“花事”更红一
点、更久一点？近年来，南坑镇按照“全域旅
游、全面发展”的方向，依托“浓香的咖啡、幽
香的兰花、清香的茶叶、芳香的枳实、土香的
古厝”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五香”产业，做
活“红色之旅、运动之旅、康养之旅”，以产业
促振兴。

南坑镇位于南靖县西北部，峰谷交错，山
河相间，形成了许多向南开口的马蹄形优良
小环境，境内最高海拔达 1168 米。坐拥富饶
土地，南坑镇成为省级乡村旅游休闲集镇、省
级特色体育小镇、省级生态名镇。

“葛竹、高岗、高竹三个村庄的山体连绵
成片，800 米至 1100 米海拔处常年云雾缭绕，
种植丹桂、单枞、金观音、白芽齐兰等品种，共
有 800 多户茶叶种植户，年产值达 2 亿多元；
而位于半山腰、向阳的山面，种植热带作物咖
啡，目前共有 1.5 万多株阿拉比卡品种咖啡
树，年产 3 吨咖啡生豆；兰花多生长于林下，
全镇种植兰花 4000 多亩，是野生中国墨兰的
原产地，拥有 100 多个兰花品种，全镇兰花年
销售总额可达 2 亿元以上。”南坑镇镇长杨志
强如数家珍，他表示，多产业纵向分布，也优
化了产业结构布局。

“按照‘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生态旅
游’一体的产业闭环模式，在带动合作农户增
收致富之余，积极提高产品附加值。近年来，越
来越多年轻人返乡加入我们的创业团队，让家
乡茶品牌完成种植、加工、贸易、科研、茶文化
传播的完整产业链。”福建土楼泓净茶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淼晶说，乡镇将谋划打造集循环
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文化旅游于一体的
万亩茶园综合体，进一步推动茶旅融合。

枳实花文化节也是南坑镇助推文旅康养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此次文化节以
花为媒、以茶会友、以游引客，展现枳实花开、
香飘南坑的独特魅力。

“希望借助文化节提升南坑特色枳实花
乡旅产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以点带面，撬动
更多特色资源，将南坑建设成为‘浪漫的诗和
远方’。”南靖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周广说。

当天，葛竹村通过持续举办枳实花节、茶
王赛、茶艺表演、农体赛事等一系列活动，实
现文旅融合发展，为百姓增收致富。2022 年，
葛竹村完成国家高山茶种植标准化示范区建
设，示范带动周边 1.2万亩茶园实施标准化种
植，目前已成功打造“土楼金观音”“土楼高竹
金观音”等知名品牌。

南靖南坑：

“花样”十足
致富有道

□漳州观察记者 杜正蓝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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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视频连线，陈旭亮的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春节前夕，南靖土楼入选全省首批重点影视外景拍摄基
地；上月，云水谣景区荣登《中国影视综取景报告》五大取景
古镇的榜首；今年1—2月，南靖土楼景区接待游客70.3万人
次，同比增长100.80%。

南靖文旅已经全面复苏。南靖进一步推动“福”文化资源
转化利用，实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提升疫情后的游客承
载量，南靖提前规划旅客分流路线，加快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让文旅市场稳稳复苏，小步快跑。

旅复苏

□漳州观察记者 黄小英 杜正蓝 通讯员 萧玮鸿 李小琴

“这里汇集了世界上最高、最大、最小、最奇、最古老、最壮观的‘土楼王国’。”
以“新时期土楼的保护和活化利用”为主题，土楼世遗文化的研学之旅在和煦的春
风中迎来一拨又一拨的青少年。

主题研学依照时间的车轮，为青少年们讲述非遗夯筑技艺、地道的闽南风情、传
统文化的意义以及土楼客家人的地道美食。“研学的地点、路线、物质和非物质都需
要载体，要让孩子游有所思、研有所获，才是研学的意义。”此次研学培训的负责人说，
此次研学之旅还安排了首批国家级非遗漳州布袋木偶戏，让孩子们在非遗建筑中体
验非遗技艺，感受非遗魅力。

要使非遗“火”起来，先得“活”起来。去年底，数字藏品“世界遗产福建土楼·和贵天
高”限量上线，令一众藏友心动不已。以南靖土楼“和贵楼”为 3D 数字原型，通过数字技
术对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将抽象的营造技艺具象化，呈现出土楼建造结构
的特色，同时，点击建筑即可展现内部剖面，揭示隐藏的营造技艺秘密，赋予用户交互式
的体验，让和贵楼“活起来”。通过结合特色鲜明的土楼传统古建筑与南靖非遗文化，开
发设计出的“和贵天高”打破传统的呈现方式，进一步推动了世遗土楼营造技艺的传承
与发展，满足了广大群众对福建土楼、民俗文化的认知需求，让土楼品牌更具影响力。

文旅市场是否鲜活，且看淡季的游客接待量。为了让游客“留下来”，南靖针对不同
的旅游群体，在文化研学游、假期亲子游、星空露营等的基础上，推出云水谣露营基地寻
宝、土楼剧本游等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

“我们还设计推出‘春赏花海之旅、夏享清凉之
旅、秋尝硕果之旅、冬品水墨
之旅’的四季旅游精品
路线，着力为游客打
造一批更高品质、
更 多 体 验 、更 优
服 务 的 特 色 旅
游 产 品 。”张 海
涛说，通过增加
新的旅游业态，
为 游 客 带 来 更
多 元 的 文 化 体
验、更深度的内
容玩法，能让游
客来了不想走、
来了还想来。

文旅市场多元布局

“原先从319国道经马山线到南靖土楼景区，需要爬北隙岭，路弯又
陡，不仅费时，而且游客的体验感也不好。1月20日，南靖县县道马山线
改建工程正式通车，不仅节省了车程，还为前往南靖土楼景区的游客提
供了舒适便捷的通行环境。”南靖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志坚说，近年
来，南靖充分发挥交通建设项目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作用，
全力推进交旅融合项目，推进厦蓉高速、漳武高速、县道马山线、县道梅
书线及土楼景区旅游主干道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先后完成改扩建厦
蓉高速（南靖段）、建设完成漳武高速（南靖段），实现镇镇20分钟上高速
路。其中，漳武高速（南靖段）于2022年5月1日通车，对加快南靖土楼等
旅游事业发展、全面提升土楼景区交通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南靖还投资6.1亿元，对连通土楼云水谣景区的县道梅书线
等重要农村公路进行扩建改造提升。其中，梅书线先导段于 2022年 7
月31日建成通车，实现了云水谣景区15分钟内上高速，有利缓解南靖
土楼景区高峰期的交通压力，也大大方便了周边乡镇村民的出行。

“梅书线先导段原本只有 2 车道，我们将其扩宽为 4 车道，大大
提升了通行能力，为今年春节旅游高峰期做足了准备。”杨志坚说，
春节期间，前往云水谣景区的游客爆满，他们在梅书线上开辟了
临时停车场，极大缓解了景区的停车压力。

杨志坚表示，接下来，南靖还将投资 1.6亿元，实施土楼景区
旅游主干道路面“白改黑”提质升级，将土楼景区、生态公园、特
色民宿、美丽乡村等紧密结合，打造串珠连线、连线成面的“交
旅”融合新空间，提升景区道路颜值，助力“福建土楼”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

近年来，南靖还坚持以项目建设带动土楼景区全面提
升，从基础设施、乡村振兴、商业配套、文旅融合等领域，推
进厕所革命、污水处理系统、智慧景区、山梅百里画廊璞
山乡村振兴项目、方圆里文旅项目、田螺坑高标准农田项
目、云水谣综合体项目、漳州通美云水谣庄园项目等一
系列工程建设，全面提升了土楼景区的承载能力与服
务能力。

配套升级助力旅游复苏

变奏变奏曲曲

福谦楼、福星楼、和福楼、福昌楼、福兴楼……在南靖土楼景区，许许多多的“福
楼”让游客置身“福”文化中流连忘返。

2022 年，南靖在云水谣景区举办了以“福建土楼 五福南靖，福兴楼前送祝福”为
主题的中国旅游日活动，通过挖掘南靖“福”文化，打造线上直播热潮，宣传南靖土楼
生态和文化旅游优势，提高景区知名度。

在海拔650米的南靖印象土楼丹桂大观园里，游客们解锁了另一种欣赏云水谣风景的
云端视角：土楼散落在青山绿水间，诗意如画的云水谣古镇尽收眼底。游客们吹着舒畅的山
风，品尝着醇厚的五福茶，在“桂人有福”的大茶壶前拍照留念，畅享纯美的大自然风光。

“南靖印象土楼丹桂大观园占地 800 亩，我们对其进行提升改造，探索茶旅融合
发展之路。”南靖县印象土楼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红英说，大观园依附八卦墩原来
的地貌形态，种植 40 多个品种的茶树，孕育出七彩茶田。2022 年底，他们结合“福”文
化，推出了五福茶，五福即“福禄寿喜财”，分别对应的是丹桂、肉桂、奇兰、金观音、单
枞，赋予茶叶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接下来，他们还将在大观园内打造百福文化墙，展示
不同字体的“福”字。“游客可以野餐露营，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观赏茶艺表演，了解
福茶文化，这将是一种别样的旅游体验。”

据南靖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张海涛介绍，2022 年，南靖着力打造“福建土
楼 五福南靖”品牌，将“福”文化与土楼、兰花、土楼茶、东溪窑、竹产业等南靖的特色
资源深度融合，创新“福”文化表达方式，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南靖将立足土楼“福”文化，努力创作一批融合芗剧、木偶戏的“福”文化
主题艺术精品，丰富提供“福酒”“福茶”“福食”“福艺”等文化产品。同时举办

“五福南靖”文体旅系列活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用‘福’文化
点亮世遗土楼暨首届土楼营造技艺大赛”等活动。推出更加丰富
的差异化土楼文旅产品，积极培育土楼文旅产业新模式、
新业态，着力推广非遗、房车、民宿、夜游等新体
验，让更多游客走进来、留下来、住下来。

“福”文化成“流量密码”

土楼福酒土楼福酒 余祥龙余祥龙 摄摄

洁白的李花与田螺坑土
楼群交相辉映。 冯木波 摄

成片金黄的油菜成片金黄的油菜
花成为云水谣景区一花成为云水谣景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道亮丽的风景线。。

冯木波冯木波 摄摄

文
枳实树下，爷孙赏花荡秋千。

主播们身着汉服，在枳实树下围炉煮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