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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自主选育的白羽肉鸡被列为全国主导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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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主会场活动在永定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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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名著《桃花源

记》，描写在一个群山环绕、偏远的地

方，很多人为逃离战乱在此生活，安宁

而又丰足。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

“世外桃源”，在这里可以无忧无虑地生

活，宁静自然，远离尘世的喧嚣，与人无

争，与世无争。

在屏南县，就有这样的小山村，人

们因为艺术结缘，聚居于此，共筑一片

和谐又安宁的生活家园。

豁然开朗

从宁德市区到屏南县熙岭乡四坪

村，车辆要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近两个

小时。这样一个位置偏远的山村，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和年轻人来

此打卡、定居、共建村庄，成为令人向往

的“桃花源”。

夜幕降临，四坪村的音乐会现场灯

光闪耀，气氛热烈，村民们一边喝着当

地的精酿啤酒，一边欣赏精彩表演。音

乐会是村子里定期举办的活动，也是新

村民沈明辉非常喜欢的活动，这一次，

他上台演唱了两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大

方自信的神情，让人很难想象几年前的

他，一度十分自卑敏感。

沈明辉患有侏儒症，母亲早逝，父

亲是一名聋哑人。为了能尽早自食其

力，他尝试过各种谋生手段，到广场去

摆地摊、帮人擦皮鞋、卖气球……因为

身材矮小，他经常被排斥和歧视，而且

在常人眼里简单的活儿，对他来说也很

困难。2015 年，沈明辉创业失败，几年

的积蓄全部泡汤。他心灰意冷，感觉前

途一片黑暗。

“幸运的是，有一道光照进了我黑暗

的生活之中，令我豁然开朗。”沈明辉说。

2015 年，从事公益教学项目的林

正 碌 来 到 屏 南 县 ，想 找 一 个 偏 僻 小

村，推行“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教学

项 目 ，进 而 改 变 一 个 村 庄 。在 他 的 引

导 下 ，从 漈 下 村 开 始 ，村 民 逐 渐 拿 起

画 笔 ，体 验 绘 画 艺 术 的 魅 力 ，渐 渐 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前来体验画画。这

个 公 益 项 目 逐 渐 在 屏 南 其 他 村 子 推

广开来。

当年 10 月，屏南双溪镇国际残疾

人公益教育中心成立。在县残联的联系

下，沈明辉来到教育中心，在林正碌的

指导下开启了他的学画之路。

“我学画画也比别人要吃力一些，

初时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沈明

辉没有想到，他的画作得到了林正碌

的称赞。学画的第七天，他的作品被人

以 150 元的价格买走，这带给他极大

的鼓舞。

学画半年后，沈明辉在双溪镇安泰

艺术城里有了自己的工作室。随着绘画

水平逐步提高，他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画

作的收入也渐渐多起来。从为三餐奔

波、尝遍世间冷暖，到有自己的事业、受

人尊重，像常人一样体面地活着，沈明

辉的人生豁然开朗。

2019 年，沈明辉在四坪村认领了

一座老宅，成立了他的第二个油画工作

室，取名“重土空间”。

“上个月和几个朋友认租了村里的

4 亩农田，准备尝试生态农业。最近也

在研究传统竹编技艺，想开发一些竹编

的工艺品……”谈及未来的规划，沈明

辉兴致昂扬。 （下转第二版）

因艺术结缘，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和年轻人在屏南偏远的山村打卡、定居、共建村庄，
让村子成为令人向往的创业、生活乐土——

“桃花源”里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本报记者 王梦娴 通讯员 甘叶斌 文/图

以四坪村为代表的现代“桃花源”是

传统乡村在发展过程中以艺术引才聚才、

善用先天条件、塑造自身独特气质，从而

实现乡村振兴的典型。四坪村位置偏远但

风景优美，依托屏南县“老屋流转”机制和

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各地人才到村里认租

修缮房屋，长期定居从事文创活动，乡村

基础设施和村庄治理得到巨大提升。

四坪村以艺术为特色，营造出开放、

自由、包容的生活氛围。这种氛围精准切

中了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在这里，没有钢

筋水泥带来的压抑，只有古朴自然的风

光；无需忍受早晚高峰通勤的压力，打开

房门便能走进田园生活；唱歌、跳舞、画

画、做手工……没有门槛限制的艺术活动，

摆脱了标准和评价的桎梏，只求最真实自

由的表达，既丰富了生活，又让人感受到自

身鲜活的生命力，感受到村庄的生机，吸引

更多人留下，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

在福建，像四坪村一样不具备发

展的先天优势的村庄不在少数，如能

潜心挖掘自身资源、塑造出属于自身

的独特气质，营造出符合现代人精神

需求的生活环境和氛围，便能引才聚

才留才，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成为现代

人心向往之的“桃花源”。

“气质”拿捏准 处处皆“桃源”
□王梦娴

本报讯（记者 严顺龙） 6 月 8 日至 10 日，省长

赵龙赴南平市光泽县、邵武市、顺昌县、延平区，深入

乡村、企业、园区、古镇、湿地、林场等调研。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把工作

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大力

发展绿色经济，念好新时代“山海经”，在保护绿水青

山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小竹子、大产业，如何统筹好竹产业、竹科技、竹

文化、竹工艺？赵龙十分关心关注，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已多次到市、县和企业，就如何发挥资源优势、推

动竹产业发展进行深入系统调研。在福人集团森林工

业，得知企业利用竹材加工“下脚料”生产竹刨花板等

产品，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相关工艺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产品供不应求，赵龙鼓励企业持续创新，不断

提高产能、丰富产品、开拓市场。邵武市“竹立方”生态

科创馆为优质竹产品打造了全国最大、全省唯一集展

示体验营销于一体的一站式交易平台，赵龙实地查看

产品展区、直播基地、家具生活馆等，体验全竹空间带

来的新风尚。看到展区里集中了来自全省 100余家企

业的3500多种产品，得知南平市竹产业产值超400亿

元，他十分高兴，充分肯定南平市、邵武市因地制宜做

大做强全竹综合利用产业链的成效，称赞竹的文章大

有可为，强调要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大胆探索新业态

新模式，推出更多时尚新颖竹制品，抓紧谋划打造线

上展销展示平台和线下专业博览会，全面提升竹工

艺，全力发展竹产业，全方位打响竹品牌。白羽肉鸡是

南平的一张名片，近年来圣农集团打破欧美企业种源

垄断，实现祖代种鸡的国产替代。赵龙来到光泽圣农

熟食品加工六厂、圣维生物科技等白羽肉鸡上下游企

业，了解产业链发展情况。他说，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

个产业，一个产业兴一座城市，希望大家深耕主业实

业，加大研发创新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

条，不断开拓市场、做优做强；先行一步、勇立潮头，加

快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省直有关部门要支持地方立足资

源禀赋，抓好招商引资，持续完善产业链条，把特色优

势真正转化为发展胜势；各地都要更加关心支持企业

发展，研究出台精准扶持政策，大力营造一流营商环

境，努力做到“无事不扰、有事上门、周到服务”。赵龙

还察看了武夷山水食品饮料公司、福建润身药业公

司，了解矿泉水生产、道地药材种植加工等情况，希望

地方和企业心无旁骛做实业，深耕细作一根竹、一只

鸡、一瓶水、一片叶、一座山，推动产业做大做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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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雨后的黄振芳家庭林

场，薄雾轻笼，生机勃勃。山脚下，别致

的土木房屋依山傍水，好似一幅美丽的

油画；绿树间，黄精、芍药等中草药肆意

生长，耳畔不时传来游客的欢声笑语；

不远处，成群的蜜蜂绕着蜂箱飞舞，酿

出“甜蜜事业”。

周宁县七步镇后洋村村民黄传融

正忙着查看进蜜情况，幸福洋溢在脸

上：“在‘三库+碳库’绿色生态理念指

引下，我们向林地要产出、向空间要效

益，让不砍树能致富变成现实。”

得益于后洋村丰富的森林资源，黄

传融积极发展养蜂、中草药等林下经

济。同时，他还联合 20 多位村民组建农

业专业合作社，种植葡萄、土豆、蜜薯、

玉米等果蔬，发展生态产业。

“林下‘掘金’，让我们林农的口袋

真正鼓了起来。单单养蜂，我每年就可

以增收 10多万元。”黄传融高兴地说。

告别黄传融，记者一路向西，看林海、

听故事、悟精神，沿途山坡里林木郁郁葱

葱，村道旁退耕还林的耕地满是绿意。

山还是那座山，改变的是生态环境

和发展方式。30多年前，这片青山不青，

处处是荒山。“那时候，村民纷纷提着斧

头上山，伐木烧火、卖钱，山上一度光秃

秃的。”随行的七步镇副镇长吴丽玉说。

荒山不绿难致富。后洋村变绿起步

于1983年，当时黄传融年逾半百的父亲

黄振芳贷款 8 万元，带领全家创办家庭

林场，成为当时宁德地区唯一的全省造

林大户。在黄振芳的带动下，后洋村掀起

造林热，林地面积很快扩增到7307亩。

荒山变青山，收获“金山银山”。走

进“三库”生态文明学习实践主题展览

馆，来自周宁县狮城第三小学的学生正

聚精会神地聆听黄振芳爷爷植树造林

的故事。

在展览馆，吴丽玉和记者算了笔

账：“我们坚持生态优先，依托‘三库’生

态文明学习实践基地，开展研学旅游。

去年以来，已接待研学学生 4000 多人

次，增收 30 余万元。同时，还吸引全国

各地 1.8万名党员干部前来参观学习。”

（下转第三版）

周宁县七步镇后洋村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思路，
把蓝图中勾勒的美丽乡村图景变为现实——

幸福就在山林间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魏知秋 郑文敏

机关书屋、高校礼堂、企业车间、社

区舞台……连日来，八闽大地处处涌动

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

从福州古厝的保护传承到“数字福

建”的生动实践；从闽江学院坚持德育

为先，把每个学生培养成多功能、应用

型人才，到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传承

“一栋楼”办公理念，着力提供更便捷的

优质服务……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福

小宣”青年宣讲团带着一段段动情宣

讲、一个个福建故事，走进机关、高校、

企业、社区、驻闽机构，有力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落地生根。

“古厝保护不仅是文化遗产之福，

更是人民之福。”5月 17 日，在福建师范

大学主题教育艺术党课现场，来自福建

技术师范学院的董林以图片和油纸伞

展示形式，带领观众走进三坊七巷，感

受古厝从“保下来”到“活起来”的巨变，

从中体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

传承发展的博大情怀。

连日来，“福小宣”青年宣讲团走进

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药监局、团

省委、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中信银行福

州分行、部分高校和重点书店等，开展

组合式、分众化的“新思想微宣讲”活

动，将“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将党

的创新理论融入青年生活场景，让新思

想传八闽、润人心。

宣讲台上，东南卫视记者施源讲述

着祖国统一进行时的感人故事；福建建

工集团职员黄婕、陈楠述说着在非洲修

建公路的艰辛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自豪……一段段不同题材、形式新颖

的青春故事，一个个牢记嘱托、接续奋

斗的福建实践，向观众呈现了充满青春

气息的“大思政课”。

5 月 30 日，在中信银行福州分行党

建馆，厦门轨道集团龙唐星带来的一段

视频令人屏息。“这是一次爆破后的危

急时刻，隧道顶部掉下十几方的土块，

洞外漫天海水随时可能涌进来！”几分

钟的视频，背后是厦门轨道交通人为托

起 4 分钟的跨海里程，在海平面下 1700
多个日夜的奋战。看完视频，现场观众

无不为之动容。

5 月 31 日，福州安泰图书城，来自

“福建省红十字爱在始终生命关怀志愿

服务队”的詹少萍在沙画演绎中，将陪

伴老人的暖心故事娓娓道来，并号召大

家去温暖更多的生命。

更多青年宣讲员创意迸发，只为呈

现更好的宣讲效果。

5 月 25 日，在省委办公厅党建书

屋，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浩结合音乐

和照片，讲述自己在宁夏支教的经历，

带领观众感受闽宁协作、双向奔赴的山

海交响；6月1日，在团省委机关，厦门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潘月涵，手

捧亲手培育的杂交水稻，深情地讲述了

她与水稻的不解之缘……宣讲元素的不

断丰富，增强了宣讲实效，为干部群众带

来更深层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升华。

（下转第三版）

“福小宣”青年宣讲团开展“新思想微宣讲”活动———

激扬青春梦想 汇聚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徐文锦

6 月 10 日，福州市连

江县一家造船生产基地作

业现场，除锈、焊接、安装

等多工位同步展开，现场

一派繁忙的景象。

今年以来，连江县积

极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强

化创新驱动，促进转型升

级，加快推动船舶工业高

质量发展。

王旺旺 摄

本报讯（记者 张辉） 国家林草

局、科技部日前联合公布首批 57 个国

家林草科普基地。我省共 3个入选。

其中，福州植物园入选场馆场所

类。该园始建于 1959 年，是一处集植物

引种驯化、生态保护、科研科普、森林旅

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园内收集各

类植物 257科 8095种，包括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150种，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福建农林大学海峡兰花保育研究

中心入选教育科研类。该中心成立于

2012 年，内设“兰蕙争艳”“空谷幽兰”

“墨香兰韵”3 个园区，作为兰花品种展

示和科普场所；一个兰花种质资源圃，

共收集引种各地兰科植物 1250多种。

武夷山国家公园入选自然保护地

类。它是我国设立的首批 5 个国家公

园之一。其中福建片区拥有 210 多平

方公里未受人为破坏的原生性森林植

被，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

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

生态系统。

作为国家特色科普基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家林草科普基地依托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野生动植物等林草资

源开展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活动、展示

林草科技成果和生态文明实践成就、进

行科普作品创作。按照要求，国家林草

科普基地要制定专项工作计划，建立健

全面向公众开放的工作机制。

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名单公布

我省 3 个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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