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通联部
本版责任编辑：郑腾

2023年7月5日 星期三

9—12版

莆田观察

坐水上巴士、赏荔林水乡、畅游城市绿心……
随着暑期来临，凭借良好的水生态环境和高颜值
的露营地，荔城区环生态绿心沿线成为亲子游玩
热门选择。

近年来，荔城区依托中心城区优越的地理环
境和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以党建“本色”绘就发
展“底色”，融合木兰溪十里风光带，打造城郊田园
综合体，积极推动第一产业“接二连三”，助力文旅
融合和乡村振兴，绘就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跨村联建 实现资源共享

6月 12 日下午，2023 年莆田市“爬龙船”民俗
赛事在荔城区黄石镇华堤村启动，百艘龙船集中
在华江美人湖，蔚为壮观。伴随着阵阵鼓声，龙舟
手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沿岸观众的热情被迅
速点燃，欢呼声、呐喊声、加油声不绝于耳。

从空中俯瞰华堤村，河长制主题公园绿意环

绕，亭台水榭曲径通幽，湖边农田稻禾葱绿。华堤
村是当地有名的“龙舟之乡”，拥有良好的赛龙舟
河道等基础配套设施，每年的赛龙舟活动都吸引
了十里八乡的乡亲前来观看。

近年来，荔城区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以“党
建+抱团旅游”为联建着力点，统筹区域优势资
源，积极推动联村旅游资源共享，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带。

华堤村党支部副书记谢金华说：“我们与
江 东 村 等 组 成 华 江 片 区 联 村 党 委 ，围 绕 打 造

‘环江绕华旅游圈’，整合片区旅游资源，谋划
‘城郊版绶溪公园’，配备游船、小型龙舟等，发
展水乡旅游。”

七步村、东阳村等也联合成立七步片区，整
合各村资源，发掘各村居的特色产业，修缮吴氏
大宗祠等历史古建筑，保护东阳传统古村落名
居，努力实现区域内村级组织功能整合、产业融
合提档升级。

借力滨水 融合城郊文旅

“我们毕业啦！”6 月 29 日，莆田市第二实验
小学六年（5）班的同学们在荔城区西天尾镇北大
村举行别开生面的毕业典礼。同学们走进自然，
用湖畔划船、草地游戏、坐小火车、露营话别等方
式，留下一段美好的成长回忆。

荔 城 区 东 阳 村 、七 步 村 、江 东 村 、北 大 村
和 吴 江 村 是 莆 田 市 城 市 生 态 绿 心 的 一 部 分 。
近年来，荔城区按下乡村“美颜键”，不断刷新

“高颜值”。到北大村体验湖边营地，进东阳村
感 受 进 士 村 的 文 脉 印 记 ，来 七 步 村 看 月 季 花
海……随着城涵河道水上巴士的开通，荔城借
力 滨 水 旅 游 带 打 开 城 郊 文 旅 、周 末 近 郊 游 新
模式，以“党旗红”引领“生态绿”，连片发展绿
色产业经济。

在北大村，通过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综

合调度，整治沿线的水系、生态和景观，植入水上
巴士、水上竞技、河岸露营基地、河道沿线小火车
等绿心生态产业；东阳村充分利用“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活动和微信群等各类载体，广泛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政策宣传，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工作积极性……

如今，荔林水乡水岸皆美，沿线古厝、民俗、
潮玩、生态连片发展，以乡村生活、非遗民俗和城
郊田园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

乡村要发展，利用好脚下的土地是关键。
近 年 来 ，荔 城 区 以“ 党 建+产 业 ”为 根 本 ，党 员
带 头 引 领 ，积 极 引 导 鼓 励 各 村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产业。

黄 石 镇 江 东 村 位 于 木 兰 溪 宁 海 桥 下 游 南
侧，水系发达、田野肥沃，自古商贸繁荣，是典型

的鱼米之乡。作为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江东
村通过探索“党建+合作社”“党支部+行业协会”
发展模式，建立农业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 120
公顷。同时，发展观光农业，为江东村增添新的
生态景观。

位于北高镇栏山村、吴城村交界处的一鑫
生态园是以“片区党委+村集体+联村企业+合
作社”模式建立的联村发展公司。该公司通过
土地流转方式租用田地，引进台湾“蜜宝”红心
火 龙 果 品 种 ，种 植 火 龙 果 400 多 亩 ，带 动 周 边
村 庄 70 多 人 就 业 。公 司 还 通 过 催 花 补 光 方 式
打造美轮美奂的夜色灯光秀，成为北高镇新的
网红打卡点。

黄石镇华堤村组建党员率先入股、群众自愿
参与的专业合作社，通过“片区党委+公司+集
体+农户”模式，建设生态休闲农业采摘园、“梦
香园”农家乐等项目，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让闲置地块变身“致富园”。

多彩党建，绘就乡村发展新图景
□本报记者 林爱玲 通讯员 林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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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茶 张力 摄采茶 张力 摄

金溪茶园金溪茶园 张艺典张艺典 摄摄

好山好水出好茶。仙游县山灵水秀、风光旖
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是全省重点产茶县之
一，也是莆田茶叶主产区。

近年来，仙游县立足优势，统筹做好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文章，拉动乡村振兴
新引擎。

历史悠久历史悠久 位列名茶位列名茶

近日，“龙华仙韵”金溪饮茶文化雅集暨蔡襄
《茶录》译注新书编撰启动仪式在仙游举行。启动
仪式上，蔡襄茶文化研究院还聘请茶文化研究专
家、茶学博士后刘峰为首席专家，中国国际茶文
化研究会理事、浙江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林治教
授为顾问。

一代廉吏蔡襄，仙游县枫亭镇人，著作《茶
录》是中国茶叶研究史上的重要专著，弥补了陆
羽《茶经》未载及“建茶”的缺憾，他创制的小饼龙
凤团茶，使“建茶”名满天下。

同一片茶叶，经过制茶人使用不同的制茶技
艺，可以演绎出不同的风味，如在福建赫赫有名
的武夷岩茶、福鼎白茶、安溪铁观音等。莆仙茶叶
种植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出过精品。

早在隋代，当时的仙溪（今仙游县）就零星引
种茶树。唐代，仙游孝仁里郑宅（今赖店圣泉）、凤
山、龟洋山、林山等山区已有成片种植。南宋著名
史学家、莆田人郑樵《采茶行》曰：“安得龟蒙地百
尺，前种武夷后郑宅。逢春吸露枝润泽，大招二陆
栖魂魄。”诗中，郑樵将仙游郑宅茶和武夷岩茶相
提并论，并将饮郑宅茶当作一种高尚的精神享
受。“仙游郑宅茶”在历史上曾是专供皇宫享用的
贡茶，在《福建农业大全》中被列为明清时期福建
七大名茶之一。

“仙游将以译注《茶录》为契机，唤醒千年茶
基因文化符号，讲好仙茶故事。”仙游县县长陈

志挺表示，仙游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挖掘，将充
分发挥蔡襄茶文化研究院引领作用，展现仙茶
风采。

龙头带动龙头带动 产销一体产销一体

仙游县园庄镇枫林村地处枫慈溪上游谷地，
峰峦连绵，泉甘雾多，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适
宜茶叶种植。

正值盛夏，枫林村村民穿梭在茶垄间或采茶
或锄草，一片忙碌景象。茶园负责人郑明雄告诉
记者，茶园主要种植郑宅茶，据目前的采摘情况
来看，今年茶园茶叶质量上乘，丰收在望。

“我们自有基地茶园 100 多亩，茶叶都是手
工 采 摘 ，年 产 成 品 茶 1000 多 公 斤 。”郑 明 雄 表
示，此前，郑宅茶获得不少荣誉。2016 年，“仙游
郑宅茶”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为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2018 年，郑宅茶传统制作技艺
入选莆田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枫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瑞云介
绍，枫林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实现产销“一条龙”服务。不仅如此，还
培育发展郑宅茶种植、营销大户，引导村民由分
散种植走向规模化生产。

据统计，目前仙游县茶叶种植面积 1.2万亩，
年产量 3200 多吨，年产值 1.6 亿元，茶叶规模生

产销售经营主体近 40 家。仙游充分发挥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已基本形成“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今年初，仙游获批创建市级茶业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集茶叶生产示范、科技研发、农技
推广、商贸物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与文化休
闲于一体的现代茶产业园，推动茶产业进一步
做大做强。

科技赋能科技赋能 开发新品开发新品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 2022 年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名单，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

榜上有名。
位于金溪村的福建金溪茶业有限公司，目前

已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万亩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
在茶香中崛起的金溪村，与其不断发展茶科技密
不可分。

金溪村地貌多为山地与丘陵，茶叶种植园地
势开阔、集中成片。园内土壤为黄、红壤，土层厚
度在 1 米以上，质地疏松，通气和排水性良好，土
壤中有机质含量较高，从而形成了茶叶独特的品
质特性。

有了好原料，如何制作出好茶？在金溪茶
业的茶叶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这里有先进的
茶叶生产全自动一体化设备。金溪茶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黄世统介绍，公司重视茶叶制作工艺
的研究，已有自己发明的专利技术。同时常年
组织茶农开展茶树品种无性系改良和清洁化
加工技术研究，还建立茶叶检测中心、研发中
心及样品基因库。

值得一提的是，该样品基因库目前已收集来
自世界各地的精品茶叶样品基因 1000 多种，涵
盖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等六大茶
类品种，按每种茶叶样品 5至 10公斤的规模进行
保存，以备随时调用。同时，基因库还采集完善茶
叶的相关信息，包括品种、产地、茶季、产量稳定
性等。这些茶叶样品基因将用于研究比较，开发
茶产品。

“凭借卓越的研发能力和先进的生产设备，我
们新推出的蜜香乌龙、金牡丹红茶等系列产品在
口感、香气等方面赢得消费者的青睐。”黄世统说。

仙游县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出台相关举
措，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在生产方面，推广数
字化设备的普及和应用，实现茶叶生产的洁净
化、标准化、规模化和现代化，从茶叶初制到精制
各个环节，全程可追溯，同时在钟山等高海拔的
高山培育茶叶新品种，通过科技赋能农产品，做
活茶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