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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一个南方村庄竟然拥
有这么一大片‘原始森林’，而且祖祖辈
辈为保护这片森林还发生了如此多的
传奇故事。”来自江苏的游客秦宇边走边
看，感叹不已。而他口中的“原始森林”就
位于霍童溪畔的霍童镇邑坂村，面积
150亩，其中3棵古树树龄均超千年。

“ 我 们 村 自 建 村 以 来 ，先 祖 就 立
下‘护树如育儿，毁树逐出村’的村规
民约 ，这条村规民约延续至今 ，已深
深渗入邑坂人的血脉中 。”村支书林
芳斌说。

这是霍童溪畔人家保护霍童溪生
态的一个缩影。

“如何用好生态资源做好绿色产
业美丽经济，推动霍童溪沿线 5 个乡镇
80 多个村庄资源变资产、农房变客房、
村庄变景点，形成一条乡村振兴示范
带，我们一直在探索，也正在实践。”蕉
城区委书记何必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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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卧、翻滚、跳跃、追逐、嬉戏、抢
球……三只“小狮子”在舞台前稳踩鼓
点、憨态可掬，舞台后由 10 多名壮汉牵
引绳索，人狮合一，惟妙惟肖，呈现出
一场熠熠生辉的传统线狮演绎。

“第一次看线狮，感觉很震撼，民
间艺术令人惊艳。”青年游客小叶不仅
用手机拍了很多视频，还不由自主加
入舞狮体验队伍。“舞线狮真是个体力
活 ，我折腾两三下 ，就已经气喘吁吁
了，这里的师傅们可以连续表演这么
长时间，真是厉害！”

“仅靠几根线，就可以把线狮表演
得活灵活现 ，线狮口吐春联、母子喂
球、踩球都生动有趣，这是技巧和力量
的结合。”现场观看的游客交口称赞，
纷纷竖起大拇指。

霍童线狮是当地一种独特的民俗
游艺技艺，又称“抽狮”，其技艺传承迄
今已有 1300 多年历史，是国家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霍童溪流域旅
游宣传的一张邀请函。特别在每年古
镇传统“二月二”灯会上，霍童线狮是
最富魅力的节目之一，吸引着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

暑假来临，离古镇线狮馆 3 公里外
的兴贤村小广场上，鼓声正起，一来一
回，一牵一引，时而相互嬉闹，时而群
起抢球。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线狮表演
直播，一群平均年龄不到 18 岁的少年
正追寻着“线狮梦”，上演“雄狮少年”
的传承故事。

“‘兴贤少年线狮队’成立于 2014
年，那时我们几个小伙伴都还是十三
四岁的孩子，个个听着线狮故事、看着

线狮表演长大，也梦想着像大人一样
可以舞一回线狮，这支少年线狮队就
这么产生了。”领队陈吉宏说。

少年们的线狮表演技艺随着年岁
渐长愈发精进，他们对传播这门非遗
技艺的心愿也愈发强烈，随之而来的
便是不同于前辈们的探索。

“非遗不能戏说，每一项内容都要
建立在技艺本来的面目上，但沟通形式
可以调整，将时下流行的元素融入讲
解，不仅能快速让人理解技艺的精彩内
容，还能增加群众对技艺的喜爱。”负责
直播的队员宋宇豪深有感悟，“我觉得
现在很多古老的技艺通过网络平台直
播的形式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也能为推
广家乡的宝贝、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
家乡旅游作一点小贡献。”

“霍童古镇是霍童溪沿线旅游的
核心景区，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各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起黄鞠文
创一条街、霍童线狮演绎中心、明清古
街等，形成别具一格的非遗特色景点，
有效促进非遗和旅游深度融合，走出
一条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新路子。”霍
童镇党委书记林道瑞说，上半年，全镇
接待游客 40 多万人次，旅游相关配套
服务业收入 8000 多万元，越来越多的
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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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霍童溪畔的另一个乡镇赤
溪镇，被誉为“江南茶乡”。

走进赤溪镇，只见宁德天山茶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主体工程已经落成，部
分茶企正在入园。“这是省重点项目，总
占地面积约 115 亩，国有资本投资 2.5
亿元，拉动社会资本投资 2.5亿元，将形
成一个集茶叶科研、加工、交易、展示、
观光、品牌培育、文化创意等功能于一
体的茶叶交易集散中心和综合市场。”
赤溪镇党委书记赵兴锦说。

好山好水出好茶。这个古称“雁乐
里”的农业大镇，现有茶园 2.3 万亩，茶
叶年产值超过 2亿元。

“我们的茶叶种植区平均海拔超
过 700 米，昼夜温差大，雨量充沛，产出
的茶叶品质极佳，市场认可度高。”福
建大宝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
笑二说，“镇里在茶产业提质增效上下
足了功夫，对低质低效茶园进行改造
升级，引入金观音、金牡丹、福鼎大白
茶等新品种，实行有机肥替代化肥，不
断扩大生态茶园种植面积，形成了龟
山万亩生态茶园。”

邱 笑 二 是 赤 溪 镇 墩 头 村 原 村 支
书，他带头创建的福建大宝峰茶叶股
份有限公司现已发展成为现代化智慧

型企业，两个自主茶叶品牌“笑二”和
“大宝峰”屡获全国大奖，累计带动辖
区内相关产业 1.56 万人就业，直接增
加农民收入 2536万元。

种好生态茶，吃好生态饭。在龟山
万亩有机茶园，梯田式的茶园风光宛
如画卷，缓缓舒展在大山深处。“我们
坚定走‘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茶
山变金山’的茶旅融合发展之路，形成
集茶生态休闲度假、产研学实践体验、
茶文化体验、茶产业康养等为一体的
茶旅产业新业态，使赤溪镇成为霍童
溪流域一颗璀璨明珠 。”赵兴锦感叹
道，绿色发展这把金钥匙正在打开群
众致富增收的大门。

在千亩高优农业园区，占地 200 多
亩的优质水果示范基地，种植了阳光玫
瑰葡萄、砂糖橘、牛奶草莓等季节性水
果，成为观光、采摘、休闲的一个网红打
卡地。而在镇区西南侧的黄田村，因其
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当地种植的甘蔗
清甜爽脆，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古法榨
糖产业，现已建成集古法榨糖生产加
工、手工体验、文化展示、旅游观光等功
能于一体的古法榨糖体验中心。

农旅深度融合，实现一产接二连三，
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赤溪镇因此
获评2022年度全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村民富起来，村集体经济也要强
起来。赤溪镇的黄田、赤溪等 6 个集体
经济强村主动与其他 6 个集体经济薄
弱村通过组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联合
社，联建联营以中小学生研学、各类技
能培训、劳动体验为主 ，与当地供销
社、茶叶企业合作，通过流转或利用闲
置场地，建成可同时容纳 1000 人规模
的实践基地、培训场所、饮食住宿。仅

该项目，赤溪镇 6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便
可获得年经营性收入 2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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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蕉城区九都镇洋岸坂
村，百亩荷花竞相开放。

谈及为“荷”而来，来自温州的游
客张燕兴奋地表示，荷香醉人，溪水迷
人，趁暑假，带孩子亲近霍童溪，开启
一场心灵之旅。

“乡村振兴，旅游助力。我们当前
正在开展‘创五星党组织，建金牌旅游
村示范带’建设，探索生态农业与乡村
旅游有机结合 ，让游客慢下来、留下
来、住下来。”洋岸坂村支书冯求杰说。

走进九都镇贵村，秀美的霍童溪
宛若一条飘逸的腰带蜿蜒其间，牵连
起若隐若现的茶香，奏响清新好蕉城
的乐章。驻足枝繁叶茂的古树荫蔽下，
远 眺 错 落 有 致 的 特 色 民 居 和 明 清 古
屋，承载历史记忆，透着无限生机。

魅力风景带来美丽经济，贵村年接
待游客数超10万人次，荣获国家级传统
村落、省级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等称号。

村因水而强，民因水而富。生态红
利的示范和村级产业的壮大，也让村民
共享发展红利。村民陈休喜在靠村口临
街的自家房屋开起“水韵农家乐”。绿色
瓜果蔬、自然田园景、可口农家菜……
农家乐开张以来，吸引许多游客前来就
餐。她也实现家门口创业，从“生态银
行”中支取一笔又一笔“利息”。

无独有偶，如果说贵村描绘了村
强民富的水墨画，云气村则写满了浪
漫隽永的诗句。

云气乌潴濑，因溪石色青黑如猪
而得名，河滩上几块大青石，石面上留
下闽东才子郑宗霖、陈文翰等人的优
美诗文，百余年来静静地横卧溪畔，诉
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云气的诗韵与光彩，曾吸引一众
全国知名诗人的目光 ，实现“青春回
眸，闽东诗群”与百年“云气诗滩”的隔
空对话，诗句镌刻在诗滩的石头上，留
下“云气风雅颂，诗滩赋比兴”。

霍童溪浸润了闽东文脉，而今文
化又成了生态最美的修饰。云气村着
力打造“云气诗滩”，先后举办“青春回
眸·宁德诗会”“‘云气诗滩’森林音乐
会”，邀请诗人、作家、音乐家共聚一
堂，用秀美水色托起诗韵。

漫步在“云气诗滩”上，你会发觉
不论是脚下踩着的石子，还是耳边的
潺潺流水声，抑或眼前镌刻着诗歌的
青石，都使人充满惊喜与感慨。透过遗
存在溪畔、镌刻有诗文的青石，诗滩的
前世与今生仿佛一一浮现眼前。

“这里的自然风光太美了，竹林茂
密、桐花盛开、榕树参天，霍童溪里的
水清到捧起来就可以喝，是我之前很
少见过的，这就是为诗而生的地方。”
山东诗人李晓梅驻足霍童溪畔多次拍
照留念，文思泉涌，随即创作一首《石
与诗》与诗人朋友交流感受。

“仿佛大地又一次热泪盈眶，迷离
的云气顺从远山近水的引领，泛起在
霍童溪的清流之上……”李晓梅静心
吟诵，为这方美景再添诗情画意。

青 山 含 翠 ，绿 水 生 烟 ，悠 悠 霍 童
溪，每一段河流都是一道亮丽风景。蕉
城区正化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让水
韵成为霍童溪流域村强民富的底蕴。

霍童溪是我省“五江三溪”之一，被誉为“福建第一水”。为统筹好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近年来，宁德市蕉城区用生态之美引领发展之变，积极
探索“水韵+文化”“水韵+产业”等新业态。2022 年，霍童溪入选全国首批 9 个美丽
河湖优秀案例。蕉城区以霍童溪为轴线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化生态优势为经济
优势，让水韵成为流域村强民富的底蕴，更多的霍童溪沿线乡村正在建成令人向
往的“诗和远方”。

核 心

提 示

蕉 城 乡 村 旅 游 强 ，强 在 立 足 实
际，找准特色，党建引领。

如何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蕉城区积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资
源禀赋和产业优势，以霍童溪为轴线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把旅游业作为
绿色发展的重要产业，创新“一村一
景 、一 村 一 韵 ，山 水 相 依 ，玉 带 连 银
珠”大景观生态模式，推动生态旅游
大发展。

然而，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加上
废水急增，霍童溪保护一度面临不小
的挑战，怎么办？

发 展 出 题 目 ，改 革 做 文 章 。蕉
城 区 采 取“ 高 位 补 短 板 、精 准 建 长
效 、特 色 促 延 伸 ”的 链 式 保 护 思
路 ，将 霍 童 溪 流 域 水 环 境 整 治 融
入 乡 村 振 兴 ，着 力 建 设 水 清 岸 绿
的 幸 福 河 。同 时 ，持 续 推 动 沿 线 茶
叶 、脐 橙 、蜜 柚 等 农 产 品 品 质 提
升 ，重 点 培 育 溪 池 、贵 村 等 一 大
批 水 韵 旅 游 村 ，让 乡 村 旅 游 还 原
生 态 底 色 ，让 流 域 群 众 共 享 绿 色
福 利 。

随着保护和开发的力度加大，霍
童溪畔变身百里画廊，有诗有画有远
方，有茶有果有希望，一幅“生态美、
产业优、文化兴、百姓富”发展蓝图正
徐徐展开，形成了具有蕉城辨识度的
山水休闲旅游研学目的地。这说明，
只要找准方向、找对路子，就一定能
让蕉城人民的这条母亲河永葆生机
活力。

办 好 农 村 的 事 情 ，实 现 乡 村 振
兴，关键在党。

走金牌旅游村示范带建设是壮
大霍童溪流域乡村文旅产业、促进强
村富民的一条好路子。但“颜值”提升
易，“颜值”转化为产值难，这个转化
过程就得依靠各类人才。

为 加 快 补 齐 短 板 ，蕉 城 区 以 高
质 量 党 建 引 领 乡 村 振 兴 ，制 订 金 牌
旅 游 村 人 才 聚 合 计 划 ，选 派 一 批 、
回引一批 、培育一批，确保 1 个村有
1 名 旅 游 专 业 特 聘 指 导 员 包 村 指
导、1 名金融助理员驻乡联村和 1 名
乡 镇 主 官 联 系 人 才 ，推 动“ 一 村 一
业 态 ”向 跨 地 域 共 建 共 享 新 业 态 的
转型升级。

走出一条闽东特色
的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记者 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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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童溪如诗如画霍童溪如诗如画。。 谢书秋谢书秋 摄摄

蕉城区九都镇洋岸坂村蕉城区九都镇洋岸坂村，，百亩荷花竞相开放百亩荷花竞相开放。。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霍童线狮表演霍童线狮表演

蕉城区八都镇干部在溪池村夏橙基地调研，听取果农意见。

霍童溪畔感受“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李加进 钟华杰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