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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怡） 日前，记者从诏安县自然资源
局了解到，自 2022年 5月引入空间洞察系统以来，诏安自然
资源实现智慧化监管，共提供 16 期卫星遥感正射影像、卫
星遥感监测成果，累计提取疑似新增违法图斑 2384 宗，其
中占用耕地 841 宗，面积 1048.64 亩，通过现场勘查及内业
审核，部分确认疑似违法图斑 452宗。

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实现对全县域范围内的全面监测，
摸清自然资源家底，建立一本账，推动县域自然资源智慧管
理平台的构建。切实将违法问题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
提高核查准确率和效率，减少伪图斑数量，减少基层工作
量，降低处置难度和处置成本。空间洞察系统应用以来，诏
安县部卫片图斑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从 2021 年的 1031 宗、
2022年的 986宗，到 2023年前 9个月的 315宗。

诏安自然资源智慧化监管

本报讯（通讯员 柯少如） 日前，古雷开发区与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签订全面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漳州石化产业
强链、固链、延链、补链，为漳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
的动力。

根据协议，双方将紧密围绕漳州市石化产业一体化建
设与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发挥石化联合会在政策研究、园
区建设、产业规划及安全环保、技术创新、质量与标准化建
设等领域的行业优势，结合漳州石化产业建设需求，在园区
发展、招商引智、咨询服务、平台建设、高端论坛等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促进互利共赢。

古雷开发区与中石化联合会
化工园区工委建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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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让荒废的土地再次种上茶树，
重现茶产业辉煌的过往。”近段时间，长泰区
枋洋镇青阳村党支部书记卢海中正忙着在村
里“看地”，他马不停蹄地走遍青阳村以及周
边赤岭村、上洋村、内枋村的撂荒地，考察评
估土地的各项“指标”，再统一记录整理，准备
对它们进行“二次利用”。完成这项工作后，他
准备与茶企合作，引入高品质茶种，引导 4 个
村村民进行种植，实现增收致富。

今年 9月，长泰区委组织部以“地域相邻、
产业相近、宗族相亲、交通相连”的方式，在全
区设立 16 个联村党委，达成“跨村联建”工作
全覆盖，开启长泰乡村“抱团发展”新局面。

组建特色队伍

秋茶采收季刚过，长泰区枋洋镇青阳村
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今年秋茶的价格较往
年有所提升，村里的茶农收入多了，也提增了
继续做茶的信心，有不少村民观望着，打算着
手开始种茶。

处于崇山之间的枋洋镇，以农业为支柱
产业。曾经，庞大的茶叶市场辐射背靠泉州安
溪的青阳、赤岭、内枋、上洋 4 个村。那时候，
这 4 个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着茶树，借着

“邻居”茶叶市场的东风，村民们端稳了饭碗。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越来越多人种茶，中

低端茶叶市场趋于饱和，茶叶的价格走起“下
坡路”；再加上村里的茶叶种植、加工方式仍
旧停留在传统的“家庭小作坊”模式，品质良
莠不齐，又过度依赖于茶商收购的单一销售
渠道，使得当地的茶叶无法卖上好价格。渐渐
地，越来越多茶农放弃茶叶种植，纷纷“转行”
种植其他能卖高价的农产品。

“这 4 个村都有茶叶种植的历史，目前以
青阳的茶种植面积最多，通过整合各村的闲
置用地，种植高品质茶种，打响‘天竺岩茶’的
品牌。”卢海中告诉记者，如今青阳茶产业发
展的难题，不是小村单打独斗可以克服的。眼
下，他有了一个新身份——枋山茶香联村党
委书记，他与其余 3 个村书记共同组成联村
党委队伍，集思广益，一起寻求破解之法。

“要破解茶产业发展的难题，第一步要把
4 个村里的老旧茶园进行升级改造，改进原
先毛蟹、本山等低端茶种，培养一批技术型人
才，改进种植技术，提升茶叶品质；其次，要聚
合人才资源，从 4 个村里挖掘在本村或在外
的人才，把茶产业环节拆分，通过‘抱团’的优
势，做资源的共享与差异化互补。”9 月，枋山
茶香联村党委召开联合工作会议，探讨 4 村
茶产业发展方向，长泰茶业协会会长傅四方
针对 4村的情况提出建议。

“‘跨村联建’，重点在于‘领头羊’的作用，
要跳出本村看本村，把联村党委的成员聚合起
来。”长泰区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柯书荣说。

结合全区 88 个村（社区）的特色，长泰区
整合出“农业产业”“田园经济”“产城融合”

“城乡提升”“文旅融合”五大类型 16 个联村
党委，并选派村党组织书记担任联村党委书
记，同时创新性地选择 35 周岁以下的年轻科
级干部担任联村党委副书记，具体谋划实施
33 个联村发展项目，让跨村联建工作落到具
体的产业发展实处。

好点子“跨”出村

“跨村联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把文旅
产业的范围做大，可以有更多大展拳脚的空

间。”当上五朵金花联村党委书记后，林国发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享玩国际旅行社、涯山
文旅商讨成立旅游公司的方案，对党委成员
的 5 个村进行统一的谋划与开发。农业产业

“抱团”瞄准的是更大的市场，文旅产业“抱
团”则看向更新的未来。

经历石材村产业转型之后，5 个村之一
的林溪依托半月山温泉的吸附力，吃上了“旅
游饭”。

在林国发看来，“深度游”是林溪村旅游
发展的下一步目标，但由于单个村面积有限，
可挖掘的文旅资源也有限，这个问题在“跨村
联建”之后迎刃而解。

在林墩办事处的 5 个村中，林溪村的旅
游产业发展得最早，在确立“耕读古寨、温泉
林溪”的旅游发展定位后，林溪村挖掘明朝抗
倭遗址林墩寨、清代古堡民居奎璧齐辉楼、明
朝监察御史林秉汉故居、上下林祖厝等历史
文化景点，古樟树岛、白盘岭、田螺乾水库等
自然风光，半月山温泉景区、水世界、山水畔
亲子乐园等现代旅游项目，形成阳光康养、古
迹文化、亲子休闲等主题线路。

同处于林墩的石横村、乔美村、美宫村、江
都村与林溪同享区位优势，跨村联建工作的开
展，让林溪的好点子、好经验“跨”出本村，以强
带弱、资源共享，让村与村的发展齐头并进。

“通过联村党委将各村旅游线路进行整
合，推出林墩一日游、多日游、周末游等轻旅游
产品，实现跨村党建与经济效益的有效衔接。
把游客留下来，让当地文旅经济活力的提升更
有可为。”林国发说，旅游带动的吃、住、行是文
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联村的开发管
理，让旅游资源迸发更多的合力，做到好点子共
用、好资源共享，最终促成乡村富民的新路子。

“联”出振兴合力

“有些难题，其实‘跨’一步就能迎刃而
解。”长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新兴泰
联村党委林海鹏告诉记者。在长泰区夫坊村
港园工业园内的宏发电声继电器厂区，经过
几日的建设施工，完成了排水管道的铺设，解
决了企业的难题。

短短的一段排水管道，想要建设却没有
那么简单，症结就出在地理位置上。原来，企
业的厂区位于夫坊村，而规划的排水管道位
置却属于隔壁的欧山村，处于交界处，导致在
征迁建设上遇到了阻碍。

为了解决问题，联村党委组织了两个村
的村委到项目建设的现场，共同确认建设用
地的归属，厘清村与村之间的界限归属，明确
了责任的划分。

“新兴泰联村党委的6个成员村（社区），因
为大部分处于工业用地地块，涉及的征迁、建设
等问题，通过跨村联建的方式，让工作推进有明
显的加速。”林海鹏说，以联村党委的平台，各个
村之间互通有无，在征迁项目上发挥“联”的合
力，解决之前村单打独斗难以解决的疑难杂
症。比如将夫坊村的职工培训基地范围扩大，
为整个联村培训更多的技术人才，供应联村的
各类工业企业；又或者是将不同村的资源整合
开发，促进土地流转，把发展劲头拧成“一股
绳”，从而带来联村之间的强强联合，均衡发展。

“下一步，跨村联建的工作将结合‘七赛’
活动，对五大片区进行分赛道比拼，对于排名
靠前的，还将在资金、项目上给予倾斜，着力
破解制约发展的难题，推动发展成果为全体
村民共享，联出成效。”柯书荣说。

跨村联建 连片振兴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王雅鹏 曾泽超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
心公布 2023 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漳浦石榴铁皮石斛入选。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漳浦县石榴镇梅北
村的鑫梅铁皮石斛种植基地。远看是一片郁
郁葱葱的海枣树园，走近一看，发现粗壮的树
干上缠满一丛丛长势良好的铁皮石斛。“你
看，这刚探出头的细苗，就是附生在海枣树上
的铁皮石斛苗。”福建鑫梅生物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人陈坤辉向记者介绍。

市面上常见的铁皮石斛大多在棚里种
植，这里的石斛为什么“上树”？这要从多年前
的一次偶然探索说起。

1999 年 ，陈 坤 辉 回 到 漳 浦 投 身 苗 木 产
业，在梅北村种起中东海枣树。“当时，海枣树

作为景观苗木很受欢迎，海枣也具有一定的
药用价值，价格最好的时候，平均一株海枣树
能卖 5000元。”他说。

然而，好景不长。海枣树市场日趋饱和，
价格一降再降，成了“棘手苗”，转型迫在眉
睫。2009 年，正值铁皮石斛种植热潮期，陈坤
辉在漳州花博会第一次认识了铁皮石斛，便
买回 30盆作为观赏。

次年春节，陈坤辉突发奇想：“漳浦蝴蝶
兰远近闻名，农户种植蝴蝶兰常用椰糠作为
基质，来调节土壤、抗菌防病、保温保湿。铁皮
石斛也属于兰科植物，海枣树也属于棕榈科，
若是把铁皮石斛附生在海枣树上，会不会产
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说干就干。陈坤辉斥资 80 万元在自家的

海枣树苗木园试种了第一批铁皮石斛。然而，
由于水土不服，种进海枣树棕蓑不久的石斛
苗不是干死就是烂根，第一批石斛苗全部夭
折，80万元打了水漂。

陈坤辉不气馁，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现
问题所在：其一，由于石斛苗刚从组培瓶里取
出时没有进行遮阴炼苗、驯化，导致其无法适
应突然变化的生长环境；其二，错过了最佳种
植季节，导致种植的石斛苗根系不发达、成活
率低；其三，刚移植的石斛苗对水分最为敏
感，浇水的度要精准把控，否则容易烂根。

经过数年来不断总结、修正，陈坤辉逐渐
摸索出一套成熟稳定的种植方法，在全国首创

“寄生在海枣树上的铁皮石斛”种植技术。他介
绍，海枣树的叶柄基部正是铁皮石斛寄生的地

方，该部位长有纤维状棕蓑，具有保水性好、透
气性好的优势。同时，海枣管理粗放且叶柄肥
厚、营养丰富，寄生其上的铁皮石斛可免施农
药、化肥，依靠云雾雨露的滋养、吸取海枣树的
营养，在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铁皮石斛，产量大
约是大棚种植的两倍，品质也更好。

如今，通过整合村庄闲置土地资源，鑫梅
铁皮石斛特色种植基地占地已有 500 多亩，
年亩产量 400 多公斤，每公斤售价 3000 元左
右。产量高、品质好的鑫梅铁皮石斛，已成为
漳浦石榴镇的“新名片”。鑫梅还不断完善和
延伸铁皮石斛产业链，相继推出铁皮石斛花
茶、铁皮石斛粉等精加工产品，全产业链年产
值 2 亿元左右，海枣树林下成了“绿色金库”，
带动本村及周边村落 1000余人就业。

石斛“上树”林下生金
□本报记者 赵文娟 通讯员 林惠卿 王大鹏

“没想到蔡家堡这么好玩，今天带孩子过
来尝试了一下，确实不错。”初冬的周末，市民
吴先生带着孩子来到山格镇隆庆村，体验了
一把土味十足的乡村半日游，十分惬意。

但许多游客或许想象不到，就在几年前，
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偌大的空闲地内建筑
垃圾堆积如山，杂草丛生，难闻的气味和坑洼
的道路，不得不让村民绕道而行，邋遢景象一
度让村民们十分烦恼。而今却已变成远近闻
名的“网红打卡点”。

隆庆村位于平和县山格镇，是一个传统
农业村。早在几年前，隆庆村还未有如此新
景。“以前由于养猪传统，村里有 200 多间猪
圈，猪粪便污水直排，一到夏天，密密麻麻都
是蚊蝇，我们村也因此被称作‘猪圈村’。”隆
庆村党总支书记蔡小龙说。

前些年，隆庆村掀起家园整洁行动，发
挥党建示范引领作用，成立“隆庆村党员先
锋突击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推
进蔡家堡项目建设，同时带动村民无偿拆除
猪舍、鸡舍、柴火房、厨房等共 300 多间，面积
达到 1200 多平方米。废弃的旱厕、猪圈、牛棚
被铲平，损毁的老屋一一修缮，淤堵的沟渠
重新疏通，再植以花草，铺上鹅卵石，花台、
凉亭点缀其中，往日的猪圈改造成一座座小
花园，花香代替了臭味，污水成了清流，“猪
圈村”获得新生。

“20 多年来，我一直在规划别人的乡村。
后来想想，是不是也可以回村，为从小成长的
村子规划一下呢，而且村里的资源并不差，有
一座古堡，只是鲜为人知、无人开发而已。”

2016 年，作为土生土长隆庆村人的上海金牌
汇规划设计院院长蔡志荣联合多名乡贤回村
成立乡村旅游公司，规划发展新农村，村民们
众筹 1000 多万元对古村落进行修缮，使得隆
庆村的村容村貌发生巨大的变化，成为远近
闻名的“网红打卡点”。

火热的乡村旅游也让隆庆村民看到商
机，民宿、农家乐、旗袍馆、汉服馆等相继入
驻，村史馆、乡愁馆、舞狮馆、家风家训馆、王
阳明廉政文化教育中心等展馆陆续开放。“汉
服拥有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是老祖宗的智慧
结晶，在自己美丽的家乡开汉服馆，既可以丰
富蔡家堡的文化特色，让游客在蔡家堡有更
多的体验，也可以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传承和
发扬下去。现在游客过来游玩，都会到我这边
租几套汉服去拍照，大气又美观。”汉服馆掌
柜蔡丽君说。

文旅融合，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隆庆村
党总支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制定
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计划，先后打造“火龙果
生态采摘园”“阳光存折——光伏发电”“灿辉
农校研学基地”“爱武山国防教育基地”等一
批特色产业，努力提高村民收入。

山格镇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副镇长李宗
武说，隆庆村 2023 年度集体经济收入可达 75
万元。其中，“十镇百村”项目“隆庆村灿辉农
校研学基地”与闽台乡建乡创项目“爱武山国
防教育基地”互融互促，与蔡家堡串线成面，
打造集“红色研学+民俗体验+农业观光”为
一体的成片研学基地，将成为隆庆村乡村旅
游的新名片。

隆 庆 村 振 兴 记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李乔玉 张可杉

小姑娘穿汉服在隆庆村蔡家堡里游玩小姑娘穿汉服在隆庆村蔡家堡里游玩。。 蔡丽君蔡丽君 摄摄

长泰茶山景色长泰茶山景色（（受访对象供图受访对象供图）） 新兴泰联村党委工作人员深入基层解决问题新兴泰联村党委工作人员深入基层解决问题。。（（受访对象供图受访对象供图））

本报讯（通讯员 苏祝巧 林鹤延）“这个充电站可以
解决村民充电问题，还可以对外经营，一年可以增加村集
体收入 40 万元。”近日，在龙海区东园镇厚境村，曾福财一
边介绍着刚投用不久的新能源充电站，一边忙着筹备项目
二期建设。

曾福财是厚境村致富带头人，他立足省道 208 区位
优势，带动村民让出田地，抱团发展工业，大力招商引资，
承接引办海新、丹夫、泡吧等大型企业，建立工业集群基
础。同时，引导农民进厂变工人，带动周边地区失业农民
再就业，实现村集体年收入 36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38600 元。

在龙海，依托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例子比比皆是。返乡
青年李伟清放弃上海的工作，选择回到龙海，创办 3 家企
业，其中 2 家已是规上企业，公司销售额从 30 万元提升到
3000 万元，带动 300 多名农村青年就业创业。“从海边走出
去又回到海边”的小伙郭忠平在家乡发展乡村民宿，提供就
业岗位 150 个、盘活农村闲置的房屋和带动村民经营民宿
30家，累计为村民创收 500万元。

今年以来，龙海积极发动镇、村两级成立乡贤促进
会，为乡贤助推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提供平台，并利用
国庆、春节、元旦、元宵等节假日外出乡贤返乡期间，或上
门拜访，或与乡贤恳谈，支持乡贤引资引智、投身家乡建
设，有针对性地开展“走出去、请进来”系列招商活动，招
引乡贤智力回乡、资金回流、公益回扶等，推动优质项目
落地，助推家乡经济发展。截至目前，全区已实现 201 个
村（社区）乡贤促进会组织备案 100%全覆盖，东园镇、程
溪镇等 9 个乡镇已完成民政局的成立登记，各乡（镇、街
道、场）和田厝村、安山村等 84 个村已陆续召开乡贤促进
会成立大会。

自乡贤促进会成立以来，已筹集奖教助学、乡村建
设、尊老助残等慈善公益基金超 9000 万元；此外，浮宫镇
霞兴村乡贤促进会根据乡村振兴“十镇百村”重点工作要
求，结合村民群众具体需求，协助霞兴村谋划古埭头宜居
环境整治工程、兴安路建设等乡村振兴项目，推进生命公
园规划及申报；东园镇田厝村引导乡贤人士参与田厝村
建设，打造了一个包含乡村振兴文化街区、曾子文化广
场、曾子文化馆、忠兴宫、连廊敕封牌匾等彰显闽南韵味
的乡村新社区。

龙海：乡贤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萧镇平） 日前，2023 年“情系保生 融
合两岸”保生大帝文化交流会在漳州白礁慈济开基祖宫启
幕，海峡两岸 70余所保生大帝宫庙近 400名信众代表参加。

白礁慈济开基祖宫是闽南人文景观的精华，是台湾与
大陆血脉相连的见证。明永历十五年（1661 年），民族英雄
郑成功从闽沿海渡海收复台湾，部分忠贞军特地从“白礁慈
济开基祖宫”迎请保生大帝神像，作为保护神随军东渡，于
农历三月十一日在台湾台南学甲镇头前寮将军溪安全登
陆，此后部分忠贞军在此定居，并建“学甲慈济宫”奉祀“保
生大帝”神像。300 多年来，每年的三月十一日，台湾各地保
生大帝宫庙都要聚集在学甲慈济宫，举行规模盛大的“上白
礁”谒祖祭典活动。

活动现场，国家级非遗闽台南狮表演、白礁童声合唱
团合唱的闽南童谣《咱家惦白礁》、省级非遗漳台大鼓凉伞
舞等一一上演，精彩纷呈、一派热闹。交流会上，来自海峡
两岸的宫庙代表、专家学者从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与发
展、海峡两岸保生大帝宫庙信俗内容、后疫情时代下的保
生大帝信仰文化发扬与宣传、保生大帝药签的起源与归类
整理等方面进行交流分享，为保生大帝信俗的保存与发扬
出力献策。

保生大帝文化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杨凌怡） 日前，第九届漳州市菊花品种
展在芗城区九龙公园和龙文区碧湖生态园同步举行，吸引
众多市民前往观展。

据悉，本次菊花展从 11月 11日持续至 12月 10日，主题
为“菊韵秋闲，再续芳华”，结合公园景观特色与漳州城区新
貌进行布展，共展出超 4 万盆花，涵盖阳春白雪、玉环飘舞、
银盘托桂、盘龙缤纷等 200 余种精品菊。还结合展会主题，
同步举办“匠心筑梦、醉美漳州”全市职工摄影比赛获奖作
品展览、“我最喜爱的菊花”评选活动和“争创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宣传活动等。

第九届漳州市菊花品种展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