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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大田县济阳乡三明市大田县济阳乡

济中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济中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带动

乡村面貌发生大变样乡村面貌发生大变样，，成了远近闻成了远近闻

名的旅游村名的旅游村。。

乡村振兴特色路，这么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谁来抓，抓什么，怎
么抓？

福建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把责任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
任，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政策
支持和要素保障，坚定不移走好具有福
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建设农业强
国贡献福建力量。

我们从三块“田”的耕耘之道，来看
福建如何走好特色振兴路。

划定划定““责任田责任田””
用好用好““指挥棒指挥棒””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总要求是“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从中不难看出，乡村振兴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厘清责任、各负其
责、合力推进。

如何划定“责任田”、确定责任人？
“我们始终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健全‘省委统一领导、市县推进落实、
乡村组织实施、部门合力共为、责任层层
压实’的乡村振兴工作机制。”省委农办
有关负责人说，福建已建立“四个一”工
作推进机制——实行“一把手”负总责、
完善一个工作协调会商机制、召开一场
现场推进会、表扬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去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福建省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细
则》，为省直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及
乡村两级，划定了清晰的“责任田”。

以部门责任为例，该实施细则明确
了省直有关部门在落实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要求，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加快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大力推进
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
设，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推动农村改
革扩面、提速、集成等方面的具体责任。

责任明晰了，如何保证落实到位？
关键要用好考核“指挥棒”。

“我们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和
乡村振兴工作报告制度，开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情况督查，对乡村振兴进展情况进
行评估。”省委农办有关负责人说，乡村振
兴战略实绩考核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
合、以定量指标为主”，采取暗访抽查、群
众认可度调查等多元化考核评价手段。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
委组织部、省农业农村厅每年制定考核

工作方案，明确考核指标和具体程序。
考核结果报省委和省政府审定后，向市
级党委和政府通报，并作为对市级党委
和政府领导班子以及有关领导干部综
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评为优秀等
次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予以表
扬，作为资金分配、项目安排、奖励评
优、政策先行先试的重要参考依据。

建设建设““试验田试验田””
蹚蹚出出““振兴路振兴路””

乡村振兴点多面广，如何找准切入
口？示范引领很重要。

早在 2019 年，乡村振兴战略刚提出
不久时，福建便启动“千村试点、万村推
进”工作，省级统筹整合资金超100亿元，
在全省 1000 个试点村开展试点，支持它
们先行先试，明确发展定位，找准发展路
子，补齐发展短板，探索发展模式。

去年，“千村试点、万村推进”工作
迎来收官之年。经过 4年试点，全省初步
探 索 出 了 格 局 特 色 的 乡 村 振 兴 模 式
路径。

在永春县仙夹镇龙水村，非遗项目
永春漆篮走上了产业化道路，延伸出了
研学、民宿、农家乐等新业态；在将乐县
高唐镇常口村，“空气”也能卖钱了，“林
票制”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
的通道；在柘荣县楮坪乡湖头村，既有
浓厚乡土情怀，又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干
部，以乡村振兴指导员的身份进驻，与
村民一起打硬仗、攻难题……这些在实
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为全省广大乡村
提供了示范与借鉴。

眼下，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工作正接
续推进。

不久前，省委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
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

“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
走具有福建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的实施
意见》，提出有序衔接“千村试点、万村
推进”工作，突出示范性、典型性、引导
性，开展“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
美”工程。

“我 们 将 按 照‘ 县 域 统 筹 、以 城 带
乡、城乡融合、一体推进’的思路，以‘强
村富民、塑形铸魂’为方向，深入开展乡
村振兴示范创建工作，全省每年评选认
定一批示范乡镇、示范村。”省委农办有
关负责人说，到 2027 年，全省将建成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1000 个以上，带动全
省 1 万多个村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全面提升、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中，示范乡镇按产业带动、生态
引领、文化兴盛、城乡融合等 4种类型创
建；示范村按一村一品、农旅融合、生态
宜居、传统村落、文明善治、乡建乡创、
民族团结、美丽海岛、侨台赓续等 9种类

型创建。

深耕深耕““保障田保障田””
当好当好““后勤兵后勤兵””

傅木清是长汀县河田镇农机大户，
他的合作社有 300 多台（套）农机具，每
年能为 4万多亩耕地提供水稻全程机械
化服务。每年，他都要购置一批新款农
机具。去年，傅木清便在全省率先引进
了一台有序抛秧机，有效提高了机种效
率。但购机成本不小，资金捉襟见肘。

一 款 专 属 信 贷 产 品 带 来 了“ 及 时
雨”。

去年 3 月，省农业农村厅与兴业银
行联合推出“兴业惠粮贷”，面向全省粮
食从业者，提供最高 500 万元的信用额
度。春耕时节，傅木清申请到了龙岩首
笔“惠粮贷”。贷款不仅“秒达”，利率优
惠力度还不小。

钱、地、人，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资
源要素。福建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不断完善惠农政策体系，优化资源
供给，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为乡村振兴
保驾护航。

缺钱怎么办？
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坚持

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

障领域，完善财政投入“三农”稳定增长
机制。去年 1—11月，全省安排土地出让
收入 301.36 亿元用于农业农村支出。同
时，创新推出乡村振兴贷、兴业惠粮贷
等普惠金融产品，引导更多金融活水流
向农业农村，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超 2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3.22%。

缺地怎么办？
优先安排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新增建设用地，县（市、区）每年安排
不低于 5%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坚
持节约集约用地，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
地，优先支持村集体经济、公共服务设
施等项目建设。用好现有种植、养殖土
地，通过多层架、多楼层、移动式厂房等
方式，提高单位面积土地利用率。

缺人才怎么办？
面对求贤若渴的乡村，福建不拘一

格降人才，内培、外引两条腿走路，鼓励
各类人才到乡村大显身手。开展乡村产
业、教育、医疗领域“师带徒”人才下乡，
累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2万多名，选认科
技特派员1万多名，下派乡村振兴指导员
1100 多名，派出金融助理 6300 多名，吸
引 130多支台湾建筑师团队参与村庄规
划建设。优化完善乡村人才管理服务机
制，强化政策支撑，为各类人才参与乡村
振兴提供了广阔天地。 □专题

▲▲光泽县寨里镇光泽县寨里镇

“ 南 国 青 青 果 ，涉 冬 知 始 摘 。”近 日 ，
笔者走进“中国橄榄之乡”的闽清县闽江
两 岸 ，万 亩 橄 榄 成 方 成 片 ，一 览 无 尽 ，挂
果串串。榄农们满怀丰收之情，穿梭于果
园中，采摘着一颗颗青色的“幸福果”。

“这片橄榄园嫁接的是新品种‘梅香
二号’，挂果率很高，亩产可达 500 公斤橄
榄，是老品种的 5 倍多。”正在劳作的闽清
县梅溪镇梅埔村白河江自然村橄榄种植
大户张孔江深有体会地说，科学种橄榄，
品 种 很 重 要 ，好 品 种 才 能 长 出 最 值 钱 的

“金果子”。
闽清县种植橄榄历史悠久，早在三国

时期，橄榄就成为东吴国皇家贡品。2000
多年过去了，闽清橄榄历久弥新，长盛不
衰。2015 年 6 月 21 日，“闽清橄榄”成功注
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 闽 清 县 地 处 北 纬 25°黄 金 地 带 ，气
候温和 ，日照时间长 ，低温冻害少 。加上
闽 江 岸 边 土 壤 肥 沃 ，沙 壤 土 pH 值 高 ，适
合橄榄生长 ，是福建省最佳种植区域 。”
张孔江说。

今年 60 岁的张孔江，是闽清县橄榄
协会秘书长。1981 年他高中毕业后，一直
在村里种植橄榄，经验丰富，是闽清县橄
榄行业的“土专家”。

“ 在 父 辈 那 一 代 ，由 于 技 术 有 限 ，靠
传 统 方 法 种 植 橄 榄 ，产 量 低 ，每 公 斤 只
卖 一 两 元 。但 这 一 状 况 ，很 快 得 到 改
变 。”张 孔 江 回 忆 说 ，20 多 年 前 ，他 承 包
村 里 一 片 橄 榄 园 ，发 现 一 棵 变 异 的 甜
榄，常被松鼠偷吃。摘下一尝，果然甜度
比 其 他 橄 榄 更 高 。投 放 在 广 州 市 场 后 ，
身 价 倍 增 ，每 公 斤 卖 到 16 元 ，单 价 成 倍
上升。

然而，重新播种育苗，至少需要 7 年
时间方可挂果。大家砍掉老树，又于心不
忍，左右为难。后来，镇里请市农业专家会
诊，指导科学栽培，才有了今天高产高效
的“梅香二号”新品种。

张 孔 江 口 中 所 说 的 科 学 栽 培 法 ，其
实就是“橄榄嫁接换种矮化技术”。该项
技术对结果少或品质差的橄榄老树可以进行直接高位嫁接。
即把橄榄老树三分之二以上的分叉树枝切掉，将母树甜榄枝
条插入切掉的枝头，有多少枝头插多少枝条，然后把切口包
扎繁殖，这样让老树根茎得以较完整地保留，不仅繁殖营养
水分多，幼苗生长壮，挂果时间快，又能对老树冠整体修剪，
达 到 矮 化 果 树 的 目 的 ，实 现 树 上 换 种 ，当 年 可 以 试 产 ，次 年
进入丰产。

现在，闽清县推行橄榄嫁接技术有墩位、中位、高位等嫁接
技术，以高位嫁接技术为主。嫁接时间一般于每年的立春至清
明之间进行，这时枝条发芽快，成活率高。据测算，嫁接后一棵 8
年以上的中树，单株产量可达到 150~250 公斤。树还是原来的
橄榄树，科学嫁接后，单株产量可以增长好几倍。

为了扩大种植规模，让更多农户增收，闽清县大力发展
橄 榄 特 色 产 业 ，着 重 把 提 高 单 产 、提 升 品 质 、增 加 效 益 的 支
撑点放在科技进步上。当地千方百计利用自身产业发展的潜
在优势，采取“自选自育和引进优化”等办法相结合，培育新
品种 37 个，推广种植 1 万亩，嫁接面积 3 万亩，进一步优化产
业结构，促进增产增收。只有 85 户人家的梅埔村白河江自然
村，长期来不间断地更新和改良新品种 6 个，推广种植面积
2500 亩，年产量 1500 吨，总产值 5000 万多元，榄农户均年收
入 20 万元，比全县户均收入高出 10 万元。“白河江自然村科
学种橄榄致富的经验成功后，被复制推广至全县，周边的新
民、石湖等 12 个村都来参观取经。”张孔江说，科技种植橄榄
逐步在沟沟坡坡间兴起。目前，全县种植橄榄面积 7 万亩，年
总 产 量 约 7.5 万 吨 ，全 产 业 链 总 产 值 40 亿 元 ，产 量 与 产 值 均
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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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 2023
年 全 国 休 闲 农 业 重 点 县 名 单 ，60 个 县

（市、区）入选，华安县和德化县成为我省
2个县（市、区）入选单位。

休闲农业是指利用田园景观、自然资
源，结合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村文化等，
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的一种农业经营形
态。华安县位于漳州西北部，是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国家森林公园，有着优美的
生态景观、独特的文化民俗、淳朴的乡情民
风、特色的民居村寨。自 2021年以来，立足
当地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华安将休闲农
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丰富全域旅游的重
要抓手，深挖资源优势，探索多元化发展模
式，吸引游客前来赏乡村四时风光、玩趣味
民俗、品地道美味。2023年，华安县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448.38万人次，营
业收入39.28亿元。

用活资源打造农旅IP

每逢周末，来自漳州、厦门、泉州等地
的游客，都会云集华安县新圩镇官畲村，或
极目远眺茶园风光，或欣赏畲家舞蹈，或品
尝畲家特色美食，欢声笑语充盈着村落。

近年来，依靠独特的畲族文化，官畲村
打造的休闲农业 IP“七彩官畲”的名气越来
越响。作为少数民族村，官畲至今仍保留着
民族语言、民族服饰、畲歌对唱、请火节等
畲乡传统。同时，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实
施，官畲村打造了畲族风情广场、畲族文化
长廊、畲歌对唱凤凰台、七星瓢虫屋等一批
配套项目，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为把文化亮点转化为乡村旅游的卖
点，2018 年底，漳州市官畲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与华安县政府签订官畲旅游项目合
作协议书。

漳州市官畲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进驻
后，以畲族特色文化为抓手，围绕畲族图
腾——凤凰，推出“七彩官畲”主题，并对
景区进行了统一规划设计，深挖文化内
涵，提升景区景点功能，规范管理，全力打
造少数民族旅游特色村寨。

如今漫步官畲村，随处可见七彩斑斓
的民宅以及“双凤朝阳”村庄徽标、龙首杖
等畲族文化元素，彩虹索桥、天使的翅膀、
孔雀谷、热气球……各色游玩项目和打卡
点，成了山村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发展旅游更重要的是要让游客有体
验感和互动感。”官畲村党支部书记蓝庚
远介绍，景区为游客提供畲族服饰体验；
推出“畲家一场舞”，以歌舞艺术形式展示
娶亲、下地、采茶、祭祀、农耕等民俗，让游
客近距离领略畲族文化魅力。

蓝庚远说，在景区的带动和政府政策
的扶持下，当地村民也纷纷将自家住宅改
造成民宿、农家乐和农特产品店，让景区
的旅游配套逐步完善。截至目前，官畲村
拥有 14 家民宿，7 家农特产品店、便利店
和 13 家农家乐。2023 年，景区共接待游客
7万人次，旅游收入 500万元。

火起来的官畲，不仅富了群众的“钱
袋子”，且收获了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

为盘活县域农文旅资源，这几年，华
安县持续发力，打造以世遗土楼文化旅
游、官畲风景区乡村旅游、贡鸭山森林康
养旅游、先锋村“四对比、五算账”红色文
化旅游为龙头的精品旅游线路，涵盖了毕
业季、暑期游、亲子游、研学游等，“年味漳
州福满土楼”民俗风情之旅获评中国美丽
乡村休闲旅游行精品景点线路，“清爽华
安 心临吾乡”美丽乡村休闲游获评中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十大精品线路。

创意点燃土楼夜经济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仙都镇大地村二
宜楼前的大地稻田稻梦空间区灯光亮起，
璀璨绚烂。行走在田野中，就可以悄然开
启梦幻土楼的奇妙之夜。

大地村是福建土楼（华安）大地土楼
群所在地，这里是闽南土楼的杰出代表，
拥有“土楼之王”二宜楼、“福建土楼博物
馆”南阳楼、“宜居典范”东阳楼。近年来，
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探寻百年土楼
风韵，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如何让
游客留下来，成为当地的一道考题。

“重点在于积极探索土楼保护与活化

利用，助推土楼文旅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华安县大地土楼保护中心主任苏意水说。
近年来，华安土楼景区向村民流转 146 亩
土地，打造大地稻田稻梦空间区。

该空间结合一年四季农业生产经营
活动，打造“春耕水满田、秋收黄金稻浪、
大年油菜花海和土楼稻梦空间”农业景
观，种植的水稻、油菜花等农产品可供游
客观赏、拍照，并开展水稻收割等农耕研
学，引导游客在土楼游玩、停留和吃住。

2023 年，华安土楼景区还引进演艺
团队，在田野增设梦幻灯光秀，在夜间开
展非遗打铁花、无敌风火轮、烟火瀑布、篝
火狂欢等观光体验项目。同时，在景区入
口处打造水溪夜悦潮玩街区，采用创意集
装箱和街车的形式，展销民族服饰、折扇、
明信片等土楼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推出
高山族舞蹈、川剧变脸、杂技吐火等多样
化的节目和游玩项目，点亮土楼夜经济。

“二宜楼的规模、设计和保护水平令人
惊艳。在田野中欣赏独具民族风情的文化
节目，让我们土楼之旅更美妙。”来自厦门
的林先生与妻子游览土楼之后点赞道。

据苏意水介绍，今年恰逢福建土楼申
遗成功十五周年，华安土楼还组织策划了
华安土楼大地稻田艺术节，通过稻田音乐
会、稻田收割体验、稻田长桌宴等互动环
节，将土楼自然风光、农耕文化与艺术气息
巧妙融合，吸引了周边群众及游客数千人
参与。

据介绍，未来，华安县大地土楼保护
中心在做好土楼保护与文化解构的同时，
将与高校、企业团队合作，利用声光电等
现代技术，打造更多互动载体，实施常态
化演艺，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土楼文化；开
发更多研学项目，让游客亲手体验土楼的
营造技艺、土楼文化、闽南风俗和高山族
民族风情等等，让土楼村落的发展更具生
机与活力。

发力农综改补齐短板

作为农业大县，华安以“四季全时 清
爽华安”为主题，通过多年的发展和培育，
休闲农业类型模式推陈出新，休闲观光、
农事体验、康养度假、科普教育……各种

新业态欣欣向荣。
休闲农业在推进中也面临一些难题，如

业态单薄、创新能力不足、商业配套薄弱、留
不住人，以及承载力难以满足大量游客需求
等等。

“2022 年，华安成功入选全国 2022 年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名单。以此次农
综改为契机，我们通过项目带动，持续为
休闲农业做加法，集中力量破解发展短
板。”华安县委副书记何素平说。

眼下，华安正加快推进农综改项目实
施。走进大地土楼农旅配套项目建设现
场，工人有序进行道路铺设、绿化等施工，
十分繁忙。

福建省春天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少坚介绍，该项目立足土楼旅
游产业体系不足和配套薄弱的实际，通过
对华安特有的古厝——五凤楼进行统一
的保护开发利用，打造文创销售中心、竹
艺馆、文创创作基地、茶事博物馆等 9 个
农旅配套项目，可为游客提供文艺创作、
土楼营造技艺和采茶制茶等体验服务。目
前，该项目已完成 9 栋古厝的修建，装饰
工程和室外景观部分正在有序进行中，预
计今年 5月对外开放。

同样作为农综改试点村的仙都镇送
坑村则发挥高山族文化底蕴，建设了两岸
高山族文化交流基地，打造集陀螺竞技
场、交流、售卖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活动场
所；建设高山族文化广场、旅游公厕、网红
打卡点等，切实提升高山族文化馆沿线景
观节点，丰富高山族特色活动，打造高山
族陀螺文化特色游。

农综改还不止于此，华安立足世遗土
楼、少数民族、农特产业等特色资源，在 3
个镇 7 个村策划实施 13 个项目 43 个子项
目，涉及百果示范高标准采摘园、农事研
学基地、善食文化体验基地、畲族文创基
地等等。

何素平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
对休闲农业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吃
喝玩乐，而是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通
过因地制宜，精细挖掘，拓展服务功能，推
动休闲农业多样化、个性化发展；同时串
点成线，多点联动，以休闲农业助力乡村
振兴，才能切实推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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