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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回 大 地

3 月 12 日，国网诏安县供电公司组织国家电网福
建电力“双满意”（诏安龙江韵）共产党员服务队在南
环城路开展植树活动。 郑岚 沈崧 摄

连日来，芗城区石亭街道田边社区 140 亩玉米地
里，农户抢抓好时节，在“退园还耕”的土地上有序开展
春耕播种，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该地块原
本种植荔枝、龙眼、香蕉等水果，石亭街道田边、董坑等
相关社区于去年 10 月完成“退园还耕”工作后，由闽田
农业承包开展土壤改善、玉米种植，预计玉米亩产量
1000余公斤。 郑文典 林芷逸 摄

连日来，平和霞寨镇桃花、油菜花竞相绽放，一片
春意盎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春打卡、赏花留念。

张煌 周艺燕 摄

日前，仰声交响乐团在漳州开发区石岩植物园为
游客献上一场动听的樱花山谷音乐会。 李梦琦 摄

日前，芗城区 2024 年度春季近百名“准新兵”来到福建
省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基地——漳州市烈士陵园，缅怀
为新中国成立及建设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在迈入绿色军营前系好军旅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戴伟国 张琳 陈培玮 摄

日前，东山县 2024 年“为烈士墓碑描红”活动启动仪式
在东山战斗烈士陵园纪念广场举行，东山县委宣传部、县人
武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市级文明单位等部门相关人员
参加。大家现场为先烈碑文描红，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重与
怀念。 吴小草 朱胜东 摄

往昔辉煌
走进磁窑村，浓郁的古窑文化

气息扑面而来。精致的陶瓷景观、
有趣的文化墙……随处可见的陶
瓷元素，再现磁窑古窑往昔辉煌。

磁 窑 村 位 于 东 山 岛 西 北 部 ，
是入岛第一村，且临海，陆海交通
便利，特别是村里拥有丰富的瓷
土—— 高 岭 土 ，让 磁 窑 村 烧 制 陶
瓷具有先天优势。这里曾是东山
岛唯一烧瓷器的村庄。

1957 年，在文物普查中磁窑村
古窑遗址被发现，1983 年东山县博
物馆着手进行一次调查。1984 年，
由东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首批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许多专家
学者亲临此地进行调查研究。

踏 上 村 后 的 后 壁 山 ，满 目 葱
茏，随手拨开草丛，处处可见散落
的窑具残件与瓷片，见证了当年这
里陶瓷烧制的繁忙。根据 2005 年
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
院和东山县博物馆联合刊发的《东
山县古窑址调查报告》所载，古窑
址 位 于 后 壁 山 、后 劳 山 ，面 积 约
6000 平方米。器物主要为青釉，釉
色有的灰黄，有的偏绿，基本上都
有细碎冰裂纹，内壁刻画蔓草纹、
水波纹等。胎多呈灰色，少数呈灰
白，夹细砂。器物、器形多样，涵盖
碗、盘、执壶、瓶、罐、钵、盖等。

“从磁窑产品的特征来看，无
论是胎质、釉色，还是装饰艺术，均
酷似南宋时期龙泉窑的产品。”东山
县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说。该处窑

址未见于古代文献记载，但考古人
员从采集标本的时代特征加以分
析，并与周边窑场同类器物相比，加
之此处尚未发现元代龙泉窑的典型
特征，目前推断磁窑窑始烧年代为
南宋中晚期，或终于元代早期。

“在职期间，我曾接收过磁窑
热心人对博物馆捐赠的实物，更多
的捐赠是来自渔民。他们从海底捞
到各类瓷器，磁窑瓷器占大多数。”
陈立群回忆道。由于闽南地区在南
宋时期的仿龙泉窑产品多销往国
外，考古人员推断磁窑产品也不例
外，且东山岛距离澎湖、菲律宾较
近，其外销地点可能为我国的澎湖
列岛、菲律宾及东南亚诸地。

着重融合
昔日芳华虽已去，却给磁窑村

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和宝贵的宋窑
文化资源。近年来，磁窑村着重在融合
上做文章，活用宋窑文化点亮古村。

磁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曾镇文介绍，2013 年，磁窑村启
动窑山公园项目建设，在后壁山、
后劳山山脚开路，用旧石条铺设了
1000 多米长的健康步道。经过一代
接一代的不断努力，沿着步道先后
建成古榕讲坛、百草园、仿古龙窑、
宋窑展示馆等项目。如今，这里已
是一个集休闲、健身、观景、游憩为
一体的生态公园。

淘泥、拉坯、烧窑……沿窑山
公园步道向上，只见途中设置着数
座复古人物雕像，一一展示出当年
的古窑工艺制作流程。来到窑山公

园的半山腰，仿古龙窑出现在眼
前。仿古龙窑对宋代斜坡式结构龙
窑进行复刻，再现古窑风貌。仿古
龙窑旁，建有一个宋窑展示馆，主
要展出磁窑村出土的青釉瓷器。

步入宋窑展示馆，除了可以一
睹磁窑村古窑产品的风采，还可以
邂逅陶艺之美。2023 年 7 月，位于
展示馆的陶艺传习所开业。

“没想到泥巴这么好玩，我还
想再做一个碗。”近日，来自东山县
铜陵镇的刘炜涵跟随着妈妈到磁
窑村游玩，第一次见陶艺制作便被
吸引。在陶艺师的指导下，她用双
手慢慢将转盘上的黏土捏成自己
喜欢的形状。

“创办传习所，就是想让群众
在制陶的过程中加深对宋窑文化
的认识，点燃传承意志，为磁窑乡
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磁窑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何伟彬说。

“以前，村里环境很差，路也不
通。经过这十多年的发展，村庄越
变越美丽，也越来越有人气。每天
早晚，我可以到公园散步，也可以
到展示馆逛一逛，看看年轻人玩陶
艺，晚年生活精彩多了。”82岁的磁
窑村村民曾国胜说起村里的变化
滔滔不绝。

“ 统 筹 好 文 化 资 源 开 发 与 保
护，是磁窑乡村振兴的关键。除了
项目的实施，我们还就地取材，将
陶瓷元素广泛运用于村容村貌建
设，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何伟彬
说。磁窑村现已成为省级传统村
落、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省乡村振
兴实绩突出村。

沉浸旅游
今年春节、元宵假期，磁窑村

成了当地市民夜游的首选。两节期
间，磁窑村用一场“磁窑圩市”吸引
游客近 10 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
入 10万元，成功“出圈”。

磁窑村总面积 1097 亩，人口
不足千人，缺乏产业支撑，是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痛点。近年来，磁窑
村瞄准乡村旅游，又面临游玩项目
单一、业态缺乏等问题，亟待破局。
经过商讨，镇、村达成共识：打造沉
浸式宋代旅游观光园，为游客提供
全方位、多维度的宋代生活体验。

说干就干！磁窑村在窑山公园
原有设施的基础上，利用灯光、投

影机、油纸伞、灯笼等元素，开发了
琴瑟和鸣、望星月、忆十八、观青
莲、繁花里、悦心安、聆心悦等 20
多个观光打卡点，打造沉浸式宋代
旅游观光线路。同时，依托村企宋
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推出投壶、
射箭、摔碗酒等古代娱乐项目，打
造圩市摊位，经营小吃、旅游纪念
品等，为游客夜生活提供更多选
择。去年农历腊月廿八，“磁窑圩
市”开业，周边群众纷纷前来打卡。

夜 幕 降 临 ，窑 山 公 园 灯 火 通
明，烟雾缭绕，游客从四面八方赶
来，平时寂静的公园充满了浓浓的
烟火气。“这里环境优美、文化氛围
浓厚，开业以来游客就很多，我们
经常忙不过来。”夜色中，围炉煮茶
业主谢旭亮与家人将新鲜出炉的
烤鸡、玉米、羊排等端上餐桌，供客
人享用。去年 12 月，谢旭亮来到磁
窑村，得知村里要打造圩市，十分
看好，便向村里租了 10 亩地和 4 栋
民房，在窑山公园经营围炉煮茶，
后续将推出精品民宿和露天音乐
烤吧。

为让游客有更好的文化体验，
今年元宵节，杏陈镇联合磁窑村策
划了“浪漫元宵·缘定磁窑”沉浸式
汉服游园会。当晚，身着各式汉服的
演员们穿梭在各个景点，用“舞蹈+
情景剧”的方式为游客献上民族舞、
古筝演奏、抛绣球等精彩表演。

“东山是旅游大县，磁窑乡村
旅 游 要 想 在 众 多 竞 争 中 脱 颖 而
出，就要打破单一化和同质化，我
们挖掘当地特有的乡土气息、人
文风俗底蕴，结合古代君子六艺，着
重打造了沉浸式宋代旅游观光园。”
杏陈镇副镇长黄琳琳表示，今后还
将结合传统节日打造更多民俗特色
游，如七夕圩日等等，让游客多维度
体验宋代生活。

“一时火不代表一直火。要让
村庄有面子，村民有票子，我们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杏陈镇党委书
记林华翔表示，此次活动暴露出磁
窑村在停车场、公厕等方面存在的
不足之处，未来，磁窑村既要厚植
文旅产业，探索规划非遗馆和体验
项目，引入民宿等新业态，还要进
一步提升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去年
磁 窑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突 破 20 万
元，今年力争游客突破 20 万人次，
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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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山 县 杏 陈 镇 磁 窑 村 很
老，始建于南宋年间（1127—
1279年），是东山岛最古老的村
落，至今有 800 多年的历史。它
因制瓷而得名，相传曾有 8条龙
窑，18条大船运销瓷器，现今村
里仍然散落着大量的瓷片。

磁窑村又很新。当地深挖
“宋窑文化”资源，精心打造沉
浸式宋代旅游观光园“磁窑圩
市”，再现宋韵芳华，引来八方
来客，成为东山县新晋网红打
卡点。

老与新交融，文与旅并举，
蹚出了古村文化传承保护与发
展的突围之路。

核 心 提 示

早春三月，漳州芗城区天宝镇
田 寮 村 ，横 跨 村 口 的 高 速 高 架 桥
下，整齐地排放着一间间类似集装
箱的房子，这是“移动智慧菇房”，
村民们正在采摘一簇簇秀珍菇。

天下美蕈出漳州！漳州食用菌
种植历史悠久，蘑菇产量、加工量、
出 口 量 一 直 位 居 全 国 第 一 ，素 有

“中国蘑菇之乡”美誉。
近年来，漳州探索创新“移动

智 慧 菇 房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新 模
式，充分利用农业闲杂土地，设置

“智慧方舱”——移动菇房，调动农
村闲散劳力，提高农民收入，助力
乡村振兴。

“智慧方舱”里种蘑菇
食用菌是指子实体硕大、可供

食用的蕈菌，通称为蘑菇，古人称
为蕈。漳州自古就产各类香蕈，在

《大 明 漳 州 府》、清 本《漳 州 府 志》
“物产”及“土贡”章节中，都有许多
记载。经过多年发展，食用菌产业

成为漳州九大特色产业之一。
“传统的食用菌种植是粗放式

的，在简易的草棚和大棚里进行，
让蘑菇按照季节规律自由生长，这
种生产方式不仅产量有限，也降低
了抗市场风险能力。这几年，已有
越来越多的菇农抱团成立合作社，
以工厂化生产的特色优势破解这
些难题，逐步把食用菌种植做成大
产业。”天宝镇田寮村绿田园食用
菌合作社总经理洪海碧说，绿田园
食用菌合作社已有成熟的工厂化
生产食用菌的经验和技术，并在工
厂化的基础上探索小而精的“移动
智慧菇房”新模式。

蜿 蜒 的 甬 莞 高速公路正好从
田寮村边上经过，这一段刚好是高
架桥路段，在村头的高速公路高架
桥下形成一段闲置空地。于是，田
寮村与绿田园食用菌合作社合作
成立云佳安生物科技公司，利用这
块闲置的地 方 放 置 一 些“ 移 动 智
慧菇房”。

“今天这箱秀珍菇成熟了，可
以采收了。”在现场，菇房管理者肖
松 溪 操 控 完 箱 外 的 智 能 表 ，打 开
箱门，一簇簇秀珍菇如花似玉，菌
盖 边 缘 内 卷 ，这 是 出 菇 的 最 佳 时
机，他便招呼工人抓紧采摘。

这些“移动智慧菇房”由田寮
村和蘑菇企业福建云佳安生物科
技公司共建共享，并租赁给农户，
企业制作的菌包卖给农户后，为农
户免费提供栽培技术指导，农户只
要负责出菇管理、采收及承担相应
电 费 即 可 开 展 秀 珍 菇 栽 培 。出 菇
后，企业以稳定的价格回购产品，
农户不用承担市场风险。

“利用智能化控制系统控制秀
珍菇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光照、温
度、湿度、二氧化碳含量等参数。通
过手机 App，农户可以实时监控食
用菌生长过程，控制出菇时间。”洪
海碧说，相比传统种植模式，“移动
智慧菇房”生产出来的食用菌抗病
率强、产量更高、质量更好。

“方舱”年净利润高
目前，芗城区的这些“移动智

慧菇房”可以栽培秀珍菇、黑皮鸡
枞菌等多种食用菌，优质菌包出菇
时间由原 60 天缩短至 7 天，时间缩
短 90%，产量提高 10%。

“不仅可以整合利用闲置土地，
采用集装箱智能养菇，出菇时间较
快，这就需要人手采摘，可带动村里
闲置人员或者老人就业。”田寮村党
支部书记戴万金说，有些老人或者
闲置人员不方便外出打工，“移动智
慧菇房”可以提供就业机会。

去年初，村民肖松溪承包管理
16 间“ 移 动 智 慧 菇 房 ”，自 己 当 起

“厂长”。“这些‘移动智慧菇房’是
向企业‘租’的，缴纳押金便可以使
用。买进优质菌包后，企业会提供
技术指导，菇成熟后，企业以一口
价回收，这样风险能大大降低。”他
笑着说，经近一年来的努力，收益
还不错。

“我们化整为零，把生产厂房转
移到农户家门口，并兜底收购价格，
让农户吃下定心丸。”洪海碧说。

据了解，以栽培秀珍菇为例，
一间 24 平方米的“移动智慧菇房”，
每个周期 7 天可出菇 1300 袋，全年
产量约 1.95万公斤，产值 23.4万元，
增产增收效果显著。芗城区已通过
村企共建、跨村联建定制 68 个“移
动 智 慧 菇 房 ”集 体 租 赁 给 企 业 运
营，企业以 0 元租金让利给菇农管
理，每个菇房年净利润 7.8万元。

“通过鼓励引导村企合作，今
后可创新发展以移动智慧菇房为
载体的‘庭院经济’。”芗城区农业
农村局局长陈志福说，这些“移动
智慧菇房”的联农带农新模式，不
仅实现了企业与农户的优势互补，
达到农企共赢，企业有效益、农户
有收益，还实现了食用菌工厂化栽
培规范化管理、标准化生产，有力
促进芗城区食用菌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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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磁窑村俯瞰磁窑村。。 高阿营高阿营 摄摄

磁窑村开展磁窑村开展““浪漫元宵浪漫元宵··缘定磁窑缘定磁窑””沉浸式汉服游园会沉浸式汉服游园会。。 欧东茵欧东茵 摄摄

展示馆里展出的瓷器展示馆里展出的瓷器（（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高速高架桥下的移动智慧菇房高速高架桥下的移动智慧菇房 村民在村民在““方舱方舱””里采摘秀珍菇里采摘秀珍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