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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赋能 充分挖掘山的资源

大片的紫色梦幻花田上线，层层叠叠
的紫色花朵如同精致的小绣球，在朗朗清
风中连绵翻涌，娇俏可爱……来研学的孩
子们踏入这片花海，开始了他们的创意写
生之旅。

这是“五一”期间，翔安区文旅局组织
“小小文旅推荐官”走进香山花海、曾溪水
库，开展春日写生活动的一幕。

省级风景名胜区香山，早已是很多市
民周末的网红打卡目的地。晨钟暮鼓、云
烟袅绕的香山，也曾是历代骚人墨客吟诗
作辞、隐居修学的好地方。据《朱熹首仕同
安》一书记载，南宋理学大儒朱熹首仕任
同安县主簿时，志载他登游鸿渐山、香山
之迹。香山旧名荒山，据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重 修 香 山 岩 佛 祖 宫 序》记 述 ：
“朱子簿同时来游斯地，诸山之草木皆香，
乃改荒山为香山。”

香山，曾是商贾云集的宝地，被称为
“财山”、“金库”、民间“GDP” ,景区人文历
史资源丰厚，拥有 16 座山峰、8 大山湖盆
地、73 处古迹，最著名的是“三狮六虎七麒
麟”自然景观。香山岩寺是始建于南宋的千
年古刹，也是厦门、南安、金门等地清水祖
师总坛，每年农历正月初六的庙会习俗是
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吸引着
厦门、南安、金门等地的游客、香客虔诚而
至，周遭胜迹众多，如寺前的日月放生池、
宋代石雕、云影水纹、清代的牌匾碑记等。

沿着香山的木栈道慢行，开启环香山
漫步之旅，观摩崖石刻，看朱熹真迹；游香
月湖，赏狮球石，再登上观景平台远眺金
门……

以山为媒，以历史人文为底蕴，翔安充
分发挥地方的自然禀赋和人文优势，完善

配套，为“引客下乡”提供了多条精品路线。
锄山村，高山之上有着昔日的闽南地

下党交通站，今天的乡村党校更是党建好
去处，锄山—莲塘的“党建引领”之旅由此
萌发；大帽山，林地资源优越，植被丰茂；马
塘村更是全国闻名遐迩的第一村，马塘—
大帽山的“生态休闲”之旅由此开启。

游香山沐浴千年文脉洗礼，体验城市
慢游生活；登鸿渐山，感悟朱熹“鸿渐所见
无所不兴”的惊人断言；上锄山接受革命熏
陶，景仰先辈英烈，在锄山之巅，可以领略
百亩茶园，亲手制茶品茗之香。素有“海滨
邹鲁之乡，声名文物之邦”美誉的翔安，以
香山、鸿渐山、妙高山三山为“笔架”，在新
圩可感受山水灵动、水光山色，古宅水库、
曾溪水库犹如一对“鸳鸯墨池”，贯穿厦门
东西向的城市快速路（海翔大道），被当地
文旅达人誉为“海翔神笔”。山水点墨，茶香
夜雨，诗画共赏，文以入画，形以神出，徐徐
描绘着山、海、田、厝的乡村振兴绿野仙踪
的厦门特区“富山春居图”。

生态打底 倾力做足水的文章

在环东海域东北角，藏着一道原生态
的风景线，“红树、碧水、白鹭、栈道”，宛如
一条镶嵌在海上的绿翡翠，这里就是位于
翔安的下潭尾红树林湿地公园。

漫步在红树林栈道上，红树林枝繁叶
茂、郁郁葱葱，前方的大海清澈透明、湛蓝
深邃，近处的白鹭在滩涂中觅食，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作为福建省最大的人工重构红树林生
态湿地公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碳
中和林”示范基地，下潭尾早已自带流量，
成为海内外游客来厦必选地。

“你好，这里是中国厦门下潭尾。”近
日，已预录取北京大学的厦门外国语学校

高三学生陈仕彤，用外语和来自荷兰的朋
友交流，介绍红树林的科普知识。“同安一
中滨海校区和荷兰一所中学结对共建，20
多人的团队来我们这里交流研学，来自厦
外 的 保 送 生 们 组 成 志 愿 团 队 为 他 们 服
务 。”下 潭 尾 红 树 林 公 园 景 区 经 理 陈 妙
川说。

陈妙川表示：“今年 3月以来，尤其是随
着‘引客下乡’的实施，全国各地来这里研
学、参观、参会团队日渐增多。4 月底，我刚
接待了来自杭州的一所国际学校 100 多人
的团队，逛红树林展馆、走走栈道、看红树
林带、观赏底栖生物和数以千计的各种鸟
类，收获满满。粗略估计，参访团队将比去
年翻倍增长。”

以水为介，以生态海洋文明为引，翔安
倾力做足水的文章，打造休闲惬意的亲水
空间，在碧海蓝天间目击白鹭飞翩，在海港
侨村体会襟山带海风情，在母亲河感受桃
源风光无限。

阳春三月，翔安的母亲河九溪之畔，满
树的桃花耀眼绽放枝头，风光旖旎，水流潺
潺，市民们沿着两岸的健身休闲步道溯溪
而上，参加十里桃源文化艺术季活动。

火红五月，百年侨村澳头的古渡口码
头上，海浪拍打岸礁。不远处的海翔码头集
装箱、散货排列有序，船舶往来进出繁忙；
远处的超旷美术馆，北欧当代海洋艺术季
作品正在联展；到访澳头社区的人们穿街
过巷，寻觅海鲜美食，体验海防文化，感受
海洋文明。

产业发力 全面展现田厝风貌

“再过 8天，新一季的火龙果就要开花，
白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成片成片竞相开
放。”陈海云说。随着火龙果旺季的到来，大
宅社区这个全省最大的火龙果种植村，也

即将迎来乡村旅游的旺季。
田园搭台，产业唱戏。大宅社区以连片

的火龙果种植基地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依托火龙果资源做强一产及其衍生品，发
展乡村农文旅产业，乡村游火爆。

乡村推荐官陈海云开着电瓶车，每天
接送客人，“以前是周末火爆，现在是平时
客人也多，入夏以来每天接待的团队络绎
不绝，最多的时候一天 10多个团。有来团建
开会的，来研学 DIY 的，来红砖古厝小住康
养的，来田间体验种植顺带科普的，等等。
像新建成不久的厢语香苑民宿，经常一房
难求”。

火热的乡村游带热了农文旅经济，“到
目 前 为 止 ，今 年 的 客 流 量 同 比 增 长 两 倍
多”。云南、广东、新疆、内蒙古、湖南等地的
省外游客慕名而来，已经 12 次登上央视的
大宅社区，成了翔安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以老宅为依托，用文艺来赋能，翔安全
面发掘田厝资源、风光、风貌，打造各具特
色的“一村一品”。

黄厝村活化古厝古陶资源，引入艺术
家工作室，依托陶文化资源发展乡村农文
旅产业，探索出一条以文化再造乡村、用艺
术赋能乡业的乡村振兴新路；穿过古宅解
元巷，走进许厝鲁藜故居，追寻历史的文化
与记忆；在沙美都市田园彩色社区，体验花
艺DIY、品味特色美食等。

“在首批‘引客下乡’点，我们开发了
‘翔安乡旅地图’小程序，在微信公众号上
增设‘引客下乡’游玩攻略，为市民游客们
提供最完备、最舒心的‘吃住游购’一站式
服务，让大家在翔安吃有烟火气，住有乡土
味，购有新鲜感，游有好风光。”翔安区政府
副区长黄亚祥说。

越山向海，一路花开。到翔安，畅游红
色之旅、沐浴党史光辉、收获研学快乐、体
验休闲风光。

精选11个资源优越特色明显示范乡村，推出6条精品乡旅路线，今年以来，翔安区快速有力落实厦门“引客下乡”精准
惠农政策，成效初显——

“乡乡乡乡乡”约翔安 登山踏水觅乡愁
□本报记者 陈挺 通讯员 林瑞声 叶晓菲

访香山，在紫色花海的氤氲香气中，思考如何对出理学
大儒朱熹当年游香山留下的“香香两两”下句；游下潭尾，成
片的红树林映入眼帘，走走栈道，观赏底栖生物，感受生物多
样性；逛大宅，听火龙果花开的声音，品“十二道”村味……

春夏之交，绿意葱茏的翔安乡村，迎南来北往的四方游
客，“引客下乡”地方举措实施以来，这里游人如织，访客不
断，一派乡村振兴的乡野好风光。

翔安区政府副区长黄亚祥说：“得益于‘引客下乡’措施，

我们依托近年来打造形成的33个‘山、海、田、厝’特色乡村振
兴示范点，选取其中11个资源优势明显、特色产业强劲的村
庄作为首批引客点，并串联梳理推出了6条精品文旅路线，让
大家深度体验翔安、感受翔安。”

红色、绿色、蓝色三色成画，一水、三山、五文融合发展，
历史、人文、山水交融辉映。走遍翔安，来这里登山、踏水，品
味乡愁，出岛、上山、下海、入乡间已成为厦门岛内市民的新
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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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在山间的“天然氧吧”
大帽山社区位于翔安区新圩北部山区，被誉为“天然氧吧”

“厦门后花园”，周边青山环绕，生态资源丰富，拥有库容 370万
立方米的溪美水库，同时也是福建省“金牌旅游村”。

一日游路线推荐：
振兴湖→三角梅园→周边人文资源（唐代古刹甘露寺、三太

子祖宫、大帽山武工队革命根据地等）
2.这个田园竟是七彩的
面前埔村位于翔安区新圩镇中部，拥有天然的沿溪风景及

湿地资源，是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和“美丽休闲乡村”。
面前埔最具特色的是三五丘七彩田园，游客可以打卡彩带区、铅

笔墙，认识紫色甘蓝、即食胡萝卜等高新蔬菜品种。作为研学基地，还
可以与亲友一同采摘蔬果，体验下田种稻、入塘摸鱼等农耕生活。

一日游路线推荐：
二十四节气彩绘区→彩色铅笔→镜月湖→东溪木栈桥
3.来一场充满艺术气息的乡村“Walk”
黄厝村位于厦门市翔安区东北部，有1300多年的历史，村内

唐、宋等不同年代的古厝、古庙、古迹遍布可见，是省级文明村、省
级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省“金牌旅游村”。

两日游路线推荐：
黄厝文化产业园：鸿渐艺术馆→黄厝村乡村振兴馆→方知

间→闽南红砖雕工作室→蔚蓝山工作室、古陶展示馆等
德然山庄→山地越野→陶艺手工体验→天幕泡茶→农耕体

验、自助烧烤、采摘
4.在“金牌旅游村”体味“美术+美食”
澳头社区位于厦门市翔安区金海街道东南沿海突出地，与

厦、金两岛隔岸相望，是著名的古渡口，省“金牌旅游村”、省乡村
振兴示范村、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一日游路线推荐：
怀远湖→双清桥→荷塘月色→北欧艺术中心→闽侨文史

馆→村史馆→容美术馆→超旷美术馆
5.在乡野田园听花开的声音
大宅社区从 2000年开始种植火龙果，目前种植面积达 1000

亩，是福建省最大的火龙果连片种植基地。
一日游路线推荐：
电瓶车环村观光→当季水果采摘/手工 DIY→大锅灶用餐→

团建活动
两日游路线推荐：
入住民宿→民宿中庭烤茶/烤肉/田里烤地瓜、烤鸡/田间水

果、鲜花采摘→厢语餐厅用餐/民宿中庭烤肉→民宿中庭露天
KTV/棋牌游戏→民宿中庭燃放烟花

厢悦餐厅享受早餐→电瓶车环村观光→厢悦餐厅享用午
餐→返程

6.多彩田园品味人间烟火
沙美社区，由闲置古厝、民房改造成的特色民宿、特色休闲餐厅等

琳琅满目，彩色机耕路、彩色作物、彩色街景，让人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一日游路线推荐：
沙美美食街→沿街店铺→沙美公园→都市田园→德国黄石

屋餐厅→彭友圃故居→农民协会旧址→沙美侨建小学→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

两日游路线推荐：
沙美公园→都市田园→德国黄石屋餐厅→彭友圃故居→农

民协会旧址→沙美侨建小学→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晚沙美美食
街自由品美食→住沙美民宿

自行登记入厦大观光→周边香山景区等自由行→返程
（附翔安乡旅地图引客下乡二维码和翔安乡旅精品线路公

众号二维码）

翔安推出6条精品乡旅路线

记者从 21日召开的翔安区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今年一季度，翔安区农业农村经
济运行成果喜人，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产
值 4.21 亿元，产值总量在厦门市排名第一；
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8913 元，同
比增长 7.7%，增幅排名全市第二。

据翔安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曾文雄介
绍 ，一 季 度 ，翔 安 区 实 现 蔬 菜 播 种 面 积
24781 亩 、产 量 77344 吨 ，生 猪 存 栏 83513
头、出栏 38126 头，家禽存栏 17.22 万羽、出
栏 12.69 万羽，水产品总产量 2027 吨，总体
保持基本稳定，农业农村建设发展亮点突
出，成果凸显。

现代农业建设提档升级。启动西岩山
城市田园项目，建设内厝镇霞美等 4个高标
准农田项目，建成翔振等 3个都市设施农业
项目；推动中厦、文兴、银农等本土种子企
业增资扩产；实施古宅等 28 座小型水库安
全提升工程，以及 16 座山塘、40 座小型水
闸除险加固工程。

农民扶持力度持续加大。积极推广实
施厦门市扶持农业产业化、农田建设、现代
设施农业建设等强农措施，以及扶持粮食
生产六条措施、农机购置补贴、农村土地经
营权流转奖励补助、伏季休渔渔民生活补
助等惠农政策，制定《翔安区 2024年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方案》。
乡村示范培育提标立新。全力推进“全

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稳步推进 2 个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1个省级实绩突出村和
3 个市级精品村建设，着力提升 12 个新一
批市级试点示范村；打造大宅等 6 个“引客
下乡”重点社区，编制“吃购玩住”清单，推
出多条旅游路线，助推“农文旅”加速融合。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建设一批“五
个美丽”项目，持续开展“村庄清洁”专项行
动。一季度以来，30 个建制村共投入 2568
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 335 吨；建设农村
美丽微景观 20 个、美丽庭院 40 个、美丽小

公园 7个。创建内厝镇集镇环境整治省级样
板；全区 15 个流域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保
持 100%。

近年来，翔安区委、区政府持续加大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力度，各项工作成效明显。
去年以来，翔安成功入选2023年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获评全国第三批“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
全国第六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

内厝镇获评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
新圩镇古宅村、内厝镇黄厝村获评 2023 年
福建省美丽休闲乡村，内厝镇黄厝村获评
2023年福建省“金牌旅游村”等。

一季度翔安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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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俯瞰下潭尾红树林公园空中俯瞰下潭尾红树林公园。。 王火炎王火炎 摄摄

沙美美食街，成为翔安市民火热的休闲新去处。 （资料图片） 游客在毗邻曾溪水库的翔鹭云生态农场放风筝。 （资料图片） 泛游九溪，成为翔安新网红旅游项目。 （资料图片）

火龙果丰收时节火龙果丰收时节，，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张天骄张天骄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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