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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观察

近来，随着厦门引客下乡助力乡村农文旅融
合发展工作的推进，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行动
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来到乡野，感受
田园魅力。厦门市总工会从党建引领、培训提技、
劳模助力等方面切入，开展引客下乡工作。1 月
至 4月已引客下乡近 2万人次。

“爱在窑市村”

5 月 22 日，厦门市总工会与窑市村签订新一
轮帮扶共建协议。根据协议，市总工会将出资捐
助村项目，并再次选派干部驻村，助力窑市村发
展振兴。

“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了！”窑市村党委书记
叶长裕发现，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不仅迎来驻
村工作队、挂钩单位负责人、各界专家学者，更引
来络绎不绝的游客。在叶长裕印象里，游客反响
最好的一次乡村旅游活动，是市总工会组织的

“爱在窑市村”百名青年职工联谊交友活动。
100 名单身青年职工走入乡间，在青山绿

水间漫步游玩，到叶金泰故居体验闽南古民居
文化，走上栋佐桥回顾爱国华侨回乡造桥的历
史 ……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知道，这个看似平平
无奇的村落竟蕴藏着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生
态资源。

近年来，市总工会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

与窑市村挂钩结对以来，通过签订共建协议、选
派得力干部驻村、制定出台“乡村振兴·工会助
力”专项行动方案、班子成员带机关人员进村调
研、安排资金援建基础设施、策划推动乡村旅游
项目等一系列组合拳，助推窑市村发展。

2022年，窑市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68万余
元，提前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50 万元”目标；2023
年，窑市村被列为市级“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

市总工会与窑市村的情谊还在继续。窑市村
正在推进“党建共建联建共享空间”在建项目，该
项目通过修缮改造旧村建筑，设置党建活动展
厅、乡村书屋、培训教室、共享驿站等，市总工会
出资捐助该项目。

打造“服务团”

“敦亲睦邻，谦恭孝敬。笃学可风，诗礼传家。
居家勤俭，铢积寸累。从善不辍，扶危济困……”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姑婆祖孝廉广场，解说员
郑阿萍正忙着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郑氏姑婆
祖家训。

在大嶝街道，有一座以“弘扬孝廉文化”为主
题的姑婆祖孝廉广场建筑，它坐落于田墘社区金
门县政府旧址红砖厝聚落，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图
画方式展示姑婆祖孝廉文化精髓，寓教于乐。

郑阿萍是土生土长的翔安大嶝田墘人，让游

客感到不虚此行，吸引更多人来到田墘旅游，是
她做解说员的动力。为了精进讲解能力，2023年，
她积极报名参加市总工会举办的乡村振兴试点
示范村讲解员培训。“老师采取多元化培训方式，
课堂上我们会讲一讲大嶝郑氏宗祠文化，评一评
同伴讲解的优点和不足，测一测讲解技巧和服务
礼仪，对我的业务水平帮助很大。”郑阿萍说。

讲解员培训是“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一
个缩影。全市各级工会还充分发挥“职工学堂”技
能培训平台作用，为农民工免费开展技能培训促
就业服务，推广订单、定向、定岗培训模式，打造

“服务团”，帮助农民提升技能水平，增强为下乡
客人提供高质量服务的能力。

乡村振兴路上的“工”力量
□本报记者 邓婕

“五一”假期，厦门各大乡村旅游目的地迎来
出游热，众多市民游客选择走进乡村，享受恬然
自乐的悠闲时光——

海沧区通过举办天竺山桐花旅游节、天竺山
森林山谷音乐会等活动，联动山下洪塘村、过坂
社区、寨后社区，吸引近 16 万人次市民游客涌入
打卡；同安区仅军营村、顶村村等 8 个乡村就接
待游客近 10万人次……

乡村人气持续飙升的背后，离不开引客下乡
政策的助力。

为破解厦门岛外乡村普遍存在的客流不足
等难题，今年初，厦门印发《关于引客下乡助推乡
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工作方案》（下称《方案》），
鼓励引导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带头，助力城市资
源下沉乡村，推动农村面貌提升、农业产业提档、
农民收入提高。

花式引客来
到三秀山村了解中草药种植，到大宅社区采

摘火龙果，到澳头社区看北欧艺术展，到青礁村
制作凤梨酥，到洪塘村住特色民宿……

5 月 7 日，“悦动乡村 携手振兴”2024 年厦
门市引客下乡助力乡村振兴主题活动正式启
动，现场发布了 2024 年厦门市引客下乡村迹图
微信小程序和手册。村迹图汇聚了厦门岛外四
区 6 条团建主题路线、4 条培训主题路线、9 条游
玩主题路线、5 条研学主题路线及 17 个重点村
的吃购玩住等信息，市民游客可按图索骥，探索
美丽乡村。

解锁乡村新玩法，是吸引市民游客的关键。
“ 五 一 ”期 间 ，2024 厦 门 国 际 赛 车 生 活 节

在 翔 安 内 厝 镇 的 红 珊 汽 车 文 化 公 园 轰 鸣 开
赛，吸引了全国数十支汽车、摩托车车队竞速
鹭 岛 ；区 别 于 这 边 的“ 速 度 与 激 情 ”，同 样 位

于翔安的黄厝村以典雅端庄的古厝古陶和各
具特色的艺术家工作室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
目光……

据介绍，翔安区有 33 个产业特色明显、示范
带动显著的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按照厦门“引
客下乡”要求，翔安挖掘本地文旅资源，将其整合
串联成线，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
为乡村集聚人气。

鼓励教培活动下乡、引导群团活动下乡、推
动学生研学下乡……有别于传统的旅游接待，此
次引客下乡，还包括了会议、研学、培训、康养、旅
居等多元业态。

留住八方客
聚集人气，还要留住人气。如何让游客的旅行

体验更丰富、更立体，推动乡村从“网红”变“长红”？

从好吃、好物着手。《方案》提出，推动成立乡
厨联合会，定期举办乡厨争霸赛，积极推介系列
风味美食，广泛推广闽南“茶桌仔”，兴起乡村“茶
宴”，打造有味道的乡村文旅胜地。同时，充分挖
掘闽南乡土文化价值，鼓励非遗工坊、文化创意
工作室等各类文创主体到乡村结合特色产业开
发设计特色产品。

此外，《方案》聚焦发展乡村夜经济，提出鼓

励支持市场主体运用新设计、新技术，打造“艺
术＋”“文化＋”等可感知、可体验、沉浸式的乡村
夜餐、夜饮、夜话等夜市场景；推动戏曲文艺等文
娱活动进乡村，支持书画家、音乐家、非遗传承人
等人员到乡村开展夜间文体娱乐活动，用点亮乡
村夜生活的方式，让游客欣赏别样的乡村景致。

“接下来，我们还将充分挖掘各区乡村特色，
设计夏爽繁星、金秋踏果、围炉冬暖等乡村振兴
主题路线，引导市民、游客下乡体验，见证乡村蝶
变，助力乡村振兴。”厦门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陈开斌说。

优化软硬件
游客纷至沓来后，乡村如何才能接得住？
软件硬件一起抓。《方案》提出，盘活农村闲

置资源、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等措施，提高下乡
客流的接待能力；实施乡村通达工程，加快串联
乡村主要旅游景区景点、主要产业节点及特色村
庄的生态路、旅游路、产业路等高品质农村骨干
公路建设。

在 2024 年厦门市引客下乡助力乡村振兴主
题活动上，集美区引客下乡导流平台合作项目、
海沧区一农下陈智能生态循环农场项目、翔安区

“十里桃源”等 4 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约 2585
万元，将进一步加快资源要素流动、盘活乡村资
源、丰富延伸产业链，提高乡村承载能力。

“我们计划到 2027 年，提升打造 30 个产业
链、价值链、供应链齐全的乡村，提高乡村农文旅
承接能力。”陈开斌说。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完善乡村的基础设
施，多措并举提高下乡客流的接待能力，优化整
合乡村资源，提升乡村服务品质，给市民游客带
来更好的乡村体验。”厦门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
伟文表示。

引客下乡引客下乡引客下乡引客下乡，，，，激活乡村发展一池春水激活乡村发展一池春水激活乡村发展一池春水激活乡村发展一池春水
□本报记者 黄鑫 邓婕

乡村让城市更美好，城市让乡村更繁荣。厦门印发《关于引客下乡助推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工作方案》，发布17条举
措引客下乡，助推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

如今，厦门机关企事业单位已带头到乡村开展各类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市民游客选择走进乡村，体验采摘
新鲜果蔬，在乡野徒步露营……乡村的花式玩法推陈出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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