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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产业文章
区域品牌更响亮

书峰乡地处仙游县北部山区，好山好
水孕育了名优农产品枇杷，迄今已有 600
多年的种植历史。“书峰枇杷”于 2017年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富民强村
的“香饽饽”。今年，“书峰枇杷”产量超过 1
万吨，产值达到 1亿多元。

“好销路要有好口碑，好口碑要有好
品质。”仙游县书峰乡党委书记张杰告诉
记者，乡里将追溯凭证与合格证衔接融
合，特别是针对枇杷种植散户，加大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推广力度，实现枇杷品质严
把控，同时依托书峰乡枇杷专业合作社，
增强全乡果农科学种植管护、加工和销售
意识，大幅提高了“书峰枇杷”的质量。

书峰村家家户户种枇杷，是书峰乡名
副其实的主产区。村里的枇杷不愁卖，但
每逢集中上市期，果农总要担心物流问
题。“现在，从果园到快递揽收点，最多只
要 5 分钟。”书峰村党支部书记林建耀说，
这得归功于全新的智慧物流体系，可以连
接每一个枇杷基地，为果农提供相关的市
场分析数据，让枇杷坐上“直通车”，降低
了物流成本。

以创建农业产业强镇为目标，书峰乡
与福建省好农康食品有限公司、福建省四
季有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向深加工、精加工领域拓展，
相继推出枇杷膏、枇杷冻干果脯、枇杷罐
头、枇杷月饼、枇杷叶茶、枇杷花茶、枇杷
果冻、枇杷酒等一系列新产品，带动书峰
枇杷产业转型升级，走出一条枇杷产业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康庄大道。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度尾
文旦柚”于 2022年进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度尾镇境内分布着特有的砖红性
红壤和沙质黄壤土，内含丰富的有机质和
有机盐，加之常年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为
文旦柚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催生出有
口皆碑的好品质。今年 2月，农业农村部公
布了 2023 年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录，其
中，度尾文旦柚榜上有名，是莆田市唯一
入选的“土特产”。

度尾文旦柚既是莆田市四大名果之
一，也是全国三大名柚之一，被消费者赞
誉为“无籽蜜柚”，其外观形似大秤砣，色
泽青黄、果肉细嫩、香甜适口，早已成为当
地农民的支柱产业。如今，度尾文旦柚不
仅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城市，还
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仙游县农业农村局茶
果站站长陈铁娇说，受益于“土特产”文旦
柚，度尾镇湘溪村登上了 2022年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名单。

2022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
元村名单上，龙华镇金溪村同样在列。由于
盛产茶叶，金溪村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金溪村多山地丘陵，土壤为黄壤和
红壤，富含有机质，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茶叶
品质。诞生于金溪村的福建金溪茶业有限
公司，目前是仙游县唯一一家集茶叶种植、
研发、生产、销售、出口及茶文化传播于一
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其生
产的名优茶“忠惠仙韵”备受市场认可，远
销欧美、东南亚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好茶需要好原料，更需要不断精进
的制作工艺。”福建金溪茶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世统介绍说，公司先后投资 3000万
元，购置先进的茶叶生产全自动一体化设
备，实现了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同时利用
自有专利，研究茶叶加工技术，并建立茶
叶检测中心、研发中心和样品基因库。目
前，基因库已汇集世界各地 1000多种精品
茶叶，涵盖绿茶、红茶、白茶、黄茶、黑茶、
乌龙茶等六大茶类品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瞄准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仙游县做大
产业文章，实施产业特色镇、专业村培育
三年行动计划，突出“艺雕之乡”“枇杷之
乡”“文旦柚之乡”等一镇一业，金溪茶叶、
金沙薏米、游洋甜柿等一村一品，梯次打
造一批特色产业超亿元村、超十亿元镇。

“按照三产融合的发展思路，培育壮
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强特色优势产
业，推动形成具有自主发展能力的集体经
济。”仙游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国庆表
示，未来将持续专注于“土特产”的活化、

转化和市场化，提升“仙字号”名特优新农
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美誉度，构建具
有仙游特色的乡村现代产业体系。

做优文旅文章
古村古韵留得住

来到菜溪乡菜溪村郑侨祠堂，游览
古人在乡读书和回乡办学兴教的旧址，
近距离感受当地浓厚的耕读文化氛围。
1132 年，郑侨出生在菜溪村北溪自然村，
南宋乾道年间在殿试中一举夺魁，成为
仙游有史以来第一位文状元，留下了许
多传奇佳话。

除了人杰地灵，菜溪乡还是个山清水
秀的好地方。地处山区的菜溪乡平均海拔
520 米，因境内菜溪岩风景名胜区而得名。
全乡森林覆盖率高达 87.8%，是座天然氧
吧。

2021 年，菜溪乡围绕历史人文，结合
区位交通和自然景观优势，策划生成一批
文旅招商引资新项目，打造郑侨状元文化
公园，提升生态旅游、文旅集散、民宿度假
等服务水平，同时引进专业化公司，为本
地及周边地区学校师生打造一个研学旅
行实践星级基地。

“研学基地于 2022 年试运营，吸引不
少学生过来游玩。去年 6 月，公司对照省、
市、县标准，向主管部门提交了申报资料，
争取创建省、市级研学基地。目前，主要是
与当地政府合作，推出状元家宴文化，进
一步丰富菜溪状元文化。”福建新航程研
学旅行有限公司策划顾问林非说，菜溪新
航程研学旅行营地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
完善基础设施，二期将依托菜溪旅游新
村，建造一个以星空房、太空舱为载体的
特色体验宿营地。

菜溪乡党委书记蔡俊宾表示，下一步，
将以象星岳氏古厝群提升活化利用为抓
手，深度打造“游仙游、中状元、小菜一碟”
特色文旅品牌，跨村联建、成片推进乡村发
展战略，并紧紧依托仙游全域旅游大开发
契机，加快推进全域旅游服务中心规划建
设，高质量打造柴落坑、顶南湖等景区，激
发景区业态活力，丰富文旅康养项目。

在发展文旅经济过程中，仙游县注重
留足村庄韵味、传承乡村文化，坚持由表及
里、塑形铸魂，切实从“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
来、万村共富”中，探索出一条造就美丽乡
村、造福农民群众的新路径，把农村建设成
农民身有所栖、心有所依的美好家园。

石苍乡高阳村是个革命老区村，以成
功入选省级产业振兴示范村为契机，抓住

“露营+乡村”的发展新机遇，依托省委驻
地旧址、千年古刹等旅游景点，整合村内
溪边、边角地、树下空间等土地资源，引进
福建莆田市云水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累
计投资 700 万元，开发“溪缘谷”露营产业
项目，打造全市首个宋韵主题露营地。

今年“五一”期间，高阳村开展“千年
宋韵 一梦溪缘”巡游活动，牛刀小试，让
游客沉浸式领略了传统文化魅力。“村里
有个兴建于北宋的云顶寺，南宋状元郑侨
曾在寺内读过书，还为寺庙作楹联，所以
露营地就以宋韵为主题，在整体外观设计
上采用了宋代的风格和元素，让游客有种
穿越时空的感觉。”高阳村党支部书记温
敏说，项目通过收取年租金和运营抽成，
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预计村集体年创收
可增加 15 万元，同时办起长者食堂，带动
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农副产品。

成片的山楼式古厝民居错落有致，饱
经风雨的石墙青瓦爬满苔藓，皴黑粗糙的
青石路古朴青幽……走进与高阳村毗邻的
济川村，古香古色的气息扑面而来，展示着
2000 多年的厚重历史。济川村既是中国传
统村落，又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济川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林健华说，近几
年，村里筹集大量资金，修缮拾德堂、枪楼
等古建筑，修建 56 栋农房、6 栋多层房屋，
改造村史馆，同时采用“改建+租赁”的方
式盘活闲置建筑，打造“古村民宿”。

石苍乡乡长张燕华表示，接下来，将
聚 焦“ 山 区 慢 生 活 ”文 旅 康 养 ，激 活“ 党
建+”引擎，按照“点上突破、联线辐射、全
域共富”的总思路，以探索环金钟湖“跨村
联建”片区为支点谋篇布局，奋力描绘“业
兴民富、村美人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做足人才文章
招贤纳士汇智力

“先后补充了 2名‘90后’年轻干部，把
农村发展需要的人才吸纳进队伍，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生力量。”鲤南镇象林村党支
部书记林双林说，与地缘相近的象运村联
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党小组，引导党员带
头学技术、带头勤劳致富、带动群众共同
富裕。目前，象林村采取“党支部+企业+农
户”的经营模式，已流转了 20公顷土地，规
模化种植水稻和油菜花，今后将逐步向家
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或企业发展。

翁林是象林村驻村第一书记，他向上
争取到 90万元补助资金，村里用于修建休
闲栈道，串起彩虹路、玻璃桥、莲心池、茶
园、果园、天鹅湖、祥林山庄等整村景点，
同时建设高标准农田，拓展夜间经济，开
发民宿，村集体经济收入年增长 5 万元以
上，村民人均年收入提高 400 元。去年，象
林村成功入选省美丽休闲乡村。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仙游县实施
“四名三增一创”（名支书、名村庄、名企
业、名产品，人口增长、“村财”增加、农民
增收，创特色亮点）三年行动，夯实基层党
支部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在乡村振兴中的
带头作用。

“羊肚菌大概在每年 3月初上市，采摘
期长达一个月，可以冬种春收。”社硎乡众
合农场负责人罗飞鹤告诉记者，种植基地
亩产鲜菇近 500公斤，按照今年市场行情，
每亩产值超过 5 万元，而干菇零售价较为
昂贵，每公斤高达 1000元左右。

3年前，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田利村
党员干部罗飞鹤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他率先出资流转村里的闲置土地，并
成立专业种植合作社，与当地供销社建立
产销关系，逐步扩大自家羊肚菌种植规模。

社硎乡地处仙游县北部山区，海拔
高、生态好。2021 年，省级科技特派员邱春
锦带领莆田市农科所技术团队，在田利村
试种羊肚菌获得成功。经过综合研判，邱
春锦得出结论：在莆田山区，海拔 800米以
上的地带可以种植羊肚菌。“最初，我们尝
试在海拔 800 米以上的地带种植羊肚菌，

现在下探至 420 米。将近 400 米的海拔落
差，释放出 5000多亩的可种植空间。”邱春
锦说，如今，羊肚菌已在社硎乡推广种植。

“羊肚菌种植周期短、市场效益好、投
资见效快，是一个前景可观的富民产业。
部分村民从中尝到了一点甜头，也影响到
其他村民，很多人从顾虑观望到跃跃欲
试。”社硎乡修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陈贤广说，去年，全村种植了 30亩，每
亩毛利为 2 万元左右，今年将继续流转闲
置的抛荒地，发动更多留守人员参与种
植，力争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在外乡贤与在地能人
同等重要。仙游县建立在外乡贤分类人才
库，招引在外乡贤回乡投资，解决“政府在
干，群众在看”、财政不足等问题。目前，全
县已有 33 个建制村吸引返乡投资项目 40
多个，引税近 4000万元。

苏春锦是社硎乡在外乡贤，长期在江
苏常州市从事食品销售，几年前，他回乡
投资，创立了仙游县山头人生态农业合作
社，选择在仙头村流转山地，种植油茶树，
并采取“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实行
统一品牌、统一质量管理、统一收购销售。
目前，合作社基地面积达到 180 亩，种有
1.5万棵油茶树。

“注册了‘食善田园’品牌，还开发了
一个同名小程序，并且在县城开了一个实
体店，线上线下同时售卖。产品已从单一
的山茶油，发展到笋干、地瓜粉、水鸭蛋、
单季生态米、香菇、蜂蜜、山萝卜等多种品
类。”苏春锦表示，下一步，将加大对优质
农产品的推介力度，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促进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

社硎乡乡长林琰介绍，为了深入推进
县委、县政府校地共建的工作部署，该乡
与闽江学院合作，借助高校人才资源和本
地资源优势，共建校地合作基地，共育乡
村建设人才，共树乡村振兴样板。

“我们每年都会利用暑假和课余时
间，专程来到社硎乡，就地取材拍摄纪录
片和专题片，把当地的物产、风土人情、历
史文化宣传出去。”闽江学院新闻传播学
院学生廖婷说，今年 6月，创作团队将入驻
塘西村，拍摄文旅相关的视频，同时通过
福品网售卖当地“土特产”。

千年古邑仙游地处
木兰溪中上游，作为省
级乡村振兴重点县，仙
游县立足自身禀赋，按
照“ 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生活富裕”总要求，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
莆田各县、区、管委会乡
村 振 兴 实 绩 考 核 排 名
中，仙游县已连续五年
位居全市第一。2022 年，
仙游县被评为全国乡村
建设评价样本县。

将全域 325 个村居
划分为产业带动型、历
史 活 化 型 、生 态 休 闲
型 、文 旅 撬 动 型 、红 色
引领型等 5 种乡村振兴
类别，在每个乡镇确定
3 至 5 个 村 进 行 跨 村 联
建试点，仙游县通过优
势 互 补 、资 源 共 享 、错
位 发 展 、形 成 特 色 ，打
造一批产业特色镇、专
业村以及特色品牌示范
片区，复制推广典型经
验，绘就木兰溪畔亮丽
乡村底色。

聚力农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仙游县以“有得
看、留得住、带得走、想
再来”的理念，系统开发
运营“春夏秋冬”四季旅
游及特色产品，着力破
解旅游资源整合不足、
深度研究策划不够等难
题，打响“有一种旅游叫
仙游”的旅游新名片，实
现一产“接二连三”、旅
游业“接二连三带一”。
2023 年，全县接待游客
量同比增长 44.2%，有 3
个村被列入第六批中国
传统村落，2 个村成为省
级美丽休闲乡村，2 个村
获评省级森林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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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仙游县社硎乡塘西村仙游县社硎乡塘西村 陈若凡陈若凡 摄摄 度尾文旦柚喜获丰收度尾文旦柚喜获丰收。。 郑志忠郑志忠 摄摄

仙游县社硎乡儿童参与闽江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创作团队的专题片拍摄。（资料图片）

仙游县石苍乡高阳村“溪缘谷”露营基地（资料图片）村民在售卖“书峰枇杷”。（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