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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礼乐文化与耕读文化，自古以来
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文化瑰宝。闽清礼乐文化源远流长，是
闽清县的特色文化名片，也是以文促旅，助力
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认同感，号召大
家践行勤笃劳作，笃志修身的“耕读传家”理
念，7月 6日下午，九野小镇 2024耕读文化季
活动在闽清九野小镇开幕。

活动现场吸引大批向往耕读生活的人到
访体验，活动期间开展了丰富多样的耕读主
题活动，包括九野小镇 2024耕读文化季启动
仪式、农耕趣味嘉年华、以书换蔬、特色农产
品市集、农业科技成果展、趣味昆虫讲堂、草
坪音乐会、3D打印实践、读书分享会、书法家
现场书写赠字等活动。

活动当天，一首激昂欢快的民俗锣鼓表
演拉开了九野小镇 2024 耕读文化季启动仪
式的序幕，闽清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鸿和
民盟福建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刘泓先后上台致
辞，表达了举办耕读文化季的初心，传递了耕
读文化对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以耕读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乡土文化需要薪火
相传、代代守护，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在精彩的舞蹈和诗歌表演结束后，致辞
领导一起上台敲响金锣，水牛下水耕田启幕
了九野小镇 2024 耕读文化季活动。启动仪
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新华发行集团福州
分公司与九野小镇战略合作签订仪式和东桥
公益读书社九野小镇活动基地授牌。今后，
九野小镇将依托合作资源，打造多样化的研
学产品和自然田园阅读空间。

在农业科技成果展上，福建省农科院水
稻研究所的专家以及多位农科院大咖亲临现
场。专家们带来最新的农业科研成果分享，
还向到场的参与者普及有关稻米的健康品质
与保健功能等农科知识。

以书换蔬活动现场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
参与，孩子们都拿着自己喜爱的图书，到摊位
上换取自己中意的蔬菜，通过书籍与农耕劳

动成果的转换，让耕读有了更生动的结合。
本次以书换蔬活动收集的图书，将无偿捐赠
给东桥小学公益图书馆。

在3D打印实践工坊摊位前，大家感受到
了科技的神奇魅力，见证二维材料在3D打印
机的加工下变成立体的工艺品。

活动现场还汇集了本地众多优质土特产
商品售卖，东桥土蜂蜜、闽清线面、茶油、地瓜
粉等商品琳琅满目，引得参加活动的游客纷
纷选购。

在小镇明月花房昆虫课堂，大小朋友围
坐一堂，沉浸在老师生动的讲解中，来自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的专家带大家认识各种
昆虫，了解它们的特点及习性。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现场为大家准备了
丰盛的露营美食，大家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
火唱歌跳舞，吹着夜晚的夏风，释放一切的情
绪与压力，感受大自然带来的美好。

在第二天的读书会活动现场，大家一起
分享自己读过的好书，共同探寻书中的智慧
与美好，分享阅读的喜悦，交流心灵的感悟。
在书法交流现场，活动参与者与书法家面对
面交流书法撰写技巧和心得，感知中国传统
书法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还可领取书
法家书写的书法作品。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耕者，事事躬
行；读者，不忘求知。此次九野小镇 2024 耕
读文化季活动是对礼乐文化和耕读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通过丰富的体验活动，让参与者深
入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形成知行合
一的实践观念，有助于青年和学子陶冶道德
情操、养成健全人格，也让他们厚植乡土情
怀、树立担当精神和培养文化自信。

本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
会、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指
导，中国民主同盟福州市委员会、福建省农科
院水稻所、福建省农科院植保所、福建新华发
行集团福州分公司、福建省民盟书画学会、中
共闽清县委宣传部主办，闽清县农业农村局、
闽清县东桥镇人民政府、福州九野小镇产业
运营有限公司承办。 （记者 赖柏林）

九野小镇2024耕读文化季启幕

本报讯 纷红骇绿的花海公园，竹林掩映下的
阡陌村庄，层层梯田云雾缭绕，嵌入云端，农民田
间辛勤劳作，仿佛在画卷中耕耘，这是眼下的福建
省闽清县塔庄镇，一个闻名遐迩的 2023年福建省
高级版“绿盈乡镇”。

近年来，塔庄镇坚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新理念，创新产景结合模式，以“产业景区”概
念，推动绿盈乡村建设，形成了“乡村是景，产业是
金”的农旅结合大风貌，全镇呈现出一幅“水清岸
绿，山村秀美”颇具特色的美丽田园风光。全镇有
21个行政村入选福建省“绿盈乡村”称号，占行政
村总数的87.5%。让绿色充满乡村。

改善人居环境 家园变公园
清风徐来，草木葳蕤。早上 7点多，坪溪岸边

风景别致。塔庄镇秀洋村卫生保洁员朱光进沿着
河道而行，巡查 100 米河段。发现飘浮河面的杂
物，伸出网兜一拽，提起杂物。“每天巡查，我先要
到河边走一走。”

今年 70来岁的朱光进是负责村里卫生保洁，
已有 5个年头了。在他看来，以前的秀洋村环境
卫生极差，垃圾满地，污水横溢。但仅仅只有几年
时间，村庄变化很大，环境卫生变美了。“单从自家
的房子来说，门前有花有草，屋后有山有树，一片
绿色，空气清新，住在这里不比城里差。”朱光进边
走边笑着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9
年，秀洋村将人居环境整治与绿盈乡村建设相结
合，切实开展道路硬化、房屋美化、村庄绿化、水体
净化，土路变成绿道，鲜花开放，绿树成荫，臭水沟
变成小溪，清澈见底，鱼虾畅游。“全村治理沟渠河
流12条，拆除旱厕108座，拆违章78处。”村党支部
书记黄声炎说，全村在保护古村庄的基础上，完成
整治传统庭院 23 座，粉刷外墙立面 26800 平方
米。同时还修建河道驳岸、田园步道、栈道 3 条
1029米，兴建文化走廊一条、积善亭一座、村民活
动中心等 7个文化短板项目得到补上。村民业余
文化生活丰富，乡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2020
年，秀洋村荣获美丽乡村福州市级精品村，去年获
评福建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从脏乱无序到美丽家园。近些年塔庄镇扎实
推进人居环境改造工程，积极打造环境优美的人
居环境精品项目，突出抓好“垃圾、污水、厕所”三
大革命行动，社会效益明显呈现。全镇农村生活
垃圾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 98%以上，生活污水处
理率90.8%以上。随着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环
境持续提升。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5%以上，让
乡村成为美丽家园。

发展绿色农业 荒山变金山
眼下，在塔庄镇林洞村，满山的柑橘，株繁叶

茂，绿色如茵，20多个农民正在翻土施肥。
“这片果园种植的是砂糖柑橘，甜度十足，品

质优良，每年 11月初可以陆续采摘。”林洞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主任詹世姜说，面积 100亩，去年单
产有 2 吨以上，按每公斤 12 元收购，亩收入可达
2.4万元。

林洞村依偎于闽清县东南部的一个小山村。
山高水冷，主要种植单季中稻为主，亩产不过四五
百斤，村民收入低。加上很多村民外出打工，大片
农田荒芜，让人心疼。

然而，在2008年秋季的一天，在广州经商的林
洞青年詹世姜一次偶遇四会砂糖橘，让他茅塞顿
开，产生了引种的意愿。他通过进一步产地考察，
发现该品种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市场收益好。并

且适合林洞种植。于是詹世姜先买回二十株树苗
回乡试种，不出几年，收果很好，这更让他进一步
增强引种信心。

2014年开春，詹世姜放弃广东生意，一人独自
回家，联合 5 户村民，注册成立绿芝源农业合作
社，投资 150 万元，开发荒山荒田，先后种植柑橘
100亩。收获之时，村民们看到黄澄澄的金果子，
喜上心头，跃跃欲试，吸引三十几户村民加入合作
社，当年种植面积一下子扩大到200亩。

“引进‘红美人’之前，村里大多数是 12月—1
月成熟的柑橘品种，缺乏优质早熟品种，由于采收
期过于集中，‘卖橘难’时有出现。”詹世姜回忆
着。2019年，詹世姜从省农科院获悉，有一款“红
美人”柑橘新品，是 9月份采摘的早熟品种。他逐
一前往浙江“取经”，引进种植 90亩。经过精心管
护，挂果累累。由于错位上市，深受市场青睐，每
斤批发价8元，比其它橘品多卖2元钱。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支撑。从人
工锄草、使用农家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
化……，一项项关键技术落地实施，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条件，让林洞村柑橘产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经
济效益。目前，全村成立 3个农业合作社，入股社
员 130 多户。全村有 2/3 以上农户种植柑橘 400
亩，沃柑 300亩，“红美人”100亩，年产量 20万吨，
农业生产值 1010万元，户均收入 1.8万元，比 2014
年增长2.5倍。

“绿盈乡村的农产品特点是绿态，绿态离不开
绿色产业的健康发展。一个乡村引进一项新产
业，要因地制宜，必须符合当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这样的产业可持续发展壮大，绿色生金。”塔庄
镇党委书记林世烽表示，正是基于这一生态发展
理念，塔庄镇大力发展绿色农业，重点突出发展

“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农产品，精心打造林洞
村柑橘产业、炉溪村百香果、溪东村火龙果、上汾
村葡萄、秀环村牛奶草莓等12个农业专业示范村，
实现绿色农产品供应市场。

保护生态底色 山区变景区
发令枪一响，大家驾驶着一辆辆山地越野车

冲出跑道，沿着山道溪涧，越过丛林草地……，开
始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大比拼。今年“五一”节假
日，在塔庄镇梅坪村开启了全县第三场missio全地
形穿越项目比赛。

“missio”简称“UTV”。是一种可以在山坡陆
地行驶的越野车辆，可谓是“陆地霸王”。目前，梅
坪越野项目是全国 17家“UTV”成熟的运营基地
之一。从去年5月1日开业以来，月平均客流量在
200多人次。

“UTV”越野项目场地不好找，它必须有一定
标准的坡坎道路、山涧溪流、树木草地等自然界生
成的硬质物件。梅坪海归青年创业团队负责人孙
鹏介绍，原先，也找过几个地方，并不是很理想。
2018年，他们一行来到梅坪村考察，感觉村子不是
很大，但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均符合越
野场地，尤其是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大家一
目了然，很快相中这里。

“与别的地方比较，外商主动上门投资梅坪，
说明我们村子生态环境确实有亮点。”梅坪村第一
书记周弘耀说，二十几年来，村两委班子一届接着
一届干，把造林绿化、封山育林作为一件大事抓紧
抓好。村里制定村规民约，干部党员带动护林，不
允许个人或集体进山砍伐树木，严禁林区放牧，用
铁腕般的手段护林，才有梅坪今天的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的优美风景。

周弘耀还告诉我们，当初旅游开发，村里特别
要求投资方把护林生态放在首位，并派人跟踪巡
查，违规一起，纠正一起，防止乱砍山林，大挖大
建，造成水土流失。有效地保护村里生态底色。

据悉，梅坪海归青年创业团队，是由12位澳洲
大学生创办的。从 2018年以来，他们将资本与知
识和梅坪自然生态资源相结合，先后投资 800 万
元，兴办了时光餐厅、民宿、文化等 6个文旅项目，
每年吸引3万多名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在塔庄，处处是风景。”如今，站在梅坪眺望
塔庄全镇，尽收眼底。红花绿叶，点缀乡间小道，
一座座白墙青瓦，环境亮眼。作为第三批国家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和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
为著称的塔庄镇，借助生态底色创新“产业立景
区”，将传统生态农业与现代旅游业一并结合，涌
现出坪街和莲洞两个省级“金牌旅游村”，12个各
具特色的旅游农产品，还有精酿啤酒等 32个文化
产业旅游景观项目，最大限度地赋予乡村振兴、绿
色发展，让山区变景区，实现“美丽资源”向“美丽
经济”转化。

（海峡网）

塔庄镇绿盈乡村建设塔庄镇绿盈乡村建设：：

桃 花 园 里 可 耕 田桃 花 园 里 可 耕 田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我县“四普”工作实地调
查进度，加快我县文物建筑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工作进度，7月10日，县文体旅局召开全县
文物保护工作推进会。

当天上午，闽清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前
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闽清文庙进行“四普”现场实
地调查培训。

在现场，普查队员分工有序、分组行动，对闽
清文庙开展细致的拍照、录像工作，并做好影像资
料存档，利用测距仪、卷尺等设备对文物建筑本体
及边界进行测量测绘，全面掌握普查对象的名称、
空间位置、年代、权属、使用情况、保存状况等信

息，现场做好信息采集记录、及时填报普查数据采
集系统。普查队员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确保了
普查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随后，在县文体旅局五楼多功能厅召开文物
工作推进会。市级文物专家阮章魁同志作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要点解读；会议部署了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和文物建筑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情况通报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是新时代文
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十四五”期间文物工
作最大规模的保护行动，是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要求。

会议强调，一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第
一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上下贯通；二要进一
步强化保护力度，逐一摸底调查、落实前置保护，
切实抓好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三要进一
步提升普查质量，严格把握标准、严防弄虚作假、
严把时间节点；四要进一步抓好宣传引导，组织正
面宣传、广泛开展动员、做到人人知晓。

下一阶段，闽清县将严格执行普查方案标准，
规范普查工作流程，科学合理配备普查人员，以严
谨的态度、务实的作风，认真组织开展文物普查实
地调查、系统录入等工作，全面摸清我县不可移动
文物资源状况。 （记者 吴龙义 刘栩辰）

全 县 文 物 工 作 推 进 会 召 开

本报讯 为改善我县的生态环境，我县于
2023年开始建设闽清县建陶企业含酚废水集
中处置项目，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该项目已进
入最后的收尾阶段。

日前，记者在闽清县建陶企业含酚废水
集中处置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主体结构已
完成建设，施工人员们正顶着烈日进行设备
安装作业。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梁鹏源告诉记
者，他们正在进行氨酚处理系统和除臭生物
系统的设备安装。

“我们含酚废水集中处置项目占地面积
5709 平方，总投资 4483 万元，建成后污水日

处理能力400吨。目前工程已完成90%，计划
本月底基本完成设备安装任务。”梁鹏源
说到。

据悉，闽清县建陶企业含酚废水集中处
置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调节池、事故池、隔
油池、除臭系统等，采用“调节+隔油+过滤+
酚萃取+混凝气浮+氨吹脱+水解酸化+两级
A/O+芬顿高级氧化深度处理+除氟系统”工
艺，建成后将为闽清白金工业园内及其周边
地区的 28 家建陶企业解决煤制气含酚废水
二次污染问题，进一步改善我县的生态环境
和营商环境。 （记者 许永鑫）

污水日处理能力400吨

闽清县建陶企业含酚废水
集中处置项目即将完成建设

本报讯 7月 11日,我县“学习千万工程，促进
乡村振兴”专题培训会在上莲乡举办，闽清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王致镜出席开班仪式。

王致镜向参加培训的学员们表示热烈欢迎，
他希望与会团干部充分认识此次培训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坚持学以致用，提升自身素质，并严格遵
守培训纪律，确保培训质量。

此次“学习千万工程，促进乡村振兴”专题培
训会在心上莲·创客空间举行，旨在通过学习“千
万工程”的先进经验，提升团干部的政治素养和综
合能力，为闽清县的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本
次培训会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进行讲座，从各个
方面来研究本次的课题，分组深入讨论适合闽清
的产业发展方向，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提出

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此次“学习千万工程，促进乡村振兴”专题培

训会的举办，不仅提升了闽清县团干部的政治素
养和综合能力，也为推动闽清县的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记者 毛行东）

我县举办“学习千万工程，促进乡村振兴”专题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