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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需
要各类人才共同书写。

九龙溪畔，张坊村依山傍
水。新落成的村标，崭新的体育
健身器材，与绿化苗木相互映
衬，让村口焕然一新。

“村口展现一个村的形象，
之前这里是一片荒地，结合村庄
环境整治，我们对村口进行了改
造提升。”张坊村党支部书记、村
主任张克文说。

张克文原来在贡川镇上班，
退休后恰逢村里换届，决定回来
为村里做点事情。

“在这里出生长大，干过村
主任、民办教师，对村里的情况
实在是太熟悉了。”1992年，在村
里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张克文，
通过招干考试进入贡川镇财政
所工作。

30 年后，再次回到村里，看
着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张克
文还想再添一把火，让乡亲们朝
着共同富裕目标快步前进。

“上任以来，向上争取资金
硬化了近 2 公里村道，修建了 1
条机耕道。”张克文说，下一步，
要着手修建400米河边休闲步道

和部分水利灌溉设施。
张坊村土壤富硒，种植的西

柚、红美人、空心菜远近闻名，目
前种植面积 700 多亩。张克文
正在思考，如何立足优势，做足
特色。

离开故乡是为了改变自己，
回到故乡是为了改变父老乡亲
的生活和村庄面貌。和张克文
一样，一批离开故土的能人，重
新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2002 年，余功淼离开下早
村，在厦门从事废旧轮胎收购、
炼油。2018年，余功淼回到曹远

镇兴办企业，解决了村庄和周边
村30多名村民就业。

“机耕道项目要投入40多万
元，饮用水项目完成后能解决
200 多名村民饮水问题，地灾点
整治也要加快进度。”去年村里
换届，余功淼当选村支部书记、
村主任，摆在他面前的都是村民
关心关注的事。

村老人协会建设筹资300多
万元，是让余功淼比较自豪的一
件事。余功淼希望和村民们一
起努力，把村庄建设得更好！

能人回乡，可以带来乡村振
兴的新点子、新思路，让村庄更
美、村民更富。

2010年，吴晓乐退伍回到吴
家坊村，在永安从事二手车生
意。去年 4 月，吴晓乐准备和朋
友到厦门发展。

“村里换届，镇里希望我能
留下来。”吴晓乐说，经过反复权
衡，最终决定留下来，厦门的公
司由朋友共同管理经营。

担任吴家坊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后，吴晓乐忙得不亦乐
乎。“村庄要进行环境整治，村民
要用自来水、建休闲步道，村里
的鱼塘、稻田流转后要统一经
营。”吴晓乐说，目前已经完成了
村公厕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下
一步，最重要的是争取、筹措资
金，让村庄变一个样。

奋楫新征程，扬帆再启航。
一曲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正在
曹远镇的青山绿水间唱响。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行走在永安

市曹远镇的乡野大地，绿树红花掩映着

整洁美丽的村庄，山野田间果树披绿、

菜畦成行……乡村振兴，给这片广袤沃

土注入了新生机，激发了新活力。

近年来，曹远镇立足当地实际，坚

持党建引领、规划先行，抓重点补短板，

培育特色产业，加快人才回引，提升乡

村颜值，乡村振兴迈出新步伐，在广袤

沃野绘就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

美的新画卷。

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必
须坚持规划先行。

“我们与福建工程学院、
三明市住建局对接，坚持‘原
生态、低成本、有特色’，先
后完善了曹远镇和各行政村乡
村振兴总体规划。”曹远镇党
委书记刘国华说。

在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曹
远镇各个行政村耕耘出一番新
天地。

走进霞鹤村，村口处重新
进行了绿化美化提升，“霞出
九龙溪、鹤舞天然园”一行大
字，勾勒出一幅饱含诗情画意
的独特景观。“霞鹤村山清水
秀，本来条件就很好，目前正
按照‘一心三路九园’设计方
案，即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三
条主题道路、九个特色公园，
进行村容村貌提升。”霞鹤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黄吉杰边
走边介绍。

沿着环村“白改黑”道
路行走，距离村部不远处的
一片田地上，村民们正在种
植黄花菜苗。再过几个月，
这片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花菜
观赏园，将成为村里的网红
打卡点。

绿树成荫，水绕村郭，霞
鹤村生态环境优美。福建省会
内迁永安期间，这里作为改进
出版社编辑部躲避日机轰炸的
隐蔽据点，为宣传抗战和传播
新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出版社旧址前的空地
上，工人们正在忙碌地施工，

“抗战文化出版纪念园”初现
雏形，将为这个美丽的村庄注
入新的文化内涵。

整合山水、村落、文化资
源，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打造
湿地园、鱼乐园、出版园等特
色功能分区，一个水岸联动、
游憩相宜、昼夜辉映的乡村公

园，有了更为清晰的轮廓。
霞鹤村的“蝶变”，是曹

远镇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为抓
手，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一个生动剪影。

曹远镇通过开展“村民夜
谈会”，问民需、解民忧，发
动党员、村民进行房前屋后整
治，重点拆除废弃的空心房、
田间附属房和鸡棚、鸭棚、牛
圈、羊圈，清理乱搭盖的彩钢
瓦，将房前屋后扫清楚、拆清
楚、摆清楚。

结合“四好农村公路”建
设，镇里开展汶一村、汶四
村、吴家坊村等村庄乡村道路
两侧环境整治，实施生态修
复、绿化美化。同时，加强森
林、河流、湿地等保护修复，
开展工业“十小”污染和扬尘
整治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

建管并举，构建常态长
效机制。曹远镇结合实施农
村生活垃圾、公厕治理提升
方案，对各村开展人居环境
工作进行督查考评，根据考
评情况，分等次发放生活垃
圾治理补助资金。

“原来大门前是泥土地，
村里要对各家各户进行评比，
花了五六千元钱铺了水泥。”
霞鹤村村民陈兴梅说，通过参
加评比，家门口变样了。

霞鹤村家家户户自带庭
院，花木扶疏，树影婆娑。去年
3 月，村里开展“最美庭院”评
比，村民打理自家庭院积极性
更高，村容村貌明显提升。

曹远镇在三明市率先成
立生态综合管护队，镇里充
分发挥管护队作用，建立了
道路、河道、饮用水源保护
区及企业生态环境情况巡查
长效机制，持续巩固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成果。

乡村振兴，产业领衔。
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走

进坐落在半山腰的陈坑村，眼
前绿油油的特早蜜桔果树漫山
遍野、连绵起伏。

陈坑村 2002 年开始种植特
早蜜桔，最初种植面积 100 多
亩。近年来，随着市场行情越
来越好，在党员种植大户的示
范带动下，村民种植积极性大
幅提升，目前全村种植特早蜜
桔 1100 多亩，被列入省级“一
村一品”示范村。

“去年全村特早蜜桔销售收
入800 多万元，村民人均收入2
万多元。”陈坑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余兴进说，今年行情更
好，果树刚发芽，全国各地客商
就来订货，批发价由去年每斤
2.9元提高至3.7元。

做大特色产业，让村民钱
袋子更鼓。今年，陈坑村决定
扩大特早蜜桔种植面积，对村
集体400多亩荒废的油茶林重新
开垦后，通过招投标由村民承

包经营。
“目前村财收入来源是生态

公益林补偿金，每年 7500 元，
通过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可
以增加村财收入。”余兴进说。

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一
村一品”，更多像陈坑村特早蜜
桔这样的特色品牌不断打响。

目前，曹远镇已培育葡萄
柚、西柚、红肉脐橙、“红美人”
等优势产品，其中，特早蜜桔种
植规模约3500亩，葡萄柚、西柚
种植面积约1000亩。同时，镇里
加大经营主体、科技示范主体、
益农信息社等扶持力度，加快埔
头葡萄、张坊红肉脐橙、汶四葡
萄柚等农业示范园建设，培育集
采摘、观光、旅游、民宿、餐饮
于一体的特色农业典型示范基
地，为推动全镇农业高质量发展
提速赋能。

引金融活水，润泽乡野大
地。曹远镇以荣获“三明市首
个 ‘福 田 贷 ’信 用 镇 ”为 契
机，用好用活“信用镇”信贷

支农等各项优惠政策，不断激
发农业产业发展活力，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

一花独放不是春。曹远镇
产业之花多点绽放，异彩纷呈。

“通过整合周边旅游资源，
我们可以根据游客需求，串点
成线，设计一日游到五天四夜
游不同的旅游线路，让游客在
永安、在霞鹤留下来。”霞鹤生
态农庄总经理陈芸说。

霞鹤村做足“党建+生态旅
游”文章，村委会以现金和土
地租赁方式入股，全体村民以
现金入股，与企业合作成立福
建霞鹤乡村旅游有限公司，资
源变资产，村民变股民，务农
变务工，产品变礼品，旅游产
业方兴未艾

汶四村有独特的“知青文
化”和“孝廉文化”，清水池村
是刘佐成故居，上墩、下墩、
埔头等 11 个村被列入库区移民
村。镇里充分发挥霞鹤村国家
3A 级景区带动作用，启动汶州

至霞鹤旅游公路建设，建设霞
鹤至埔头美丽乡村景观带，打
通霞鹤—汶洲—张坊—埔头旅
游线路，构建“闻山、阅水、
感绿、怡情”深度融合的九龙
溪沿岸生态旅游体系，切实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绘绘就广袤沃野新画卷就广袤沃野新画卷
——永安市曹远镇推进乡村振兴侧记

●本报永安记者站 魏兴谷 王 燕 文/图

规划先行，提升乡村颜值 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

引才留人，共绘美丽家园

曹远镇全貌

▲ 汶四村里的“知青楼”
◀ 埔头新貌

霞鹤村新硬化的水泥场
成为村民晒农产品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