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泰宁县杉城镇际溪村“耕
读李家”，仿古的李家客栈、青翠
的李家菜地、古朴的创客坊、美
丽的丹霞田园风光……呈现在眼
前的是一幅自然景观与现代文明
和谐共融的生态画卷。

际溪村离县城 12 公里，早些
年是个典型的省级贫困村，村财
收入不到 5 万元。村里基础设施
差，房屋是老旧木头房，村民田
地少，以种粮种烟或者外出务工

为生，人均收入不足6000元。
近年来，泰宁县大力发展乡村

生态旅游，立足际溪村林深水美、
丹霞田园、岩穴寺庙、尚书故里等
优势，开发文旅康养业态，打造

“耕读李家”森林康养基地。在尽
可能不破坏原有村庄形态下，保护
性地开发生态资源，突出“耕”

“读”主题特色，打造成以“一座
丹霞山乡、一脉岩穴文化、一处心
灵静地、一方农耕乐园”为特色的

美丽乡村。
在 这 里 ， 有 一 群 特 殊 “ 村

民”，他们是台湾上趣智业团队
的队员们。2014 年，团队在台湾
创业青年张欣颐的带领下，入驻
际溪村，接手际溪村的规划设计
工作，致力创造富有创意和活力
的乡村景观。

因“绿”而兴，因“绿”而
富，际溪村迎来“蝶变”。村里的
基础设施一步步改善，老旧的村
居变成错落有致的民宿，静心书
院、闽台美丽乡村交流中心、鹿
趣园等康养业态项目一个个落地
……际溪村按照提升颜值、丰富
业态、高效运营的思路，以景区
的标准来打造森林康养产业，同
时推进江日彩故居、创客坊等 6
座古建筑的保护修缮，引进文
创、休闲等业态，进一步活化古
村落。

村 庄 变 景 区 ， 游 客 越 来 越
多，当地村民纷纷把自己的房
子 改 造 成 民 宿 ，“ 李 家 客 栈 ”

“星空民宿”“花筑·读隅”……特
色 民 宿 成 为 游 客 “ 网 红 打 卡
点”，也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

美 丽 风 景 带 来 了 “ 美 丽 经
济”。如今的际溪村，新兴文旅产
业与农业融为一体，村财收入 30
余万元，人均年收入1.8万元，先
后荣获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福建省乡村振兴试点村、福
建森林康养基地等称号，被评为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美丽风景变“美丽经济”

整合资源 生态“变现”
“三大协会”齐频共振唱响致富曲

■ 践行生态优先 矢志绿色发展

走进泰宁，但见城市秀美宜居、村落环境整洁、文明
新风蔚然，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之美从理想照进现实，
舒展出一幅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宜居
美好画卷。

这如诗如画的美景背后，凝聚着泰宁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决心和干劲。

泰宁县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和大力践行“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的理念，
积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持续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保护修复试点工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走在省
市前列：

空气优良天数达100%；
城镇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达100%；
国、省控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达100%；
金湖湖库水质达标率达100%；
小流域水质优良比例保持100%；
全县森林覆盖率接近80%；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县域水环境质量连续多年位居

全省首位；
先后成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生态

综合补偿试点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园林县城、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县……

■ 秉承生态理念 保护“最亮底色”

绿色生态是泰宁发展的“最亮底色”。泰宁把群众
对生态的需求和期盼作为工作的重要方向，以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建设为抓手，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
防治，让全县群众呼吸上最新鲜的空气、喝上最干净的

水、吃上最安全的食品。
保护生态环境是泰宁发展的“第一工序”。全县划

定生态红线占县域面积的43.83%，居全省第二、全市第
一。建立世界自然遗产等各类保护区域1100余平方公
里；主动将林木采伐指标从原来的20万立方米，逐年缩
减至5万立方米以下；严格执行限制养猪业、石材业、小
水电以及禁磷、柴、坟和“三边”种菜等保护措施，全县农
村污水治理率达70%以上；在项目策划、引进、审批上一
律提高绿色门槛，近年来先后否决了一批化工类、制鞋
类等不符合生态环保标准的项目，有力地保护了泰宁的
生态环境。

“这方水土最美最养人！”是泰宁人民对家乡的评价。
泰宁成为当地群众自豪和外地游客向往的生态家园。

■ 发挥生态优势 走出“绿色路径”

4月17日，泰宁县开善乡池潭村，工人们正在抓紧
实施老旧街区改造，布置年代感影视外景拍摄地，《秋声
不可闻》《空中有座无名岛》等影视作品将在这里开机拍
摄。

影视文化、森林康养、特色民宿、研学培训、运动休
闲……新兴绿色业态经济，给泰宁带来无限活力，加快
旅游转型升级。

泰宁县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引领下，把旅游这
一“无烟产业”作为生命产业来培育，着力构建以旅游产
业为主导的县域特色产业。20多年来，泰宁县囊括了
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5A级景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等多个国内外旅游“金字招牌”，以旅游为主的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1/3，全县约1/5的劳动力从事
旅游行业，创造了全国第五个县域旅游发展模式“泰宁
路径”。同时，大力培育森林康养、休闲旅居、培训研学、
文化美食、医养结合、影视拍摄等新业态、新产业，发展

“绿色经济”。
围绕发挥旅游的融合功能，推动水资源产品、食品、

保健品、竹木制品、矿产品等“五品”开发，加快“五个一”
特色农产品（一条鱼、一袋茶、一棵草、一粒种、一只鸡）
向旅游商品、文创产品转化；围绕发挥旅游的富民作用，
走好旅游扶贫路子，旅游带动脱贫人口占全县脱贫人口
总数的 35%，2018 年泰宁成为全省首批、全市首个“摘
帽”的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9年入选全国乡村
旅游发展典型案例，水际村“三大协会”案例入选世界旅
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 坚持生态优先 推动城乡建设

近日，位于杉城镇南会村的环湖生态休闲步道全
线贯通，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赏美景。泰宁县
把生态发展、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城乡建设全过程，
着力打造阡陌有序、田园美丽、产业兴盛、人民幸福的
美丽县城。

生态成为泰宁城乡的最大亮点。在城市提升上，
逐步形成 44 公里生态步道、18 个景园和“三河六岸”
夜景体系，入选第二批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县，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居全省前列；在美丽乡村建设
上，深化“一革命四行动”，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
场会在泰宁召开，农村新房新村建设、风貌管控等做
法在全市推广。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聘请90多名村级河道专管
员，做到条条河流有人管、片片流域有人清。全县9个
乡（镇）中有8个成为国家级生态乡（镇），111个建制村
创建“绿盈乡村”84个（其中高级版4个，中级版4个），覆
盖率达75.67%。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泰宁多措并举坚
持走绿色发展的高质量道路，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
的文章，用好绿色发展政策，趟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
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让良好生态
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支撑点。

青绿为笔绘山水 丹霞美景迎客来
●本报泰宁记者站 陈启芳 李少兰 文/图

崇际村的幸福鲤鱼雕像

泰宁世界地质公园大金湖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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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李家水际村

泰宁

水际村地处金湖之畔，距泰宁城区10公里，
是库区移民村，也曾是省级贫困村，“吃饭靠回
销，出门靠小船，照明靠松光，就连做了新衣裳，
还得等到过年穿”是村民过去的生活写照。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使贫穷的水边小村
庄脱贫致富？“水际要发展，旅游是出路”，泰宁县
践行“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的理念，充分挖掘水
际村生态特色资源，提出“旅游+扶贫”的思路，以

“政府引导、能人带动、自愿入股”的方式，探索组
建了渔业协会、家庭旅馆协会、游船协会“三大协
会”，整合资源，走出了一条“协会+公司+农户”
的旅游扶贫路子，让好生态为村民“变现”。

由游船经营大户牵头，小户以资金或游船入
股的方式组建游船协会。游船协会对大金湖景
区游船实行统一调度，整顿私自揽客接客等现
象，有效避免了游船之间的摩擦和矛盾。

联合金湖渔民组建渔业协会，取得金湖渔业
养殖承包经营权。渔业协会实行统一放养、统一
捕捞、统一经营，让金湖真正成为渔民脱贫致富
的宝库。

引导村民将自家旧屋拆除，统一盖起了粉墙
黛瓦、风格独具的农家别墅，并成立家庭旅馆协
会。家庭旅馆协会统一诚信品牌、统一对外经营、
统一服务要求、统一安排客源、统一收费标准。

10多年来，“三大协会”推行公司化、市场化
经营管理，不断增强带动村民脱贫增收的能力，
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村民变股东的
华丽转身。游船协会目前拥有2家造船厂、4家
游船公司和 37 艘豪华游船（艇），资产超过 2 亿
元，年营业收入3000余万元；渔业协会创建了全

省首个淡水有机鱼品牌——大金湖“晏清”牌有
机鱼，发展精深加工项目，并在福州、厦门等地发
展连锁加盟店38家，实现年收入3500余万元；家
庭旅馆协会公司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经营收
入900余万元。

针对贫困户，三大协会通过担保贷款、收益
抵扣等方式解决他们入股资金困难等问题，提供
了船员、渔业捕捞员、宾馆服务员等就业岗位270
多个，带动全村及库区周边乡村200多户贫困户
脱贫致富。

如今，水际村民人均收入高出全县平均水平
1万余元，实现了从省级贫困村向“三明旅游第一
村”的华丽蝶变，成为国家级旅游扶贫示范村。水
际村的扶贫做法入选2019年世界旅游联盟旅游
减贫案例、2020年全国森林旅游扶贫典型案例。

在泰宁，“幸福鲤鱼”的故事

久久流传。

1997年4月10日，习近平同

志深入泰宁县上清溪考察旅游

开发和生态保护工作。巧的是，

当习近平同志乘坐的竹排行于

溪流时，一条鲤鱼突然跃上竹

排，正好落在他的脚边。

排工肖可文开玩笑说：“各

位有口福啰，晚上可以加个菜。”

习近平同志微笑不语，随即

脱下套在脚上的塑料鞋套，两手

将筏槽内的鲤鱼轻轻捧起，让鱼

儿和着清水顺势滑入袋内，再用

手舀起清水注入袋中。

待船至码头泊岸时，习近平

同志缓缓拎起水袋，双手一提一

托，半俯着身躯将鱼袋伸向水

面，轻提袋角，让鱼儿顺着水势

游入水中，目送它摆尾远去。

“习近平同志很关心我们旅

游搞得怎么样，并叮嘱‘一定要

好好保护环境’。”排工肖可文、

许美文对这段往事历历在目。

20多年来，拥有世界地质公

园、世界自然遗产、5A级景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诸多国内

外旅游“金字招牌”的泰宁县，始

终牢记习总书记的重要嘱托，把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责任，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锲

而不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耕读李家森林康养基地渔业养殖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