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盛夏时节，漫步建宁，万物竞
秀，硕果累累，粮丰景美……建宁
县素有“闽地之母、闽山之巅、闽水
之源”的美誉，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78%。近年来，建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探索将“绿色颜值”转
化为“金色价值”，对绿水青山进行
产业化开发和经营，延伸产业链和
价值链，发展“美丽乡村+特色农
业+生态工业+文旅康养”等新业
态，激发乡村振兴的“绿色动能”。

从“小打小闹”到
“大产大销”，唱响
“建宁五子”丰收曲

7月27日，走进溪口镇枫元村
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稻浪翻涌，农
户正驾驶收割机收割早制稻种。

一粒小种子的“成长”，要从40
多年前说起。

建宁境内丘陵起伏，山垄田
多，时空隔离条件好，昼夜温差大，
拥有天然的制种优势。一粒好种子
的诞生，除了天时地利，更关键在
于人和。

从 1976 年到 1980 年，建宁派
出上千人到海南学习制种技术，学
成归来后，也面临许多困难。当时
还没有促使种子发穗的药物，他们
只能用手一株株、一粒粒地拨穗，
在不断试错与经验总结中，杂交水
稻制种技术在建宁实现了本土化。

此后，一批制种专业户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1986 年，建宁被确定
为福建省杂交水稻繁殖制种基地
县。为进一步规范种子行业市场，
建宁成立了种子管理站和种子协
会，建立了“基地+农户”的生产模
式，实行订单生产合同收购，促进
建宁稻种香飘万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
视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工作，建宁建
成了24万亩高标准农田，农机开到
田间地头，种子实现自动烘干。
2022年，制种耕种收割综合机械化
率达82.5%。

“像我们这么大年纪，没有机械
化哪敢种这么多。”枫元村64岁的
制种户葛胜利憧憬着今年的收成，
预计除去成本还有10万元利润。

40多年来，建宁制种面积从几
口试验田，发展到 15.7 万亩，面积
和产量均占全国的10％以上，种子
销往全国16个省（区、市）的水稻产
区，还出口到国外，稳稳地撑起了

“中国饭碗”的底盘。
千年建莲，也在发展中迎来

新生。
一棵莲，从莲子、莲芯，到莲

叶、莲藕等，在文鑫莲业、半亩方塘
等企业车间，摇身一变，成了莲子
蛋白粉、莲藕粉、莲芯雪、莲子露、
荷叶凉茶等产品。

依托 5 万亩建莲的优良品质，
建宁持续培育绿色食品龙头企业，
延伸产业链条，发展生态旅游，做
实一二三产融合文章，建莲产业实
现“三级跳”。

眼下，建宁 12 万亩的玉梨、锦
绣黄桃甜蜜上市，原生态的农产品
依托优质快递供应链，搭乘互联网

“快车”，飞向全国各地。
近年来，建宁充分发挥特色资

源优势，打造“建宁五子”区域公用
品牌，全力做大莲子、种子、梨子、
桃子、无患子等“建宁五子”特色产
业体系，现有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62家，创建各级示范农民
合作社99家、示范家庭农场81家，

“建宁五子”全产业链产值达百亿
元以上。

从“脏乱差”到
“清净美”，描绘

“诗画乡村”新画卷

靓丽的民房，花化的庭院，特
色的笋榨坊、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走进溪源乡楚尾村，不少村民
在广场周边带娃嬉戏。

“以前这边都是石头和杂草，
还有一些杂乱的附属房，现在整治
好了，整个村都越来越美了。”村民
黄艳见证了村庄环境的蝶变过程。

今年以来，溪源乡把楚尾村列
为乡村风貌管控提升3.0版建设点，
通过村民代表会、近邻恳谈会等方
式，广泛宣传，掀起党员当先锋、群
众挑大梁的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一时间，废墟杂草变成了有凉
亭、有健身器材，绿化优美的小公

园；穿村而过的河道变成了两岸绿
树成荫、景色优美的景观长廊……

“3月以来，我们拆除附属房96
栋，改造新房103栋，打造出了宅间
古道、古树园等景观，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楚尾村党支部书记聂建
东说，环境变化还带来了更和谐的
民风，更团结的民心。

如楚尾村这般美丽的乡村，星
星点点散落在建宁的青山绿水之
间，点缀着“诗画乡村”画卷。

近年来，建宁县深入学习借鉴
浙江“千万工程”好经验，先后开展
乡村建筑风貌管控提升“百日攻
坚”、美丽建宁“三清双提”行动，出
台《建宁县2022-2024 年交通路网

“白改黑”三年行动方案》，打造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2021年以来，推动乡村建筑风
貌从 1.0 版到 2.0 版再到 3.0 版，全
县 92 个行政村已有 41 个开展 2.0
版以上乡村建筑风貌管控提升，完
成农房整治5000余栋，拆除破旧附
属房 2700 余栋。同时，完成乡镇集
镇道路、乡村道路“白改黑”50余公
里。2023年，有14个村庄列入3.0版
改造范围，乡村风貌还在不断刷新

“颜值”。
实干争先，交出亮眼成绩单。

建宁县获评 2022 年全省城乡建设
品质提升综合绩效优异县、全省村
庄清洁行动成效突出县、全国乡村
建 设 评 价 样 本 县（2022 年 、2023
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从“卖产品”到
“卖风景”，做好

“美丽经济”大文章

“我们每年夏天都会来这边住
几天，风景很好，还能体验采摘的
乐趣。”7月28日，在溪口镇枧头村
春花农场，来自厦门的陈宇带着一
家人正在果园采摘梨子。

春花农场“出圈”的背后，有一
段成长史：2013 年，农场主陈春花

返乡接手父亲的果园，起初单靠果
园卖梨，收入单一。

春赏桃红梨白，夏品瓜果飘
香。建宁农业资源丰富，乡村生态
环境好，吸引很多人来赏花摘
果，但大多逛一逛就走了，停留时
间很短。

于是，陈春花发现机遇，将发
展思路从“卖产品”向“卖风景”转
变，她在果园里开了厨房、建了民
宿、还养了孔雀种了菜，游客慢慢
从“过客”变成了“过夜客”。

雨后的濉溪镇高峰村，远处
山间云雾缭绕，山下一池池新
荷，迎来远方的游客……在这个
朝气蓬勃的山村，已找不到贫穷
落后的痕迹。

上世纪80年代初，高峰村民从
高山上陆续搬到山下生活，由于全
村处于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
砍，村民很难讨生活，但村里有着
良好植被、清澈水质和交通优势。

转变思路方向明。“村里成立
了股份经济合作社，组建旅游运营
公司，发展漂流、赏荷戏水等乡村
旅游项目。”村党支部书记林长礼
说，村民可以做护漂员等服务工
作，以“股东+员工”双重身份获得
收益分红。目前，全村已发展民宿
15家，农家乐和农家超市9家。

金铙山、渔人码头、香溪花谷、
谢马苏梯田莲海、畲族器村……青
山绿水间，建宁提笔落墨，掘金“美
丽经济”，做旺旅游人气，形成了全
域旅游发展格局。

四季有花，全年有景。近年来，
建宁稳步推进全域生态旅游示范
县建设，实施了“三之·五子”生态
文化园、郊野垂钓基地等文旅康养
项目，连续举办“5·20 新文旅”“为
荷而来”等系列活动，率先出台民
宿管理、民宿奖补政策，实施“百宿
计划”，打造荷悦山庄等精品民宿
20 家，带动文旅康养特色产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和美乡村景色新“绿变产业”天地宽
——绿水青山间的建宁故事

●本报建宁记者站 饶丽英

“我平常也喜欢写写画画，能在
家门口听到高水准的美术讲座，提
升自己的文艺素养，十分开心。”聆
听了市美术家协会开展的公益讲座
后，市民王莉秋说。

7月30日，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
鹏飞公益讲座《中国画写生感悟》在
三明市文艺交流中心举行。王鹏飞结
合名家写生作品与自身写生体会，阐
述了对中国画写生的理解与感悟，讲
座内容深入浅出、实例生动，吸引了
三元、沙县、永安等地近百名美术爱
好者到场聆听，认真学习，整场讲座
充满了浓浓的学习气氛。

此次讲座是“丹青盛夏”三明市
美术家协会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
三明市文联坚持文艺惠民、文艺为

民、文艺乐民，今年 7 月起举办“文
艺家协会活动月”，美术家、摄影家、
作家、音乐家等11个协会按“一月一
协会”轮流开展活动，三明市文艺交
流中心是文艺惠民集中示范的场
所。根据市文联部署安排，7月是“丹
青盛夏”三明市美术家协会活动月。
一个月来，市美术家协会举办公益
讲座、写生采风、志愿结对等活动，
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盛的“艺术
大餐”。

一砚墨香，一池荷韵。7月1日至
2日，在市美协“莲香七月”建宁修竹
荷苑写生采风活动上，美术家们妙
笔绘丹青的同时，还指导当地美术
爱好者绘画技巧，并就如何用文艺
形式推广莲乡产业与建宁县均口镇

党政干部进行探讨交流。“不愧是美
术家，线条多而无凌乱之感。”建宁
美术爱好者们一边现场学习，一边
与同伴点评。

写生采风是市美协活动月的一
项重要活动内容。当月，我市美术家
协会搭建交流互动平台，邀请全国、
省、市美术名家走进三明各地，先后
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大田县第二集美学村美术创作
采风、“中国丹霞”全国美术名家泰
宁世界自然遗产写生、“客家情”宁
化石壁采风写生、“红色故里 古韵曹
坊”采风写生等系列活动，美术家们
用画笔勾勒出清新花乡、秀美丹霞、
红色村落、客家祖地等三明胜景，持
续扩大文艺影响力，全面助推乡村
振兴高质量发展。

为了让艺术更加深入基层、贴
近群众，市美术家协会精心组织举
办庆祝建党102周年“艺心永向党”
美术创作笔会、三明学院艺术与设

计学院教授罗奋涛《中国画的魅力》
公益讲座、中央民盟美术院副院长
郭东健《画中有话——美术创作的
实践操作》公益讲座等文艺惠民活
动，不断浸润人心、丰富市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

“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仅拉近了
与社区居民的距离，提升了居民文
化艺术审美，对自己也是一个学习
提升的机会。”三明学院艺术与设计
学院教授罗奋涛表示，艺术来源于
生活，通过“打开门”创作交流，能够
感受群众所思所需所想，激发艺术
创作灵感，创作才能充满活力。

丹青飘香，文艺惠民。市美术家
协会主席王鹏飞表示，“丹青盛夏”
系列活动充分发挥我市美术家专业
优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
式，美术家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
短、促进提升，也让文艺惠民，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

翰墨飘香 文艺惠民
——市美术家协会开展“丹青盛夏”活动月侧记

●本报记者 吴文凯

建宁城区建宁城区 （（熊海栋熊海栋 摄摄））

“移风易俗看似改的是旧规矩，
实则改变的是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价
值观。”8月1日，在明溪县盖洋镇温
庄村丝瓜基地，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吴春生召集村民开了一场村民代表
大会，就村容村貌、邻里和谐、好人
好事等内容进行评议，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各抒己见。

温庄村是市、县两级乡村振兴
促进会的挂钩村。过去，农历“3·23”
妈祖庙会有大操大办问题，奢侈浪
费之风比比皆是。

破除陈规陋习，温庄村首先从
“村规民约”入手。去年初，温庄村召
开村民代表大会，充分征求村民意
见和建议，将反对大操大办、远离黄
赌毒、废除高价彩礼等新内容，纳入

“村规民约”，并上墙公布，使村民在
耳濡目染中入脑入心，有效提高村
民文明素养。

在“约”的形式下，新“规”逐步
推开。

吴春生便是最早响应号召的人
之一。“庙会是我们温庄村重要的传
统民俗活动，过去农历‘3·23’妈祖
生日期间，家家户户都要吃‘流水
席’，往年都要请十几桌，一场庙会

办下来每户起码要花几万元，这不
仅增加家庭负担，还助长攀比之
风。”他介绍。去年完善新规之
后，吴春生带头严格遵守：“现在
庙会我只接待近亲两桌，包括我父
亲90岁寿辰时，我们也就是家里简
单吃个饭。”

如今，温庄村农历“3·23”妈祖
生日期间，村民铺张浪费现象基本
消除，仅此一项，全村村民节约“人
情”开支达40万元以上，村民们感觉
到负担减轻，也更愿意响应和配合。

不过，仅靠“村规民约”，并不足
以抵消沿袭已久的陈规陋习。

为稳步推进移风易俗，加强乡
风文明建设。温庄村完善考核激励
标准，建立“红黑榜”奖惩机制。
评选出先进典型、“最美村民”、

“最美家庭”等，获表彰名单公布
在宣传栏进行正面宣传；对婚丧事
大操大办、索取“高价彩礼”等不
文明行为的村民，进行“黑榜”监
督警示，这对村民起到了很好的自
我约束作用。

旧习破除，新风扑面。现在的温
庄村，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移风易俗
蔚然成风。

明溪:

移 风 易 俗 润 人 心
文 明 新 风 扑 面 来
●本报明溪记者站 王翠萍 通讯员 廖春盼

大田：学生“带法回家”防诈骗
连日来，大田一中联合县交警大队、关工委等单位，在建设镇开展2023

年“带法回家”社会实践活动。此次活动以“带法回家 亲近法律”为主题，
40多名学生和民警一起，向过往的村民宣传防诈知识和交通法律法规。图
为大田一中学生指导村民手机下载国家防诈中心APP。

（林生钟 陈文龙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从原中央苏区核心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到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8月5日，由三明市委宣传
部和中共一大纪念馆联合主办的“追寻红色印记 强国复
兴有我”三明革命老区少年上海行活动圆满收官，沪明两
地红色宣传合作再绘新卷。

为期5天的行程里，全市30名优秀中小学生，先后参
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陈云纪念馆
等重点红色场馆，“打卡”朱家角古镇、外滩、田子坊等
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地标，走进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
心体验创意与科技手作课程，并探访“东方绿舟”青少年
校外活动营地，在模拟战场中接受国防教育。小小少年们
在寻访红色印记中感悟信仰之力，在国防课堂中激扬强国
梦想，在城市行走中领略上海文化魅力，对于红色精神的
领悟、对祖国巨变的感知更加深刻，强国有我、矢志报国
的决心更加坚定。

参观完中共一大纪念馆后，将乐县水南中学邱腾跃表
示，更加深刻认识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
义，中国共产党的创业史波澜壮阔、催人奋进，自己将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身体力行去实践爱党爱国的宣
言。走在旖旎外滩，宁化县第五中学李梓航同学感慨，对
祖国的日益强大感到自豪，“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刻骨
铭心，将不忘来时路、不负好时光，努力读书学习，成长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材。听完陈云纪念馆的讲
解，建宁县实验小学詹恩绮同学说，今日的和平安定、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无数革命先辈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
牲，自己将怀揣梦想、立定目标、奋力拼搏，为振兴中华

“添砖加瓦”。踏上一比一复制的“东方绿舟”航母模型，
参观了兵器陈列展，体验模拟射击后，市实验小学余阳同
学立志，国无防不立，自己将努力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
防观念，提高国防技能，为建设强大国防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活动总结分享会后，三明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国
防教育科） 科长齐俊杰表示，下一步将认真总结活动经
验，抢抓沪明对口合作政策机遇，找准比较优势，坚持双
向赋能，巩固拓展深化与中共一大纪念馆等上海宣传思想
文化有关部门单位的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合作，不断
打开新局面、取得新成果、兴起新高潮，携手打造新时代
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宣传领域对口合作典范。

（本报记者 张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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