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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旧如旧
再现古镇新风采

先有贡川，后有永安。自唐开
元二十九年（741年）时御史中丞
陈雍携子开发起，距今已有1270
多年的历史，至今留下的历史遗
迹180多处。

有多少文物可以“重来”，要
如何保护千年古迹，留住乡愁？

年过古稀的贡川镇延爽村村
民江志光，从 1995 年开始，就被
村里请来协助修复古城墙。

“修旧如旧”，按照这一修复
原则，贡川镇加强“顶层设计”，点
面结合，全面推进古镇保护工作。
2016年，经过多方考察和论证，贡
川镇编制了《永安市贡川镇历史
文化名镇保护规划（试行）》方案。

“这一方案的出台，对全镇的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系统性
保护规划，让全镇历史文化遗产
的保护工作有了明晰的方向指
引。”贡川镇文化站站长朱德忠说。

而贡川镇党委政府的“底气”
来自于百姓的支持。得知政府决
定修复古城墙后，一场场寻找“流
浪”古砖的活动，在民间自觉发
起，村民将家中的古城墙砖无偿
捐赠，一起为修缮古城墙出力。

“一夜之间，村民拆了猪圈、
菜园或家里的地砖，用扁担挑到
准备修复的古城墙边上，当发现

墙根到处是一垒垒村民挑来的城
墙砖时，我们莫名地感动。”村建
站站长肖永汉感触很深。

“这样整体规划、全民保护的
活动，可是贡川几百年来头一
遭！”贡川镇党委书记朱旭辉说，
目前古城墙已完成修缮 1300 多
米，会清桥加固保护工程竣工，姜
氏祠堂、笋帮公栈、机垣杨公祠等
古建筑已修缮完成，昔日古镇旧
貌换了新颜。

“我们村古迹保护起来了，环
境越来越好，风景也越变越美，很
多人到我们村旅游。”目睹古镇“蝶
变”，集凤村的耄耋老人老姜说。

融合发展
激发古镇新活力

沿街的书画集市、河边的川
野露营地、简陋的农房变身贡喜
咖啡馆……穿行在贡川古镇，新
业态将流量变“留”量，来往游客
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如何让古镇从“沉睡”中“活”
起来？找准自身定位和发展路径是
关键。近年来，贡川镇始终把保护
好历史文物放在第一位，以文旅新
业态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与镇村发
展有机融合，激发古镇新活力。

作为3A级景区的核心区，贡
川古镇有集凤、延爽等 4 个连片
村，长期居住村民 3700 余人。伴
随着古镇改造提升工程不断推

进，镇区面貌日新月异。
“一顶帐篷”“一杯咖啡”迅速

在年轻人中“出圈”。在贡川古
镇，能带来“留”量的场景远不止
这些。依托村民闲置农房、古宅建
筑，贡川镇在“诗、书、画、乐、
游”等新赛道上精准发力，在培育
书画、雕刻等相关业态的基础上，
引进夜经济、水上经济、古琴文化
等新业态，打造“贡”品一条街，
举办龙舟邀请赛、元宵民俗踩街等
大型活动，“千年古韵、人文贡
川”实现文化引流。

“去年，镇里投资150万元，
打造‘古琴文化馆’，让古镇得到
更好保护的同时，活化利用讲好
古建老宅‘新故事’。”朱旭辉说。

如今，古镇不仅是贡川人的
寄居之所、梦绕之乡，也成为产业
融合发展、村民村财增收的活力
之源。贡川镇还以集凤村作为领
建村，成立古镇片区党委，有效带
动了4个地缘相邻、文脉相通、产
业互补的行政村抱团发展，仅村
企合作一项，每个联建村每年就
可分红5万元。

串珠成链
赋能古镇新动能

文物保护为古镇增添了一抹
亮丽色彩，如何把文物融入古镇
发展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贡川镇加快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把古建筑、古街、古巷连点串
线，打造集旅游观光、文化体验、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贡川古镇新名片。

截至目前，贡川镇已累计投
入 4000 多万元进行历史文化名
镇改造提升，游客服务中心、旅游
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着力打造
4A级景区。

贡川镇是“福路贷”项目落地
的第一个乡镇，项目对贡川古镇
的4条环村路、2座桥梁、2个停车
场、1个综合运输服务站及相关配
套附属设施等多个提升改造工程
进行整体打包，策划生成永安市
贡川镇乡村振兴示范路综合提升
工程项目，总投资 7740 万元，获

“福路贷”授信6000万元。
项目盘活资源，资源变身资

本，资本促进发展。眼下，贡川古
镇依托“福路贷”项目，景区公路
沿线空地新建了游客中心、迎宾
广场 2 个停车场，占地面积 8400
平方米。同时，古镇公路沿线和停
车场周边还能设置广告牌，增加
了收入来源。

连点成线，串珠成链。古城
墙、会清桥、笋帮公栈、进士巷、古
井、机垣杨公祠、姜氏宗祠、严九
岳故居、张若谷故居、临水宫……
一颗颗散落在古镇上的明珠，成
为古镇旅游线上的网红打卡点。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
处处历史遗迹焕发新活力，成为
撬动古镇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目前公司已引进7条智能化
生产线，项目投产后产品质量稳
定性大幅度提升。”4月3日，福建
永庆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先豪介绍，“尤其在节约劳动成
本上，原来需要6个工人，现在只
需要1个，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极
大提高生产效率。”

利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
加强传统要素的科学合理和有效配
置，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与效益，是
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
力 。三明移动政企部主任张义春介
绍，作为通信信息主力军、国家队，
三明移动始终把调动数据要素、助
力民营企业发展作为十分重要的工
作。像永庆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这
样的智能化项目在三明还有很多。

智慧养殖
清明节，一大早，将乐海哥农

场的负责人王海就打开了手机，
查看鸭圈的情况。

“这套系统弥补了畜牧监管
场所分散、人手不足、监管不到位
的漏洞，对养殖场各环节实现实
时管理，及时掌握动物免疫和疫
情动态，达成以检促防。”今年来，
王海在将乐移动帮助下，通过千
兆光网建设了三明首个“智慧云
上养鸭”，利用千兆光网强大的数
字底座，在移动云端建立肉鸭撮
合交易平台和生物资产管理平
台，采用 FTTH、OLT 下沉到村、
工业PON内网三大技术方案，解
决了传统鸭粗放饲养的环境污
染、用地紧张、疫病难以控制等矛
盾，探索了一条发展新型养鸭生
态健康养殖模式，满足了“智慧养
鸭”的需求，打造了一条“产业政
策+普惠金融+养殖主体+屠宰加
工企业+消费者”的“数字鸭链”，
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益，还打通了
高速的流通链条。

传统农业如何转型升级？数
字化赋能势在必行。三明明顺

“5G+智能养殖项目”应运而生，借
助精准养殖、5G数字乡村的能力，
实现了数据采集及分析；建立了
基础信息数据库；建立各类生猪
养殖模型，为客户、政府管理部
门、消费者等提供一系列生猪生
产、管理、消费的智慧应用，使企
业生产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运营
效率提升了12个百分点。

智能工厂
连日来，在位于尤溪县的福

建顺源纺织有限公司纺纱车间，
各生产线开足马力赶生产，分外
忙碌。为了提升发展动能，去年，
顺源纺织与移动公司共同打造了
纺纱MES云系统，将MES（生产信
息化管理系统）、ERP（企业资源
计划）上云，实现了业务数据跨平
台对接和协同应用。信息系统向
车间深度扩展应用，满足了企业
源地验证异地办公的需求，顺源
纺织纺纱车间成为全省首家粗细

络筒智能化数字化生产车间。
顺源纺织工作人员介绍，纺

纱 MES 云系统实现了远程监控、
预测性维修和生产指标优化，项
目全部投产后，纺纱优品率提高
20%，缩减纺纱周期30%。

水泥厂如何改变传统的生产
工艺和生产运营管理，向新要素
要效益要能力？大田县新岩水泥
有限公司分管生产的吴副总认

为，技术改进和智慧生产是主要
途径。

新岩水泥与大田移动开展支
部共建，联手合作在全市打造了第
一个5G智慧工厂项目，以智能化
技术，代替部分传统的工艺和管理
手段，合理和高效地进行生产调
度，日产能从 500 吨提升到 5000
吨，能耗、人工成本明显下降，技改
后整体效能得到很大提升。

3 月 12 日，本报“经济纵横”以
《“历史文化名村”的亿元新事业》
为题，报道了尤溪县桂峰村传承、
保护和挖掘“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利用这一名片效应，迎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成功入选全国“文
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优秀案
例”，让“历史文化名村”焕发出时
代生机与魅力。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由建设
部和国家文物局从2003年起共同组
织评选的，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
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
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
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镇和村。

如何让历史文化名村“活”起
来，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浙江的做
法值得学习。浙江省拥有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共计 392 处，确
定公布历史建筑 10563 幢，总数均
位居全国第一。近几年，浙江省对
历史文化（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尤
其注重活态保护、活态传承、活态发
展。通过文化传承、业态转化、产业
发展，在保护和挖掘村落历史人文
根脉的基础上，真正打造村落多元
的生命有机体，使历史文化（传统）
村落在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中
得以与时俱进，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提升村庄生活品质，实实在在地留
住原乡民，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
共同富裕。这一做法作为“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内容之
一，在全国推广。

桂峰村学习借鉴外地经验，立
足当地，因地制宜，在活态化保护、
传承、发展历史文化名村中进行了
有益探索。近年来，桂峰村围绕“建
筑文化”“理学文化”“景观文化”“民
俗文化”4大主题进行提炼打造，结
合传统民俗活动的开展，以文促旅，
以旅彰文，推动“乡村历史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

这些做法经验告诉我们，乡村
历史文化只有在传承、发展、创新的
过程中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一方
面要挖掘并运用好历史文化名村的
自身资源禀赋，找到历史文化名村
与乡村旅游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
应当充分激发其传承发展的强大内
生动力，积极推动“乡村古韵”与“现
代气息”相互交融，让历史文化名村
的文化遗存焕发出时代生机和风
采。乡村历史文化价值的挖掘、传
承与发扬离不开人。历史文化村镇
的保护与开发需要将目光放长远，
多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调动村
民积极融入传统村落的保护行动
中，探索出利用历史文化助力乡村
振兴的发展新路。

活态化保护
振兴古镇古村

●扬 凡

千年古镇“出圈”复兴
●永安记者站 魏兴谷 文/图

贡川古镇，春光明媚。漫
步于纵横交错的古镇街道上，
青石路、古建筑，悠悠地诉说
着厚重的历史；热闹的街巷、
林立的商铺、过往的车辆、涌
动的人流，无不透出千年古镇
的繁华与活力，昭示着古老文
明的再生与复兴。

从环镇而建的明代古城
墙，到横跨胡贡溪的会清桥，
再到文风汇聚的陈氏大宗祠，
这里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有贡席、贡
鸡、闽笋干，更有走出贡川的
无数名流才俊。灵秀之水滋
养了这方土地，让这里物产丰
富、家园芬芳。

让数据要素成为新质生产力
——我市民营企业智能化项目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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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店面改造成书画艺术馆

◀贡川古镇 ▼古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