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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带绿
形成文旅融合新特色

如何精准地将红色基因传递给游
客？赓续红色血脉并将红色旅游热度
持久延续？

如果说，革命烽火是泰宁厚重的赤
诚红色。那么，红色文化与全域旅游融
合发展则为泰宁带来一抹清新的绿。
泰宁县结合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非遗
文化资源等，串联推出了一批“红色+”
复合型旅游线路。

“我们开发了迫击炮阵地、越野摩
托车、露营篝火等项目，还提供米酒制
作、傩舞面具绘画等体验活动，每逢节
假日，人流量都能迎来一波小高峰。”
在新桥乡岭下村，红色旅游景点打卡
的水波效应十分明显。李小纲表示，
自去年 10 月他们公司入驻岭下以来，
开办军事体验、研学等活动，目前已经
接待游客3000余人。

李小纲是泰宁县岭下研学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去年在泰宁选址考
察时，一眼看中了新桥乡，作为红色文
化的富集地，众多革命遗址得以保留，
为研学体验项目和旅游路线的开发提
供了宝贵的红色资源。

顺着岭下村蜿蜒的公路走去，沿途
古民居墙上一幅巨大的“一杯米酒”墙
体彩绘格外醒目，“牢记嘱托跟党走”等
一条条红色标语随处可见，许多游客在
此拍照打卡、流连忘返。

“红色并不局限于参观博物馆，深

度的体验才能让大众更真切地感受历
史。”李小纲及其团队巧妙地将岭下的
红色文化融入研学和旅游之中，精心设
计了很多充满互动性的特色项目，带着
游客重走红军路，身临其境地体验那段
峥嵘岁月。

游客们乘着观光小火车行驶在干
净的柏油路上，依次经过“三个不要忘
记”主题馆、初心公园、游击队员之家等
多个红色节点，浓郁的红色气息和幸福
新生活的喜悦迎面而来。

“新桥红色文化底蕴深厚，风景如
画，带着孩子参观了几处革命旧址后再
在这里露个营，体验感很完美。”恰逢周
末，福州游客黄明带着孩子参观了新桥
乡大源村红十三师战地指挥部旧址
——戴氏官厅等几个红色遗址后，选择
了世外桃源般的岭下村再住一晚。

在泰宁县，与岭下村类似的红色村
庄还有很多。杉城镇南溪村也有着深
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红色资源。
1934年初，红军在此取得了大洋嶂阻击
战的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
例，南溪村因此成为著名的革命老区村
之一。

现如今，泰宁县充分发挥南溪村作
为革命老区村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积
极发展以红色旅游业为主导，整合村内
红色遗址、历史人文、自然生态等文化
旅游资源，同时开展村庄绿化、美化行
动，提升红军村基础设施，使这些古老
的建筑焕发出新的光辉，成为红色旅游
打卡点。

以红色带绿色，丰富旅游内容，形

式多样化，由传统的观光游览向参与和
体验式旅游转变。2023年，泰宁县国内
旅游接待人数895.2万人次、旅游收入
76.6 亿元，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124.6%、102%，研学写生人数突破10万
人次。

双色产业
探索高质量发展新道路

旅游人气持续高涨也为泰宁县产
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宽了村民致
富增收的渠道。

2022年7月，泰宁古城首家岭红米
酒体验馆开业，体验馆收入反哺村财，
成为当地红色文化元素浓厚、特色鲜明
的产业发展示范点。

泰宁县深入挖掘县内红色基因和
传统文化，以《一杯米酒》的故事为切入
点，积极打造“岭红米酒”这一品牌，通
过做好“红色+文化+产业”特色发展文
章，重点推进“岭红”酒产业发展，着力
打造泰宁“岭红”米酒小镇。

原先在上海开超市的岭下村村民
黄远光和妻子杨益梅，抓住机遇，2020
年返乡打造“岭红米酒”品牌，从夫妻店
开始发展至合作社，不仅自己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还带动村里十几户村民一起
增收致富。

黄远光说，岭红米酒自 2021 年 11
月打造以来，目前已生产28万斤，累计
销售 15.8 万斤，产值达 237 万元，生活
越过越好。

无独有偶，大龙乡双坪村是革命老

区村、产业发展村、幸福和谐村。80多
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前辈们浴血奋战，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时光荏苒，红色土地处处换了模
样，如今的双坪村正奏响乡村振兴最美
和声。

多年来，双坪村利用村庄环境的改
善吸引项目入驻，坚定不移地开展基础
设施提升工程，通过村庄饮水改造提
升、破损路面修复、修建停车场等项目，
不断完善村中基础配套设施，积极改善
村庄人居环境。同时，着力开展苏维埃
旧址修复项目，进一步挖掘红色文化，
提升村庄红色底蕴，塑造魅力新村。

守着红色热土、绿水青山，如何更
好地转换为村里的经济价值？2022年，
双坪村抓住露营经济的发展新机遇、激
发乡村新活力，利用辖区内原始生态景
色优美、河水清澈甘甜蜿蜒曲折的优
势，盘活利用水毁地块，就地取材，结合
村内红色文化遗址、蕨类植物文化，建
设主题帐篷营地，并在营地内配套建设
游泳池、停车区、帐篷房等设施。

“双坪村帐篷营地位于双坪溪河
畔，营地前方是树林，河边设立了一亩
菜园，氛围感十足；这里集河滩、垂钓、
戏水、野炊、影院于一体，独处一隅，幽

静安宁。”双坪村党支部书记李接龙滔
滔不绝地介绍起露营基地，营业后人气
十足的露营基地也进一步促进了村财
增收，还带动了村民就业。

一顶顶帐篷火了一个乡村。双坪
村不断将红色资源、生态资源转化为经
济效益，在露营经济为乡村游带来更多
活力与产能的同时，让露营经济真正为
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进一步
提升乡村旅游颜值，让这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村庄成为网红打卡地。

返乡创业当好新农人

90 后的张标淮是宁化县石壁镇江家
村村民，2013 年毕业于福建船政交通学
院市场营销专业。大学时，他利用业余
时间在网上开店，卖衣服赚生活费。大
学毕业后，张标淮在福州从事汽车销售
业务，闲暇时帮开店的亲戚跑腿送宁化
的湿籽花生、薏米、油茶等土特产给客
户，收入可观。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17 年初，张
标淮放弃了月薪过万的工作返乡创业。

“打工收入虽然高，但随着汽车市场趋向
饱和、职业晋升空间小，加上大城市生活
高物价、高房价的现实压力，让我没有归
属感。”张标淮认为，国家鼓励大学生返乡
创业，尤其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给予大力
扶持，自己的决定不会错。

新农人和电商达人的诞生，有助于优
化县乡产业结构，激活当地的发展潜力。
2017年3月，张标淮成立宁化伊诺干金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农业+互联网”模
式，实现农特产品网上运营、下单、线下快
速配送的运营方式，成功地摸索出一条电
商创业之路。

“家乡有不少品质优良的土特产，一
直苦于销售渠道不畅，在一定程度上挫伤
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张标淮表示，自己
甘当新农人，通过互联网让家乡农产品走
得更远。

注重多元化人才引进

2017年7月，张标淮注册了宁化县土
货新家族特产店，主营宁化当地的土特产
品，开启了“电商+实体店”的创业之路。

2021年4月，张标淮筹资500多万元，
成立福建省宁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主销
湿籽花生、薏米、莲子、油茶等30多种土特

产品。组建了一支由12人组成的电商团
队，吸引了设计、运营、策划、销售、主播等
专业的本地人才，团队积极挖掘本地农产
品特点，精心策划、传播推广，借助电商平
台，让大山里的特色农货走出去。

张标淮的妻子张梦黎也是返乡大学
生，2016年毕业于福建省外语外贸学院动
画专业，现在是电商团队的骨干。“我们不
仅在公司里做直播，还会将直播间设在田
间地头，邀请农户进直播间参与互动，让
网友们更直观地看到农产品的原产地和
生长状况。”张梦黎说。

电商姓农、服务于农、惠利于农
——这是张标淮电商团队的立业之基和
奋斗目标。“我们的产品以福建为主要销
售地，不断辐射江西、上海、广东、江
苏等地，2023 年线上线下销售农特产品
超过800万元。”提起这些，张标淮很欣
慰，今年实行产销分离，年销售额有望
突破1000万元。

近年来，宁化县全力搭建农特产品展
示展销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推动
乡村产业兴旺，把农特产品销向全国。“在
政府的主导下，我参加了三明林博会、阿
博览会（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沪
明对口合作等农特产品展销会，吸纳了
很多优质客户，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
张标淮说。

一根网线一头牵着家乡，一头通往世
界。7年的返乡创业路，张标淮让家乡的
产品走出了大山，走向世界。

在乡村建立供货基地

电商销售不仅为张标淮赚了人生第
一桶金，更让他意识到“一根网线+特色产
品”的商业潜力。之后，他采取“电商+农
户+基地”的运营模式，确保产品供应稳
定、保质保量，带动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宁化县石壁、淮土等乡镇地处变质岩

区，山上植被相对稀少，土壤湿度小，种植
的花生产量高、质量优。张标淮走遍石
壁、淮土一带60多个行政村，深入了解农
作物种植情况。2018年2月，他在石壁镇
江家村建立花生种植基地，与农户签订收
购合同。“江家村是我的家乡，我比较了解
乡情，但长期以来村民习惯了种植烤烟和
水稻。”为说服村民改种或轮作花生，张标
淮主动上门劝导，答应统一回收产品。

2019年6月，张标淮成立宁客花生专
业合作社，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他与50多名社员签订收购合同，免费
提供种子，传授种植技术，统一收购、加
工、销售社员花生，解决了种植户的后顾
之忧。“每亩地可收花生200多公斤，比种
水稻可多400余元收入。”江家村村民张河
德感慨道，自己连续 5 年种植 18 亩花生，
每年增收3万多元。

如今，张标淮建立了稳定的农产品种
植基地，其中石壁镇种植花生500余亩、玉
米 23 亩，方田乡南城村种植薏米 50 亩。
在他的带动下，淮土、水茜等乡镇种植花
生200多亩。

同等质量比价格，同等价格比质量。
为确保花生质量，张标淮要求员工将虫
眼子或瘪仁儿花生挑选出来，精选饱满
的上等花生进行包装，并在上面贴上印
有二维码的“宁客”商标。买家可通过手
机扫描获得有关花生种植、仓储、物流等
方面信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0年11月，
张标淮获得“三明市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称号；2021 年底，当选为江家村副主
任；2022年1月，当选为县人大代表；2023
年，张标淮荣获“福建省乡村振兴最美村
播”称号，以其创业经历拍摄的短视频《返
乡创业云在线》荣获中国短视频乡村振兴
类年度三等奖。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宁化
县石壁镇建有农特产品电商直播基地，先
后开展带货直播180场，累计销售额超过
500万元。

从返乡创业的青年到公司负责人，张
标淮拥有“宁客特产之家”“宁客优选”“乡
土之味”等20多家网店，公司现已成为全
县电商龙头企业、大学生返乡创业基地，
为许多有理想、肯干事的年轻人树立了创
业典型。

踏访红色热土，探寻红色足迹，参观红色展馆，聆听革命故事……立夏过后，泰宁县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游客们在游览中感受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泰宁县是重点革命老区县、原21个中央苏区县之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近年

来，泰宁县赓续苏区精神，重新打量家门口的红色资源，以“红”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革

命老区靠山吃山有了崭新路径。

红绿融合 激发文旅产业新活力
●泰宁记者站 刘清香 李少兰 熊明欢 文/图

返乡创业 一场青春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文/图

“大家早上好，欢迎新朋

友，这里是宁客食品官方直

播间……”6 月 18 日，福建

省宁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张标淮在直播间与主播

一起，热情地向网友们介绍

宁化的湿籽花生、贡米、薏

米等农特产品。

黄远光夫妇将酿好
的岭红米酒装车

游客带着孩子在露营基地里玩耍

张标淮夫妇在分析销售数据

张标淮（左）严把花生质量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