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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养 新 经种 养 新 经

6 月 19 日，泰宁县下渠镇
下渠村村民在农技人员指导
下，抓紧时间进行杂交水稻制
种插秧。

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泰
宁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农业
生产受到较大影响。洪灾过后，
泰宁县农业农村局组织9支技
术队伍，深入受灾乡镇指导农
户开展排涝、抢种、补种，尽早
恢复农业生产。

种植罗汉松 增收添动力
●清流记者站 吴火招 文/图

6月20日，清流县田源乡新村村永明园艺场，技术员
正在修整罗汉松盆景。

永明园艺场由2001年浙江客商流转荒地投资兴建，
培育近20个名贵罗汉松品种，种植规模30余万株，总
面积超过1040亩，品种、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基地
通过传授种植技术、提供优质种苗、帮助发展罗汉松专
业合作社等方式，辐射带动当地120余户农户参与绿化
苗木种植，全乡绿化苗木种植面积6000余亩，户均增收
约3.2万元。

目前，园艺场正积极引领村民开发盆景，打造“最美
庭院”，发展庭院经济，并着手建设罗汉松文化主题公园，
为乡村振兴增添绿色动力。

古色古香

新坑村，北靠武陵山、大隔山，东西两侧倚
大雪岭和白岩顶山，南依暗隔山。地势北高南
低，新坑溪自北向南穿村而过，地形呈“Y”字，传
统民居依山就势而建。

“Y”的最底部，就是村口，一座古色古香的
廊桥飞架两岸。廊桥石砌单孔木结构，穿斗式
悬山顶，飞檐翘角，檐口壁画色彩鲜艳、画作清
晰可见。

新坑村党支部书记陈祥益介绍，这座廊桥
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长21米、宽5米，面
阔八间、进深四柱，去水方向设有神龛，桥头建
歇山顶道庵，内供活祖公、太保公神像，逢年过
节及初一、十五，新坑村民都会来到这里上香祈
福。这座桥是新坑十景之一，2010年12月被列
为尤溪县文物保护单位。

新坑现有1201人，均为陈氏，源于永安市贡
川陈氏（入闽始祖陈雍），陈雍18世孙陈崇政，明
成化年间（1450年前后）在南昌典史仕终左堂任
满后到尤溪定居，发祥至今已近600 年。

开基以来，新坑民风淳朴、崇文尚学。
“先祖石富公、瑞远公最早在书岭尾、水曲

窠兴建书屋。1790年，伟洛公三兄弟在东坑口建
起一座规模宏大的书屋，并聘请教书先生免费
给族里乡亲上课。”老陈自豪地说，书屋常年招
收学员，不限性别和年龄，使得本村女子和外来
媳妇都能读书识字，这在当时相当不容易。

书屋开设语文和珠算两门学科，学生分成
全读、半读、走读、夜读，让学子、农夫都能
来馆学习。族里每年从田租里拨出120担谷子
作为奖学金。书屋办到 1948 年，历经 158 年，
培养了大批人才。古村新坑，古色古香，文脉
悠长，从明清至今，人才辈出，被十里八乡称
为“新坑书林”。

村口不远，便是新坑一祖祠堂——德星堂，
厝前两对功名旗杆高高耸立，表示这里曾经十
分辉煌，正堂还立有牌匾“蜚声胶序”。退休干
部老陈告诉记者，德星堂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年），距今268年。全厝土木结构，建有上
下堂和左右护厝，地面用三合土夯实而成，厝内
精美木雕随处可见。

老陈介绍，虽历经土匪焚毁，村里仍遗存88
座传统民居，百年以上的房屋40余座，其中清中
期建筑11座。这些古建筑造型独特，有四合院、
三合院，还有“一字”型、“L”型院落，占地面积多
在3000平方米以上，最大的达5000多平方米。

2015年11月，新坑村入选第一批福建省级
传统村落名录，2016年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

新貌兴村

漫步古村，满目皆古：脚下是卵石路，抬
头见牌匾、壁画……

清代民居“上井堂”最近完成修缮，老式
雕梁上铺了崭新的望板。“向上级争取到25万
元‘老屋修缮款’，老屋里的16户人家还自发
筹集了11万元修缮款。”老陈说，经过修缮完
成，这座206年的老屋更加宜居。

保护传统村落，新坑村从集体到个人都十
分自觉。不随意搭建，保持村落风貌；修缮老
屋，也尽可能修旧如旧。

“2018年，实施总投资55万元的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2019 年完成第三批旧村复垦项目
3.77亩；2019年实施总投资20万元的一事一议
村道水泥硬化工程；2020年，投资300万元完
成‘古村落’保护性修缮项目。”陈祥益说。

2018年，村里编制《尤溪县西城镇新坑村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2018-2035）》；2021
年，获得尤溪县人民政府批复。

德星堂里，崭新的村史馆，把新坑村历史
文化内涵深层展示，旅游集散中心等文化景点
设施也将不断完善，村庄文脉得以传承，村庄
特色得以更好地维护和塑造。

“接下来，以‘观光农业型’为村庄发展
定位，进一步挖掘传统建筑文化和朱熹理学文
化等内涵，丰富文化旅游资源。”陈祥益说，
同时结合景观视廊和旅游线路优化民宿、农家
乐等的设计，让村庄更加宜居宜游。

这些年来，新坑村通过人才回引、发展新
党员、加强日常管理，不断建强干部队伍，连
续多年被市委评为“六无”村。2023年，新坑
村自有经营性收入达到20余万元。

陈祥益就是2021年村级组织换届时回引的
人才之一。陈祥益之前和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一
样，在外经营小吃店，收入可观。得知家乡发
展需要，他本着为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改变的
想法，放弃了在厦门经营多年的店面，回村参
选，高票当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2021 年，刚回村就开始试种黑木耳，当
年就获得了 8 万元收入；此后不断复垦荒田，
扩大规模，到 2023 年已复垦 15 亩，种植黑木
耳15万袋，收入达到20万元，同时带动附近
村民增收15万元。”陈祥益笑着说，因为自然
条件优越，黑木耳品质高，不愁销路。目前黑
木耳已全部收成，水田承包给农户制种，全村
制种面积达到 166 亩，平均每亩收成超过了
1500元。

新坑村林地面积达到12690亩，年产木材量
超过1000立方米，能采红菇50多公斤，另外还有
1530亩耕地和300多亩毛竹林。陈祥益说，乘着

“两通工程”的东风，厦沙高速秀村互通口至新坑
村进村道路——鱼岭路正在进行改造。

最近，进村的新公路已完成土方开挖，即将
铺设路基。这条路拉直高速互通口与村道，路程

从7.2公里缩短至4.2公里，宽度6米以上，沿
路做成景观带，成为新坑新景。

古村古色，新坑新貌，引来自驾游
客。到了周末，村民陈家群开的农
家乐，游客盈门，笑声阵阵。

泰宁：抓紧灾后复耕补种
●泰宁记者站 李少兰 熊明欢 通讯员 黄丽萍 文/图

□□经济看点经济看点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修缮古民居、修好进村路、开发观光农业……

新坑:修出古村新气象
●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文/图

省道、县道、乡道，
公路盘旋，从低处爬升
约 350 米，一个四面环
山、状如浴盆的村庄出
现在眼前。小溪两岸
田野碧绿，村道旁古厝
相连，如同画廊。

这便是国家级传
统村落——尤溪县西
城镇新坑村。

精致的雕梁

◀新坑水尾桥 （黄在锦 摄）
▼新坑村 （黄在锦 摄）

厦沙高速互通口至新坑村进村道路
——鱼岭路，正在进行拉直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