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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绘装扮美丽乡村

走进将乐县白莲镇，连绵起伏的
群山环抱村庄。极目远眺，毛竹林、混
交林、阔叶林，交织成一抹抹连绵起伏
的绿，近处红瓦白墙在骄阳的照射下
格外耀眼。

为村庄增色是实践队此行的目
的，一面面白墙成为了绝佳的调色
板。为了让墙绘更加符合村民的日常
生活和审美需求，队员们与当地群众
深入交流，充分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底
蕴，结合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制定
墙绘创作方案。

绿色生态是白莲镇的产业特色。
去年8月，三明林业碳票在白莲镇实
现全国首次跨界跨区域销售，成交
12 万元。白莲镇还是一块具有光荣
革命传统的红色沃土，下辖的墈厚村
作为我市“中央红军村”，现今留存
着红军堡、铜铁岭战役战壕、铜铁岭
战斗指挥部旧址 （荣光公祠） 等红色
遗址。

实践队将生态文明、红色文化、基
层党建等元素融会贯通，经过多次论
证、修改，为白莲镇量身定制了充满创
意与特色的墙体设计图稿。

7月初，三明学院团委与将乐团县
委联合打造“青春萤火学堂”，在将乐
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服务中心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劳动教育和志愿服
务，助力三明市青少年教育和高校大
学生综合素质有效提升。以此为契
机，实践队邀请当地儿童，共同创作墙
绘作品。

调色、勾边、上色、调整……队员
们手把手带着孩子以墙为布，以笔绘
情，将白莲风景绘于墙上，用色彩缤纷

的墙绘提升白莲的颜值。墙绘的过程
也是一堂生动的美术课，帮助点亮孩
子们的绘画梦，培养孩子们发现美、感
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艺术
赋能乡村美育。

“作为一名美术学专业的大学生，
很开心能运用自己的艺术特长为美丽
乡村建设贡献力量。”实践队队员蓝钰
表示，小朋友们绘画时露出的笑脸，激
励着自己更加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努
力成为一名美术教师，在乡村美育中
展现青春担当。

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墙绘不仅扮靓
村居，更成为传播乡村文化的新窗
口。实践队指导老师饶沁雨说，此次
活动让久居课堂的大学生有机会走进
乡村，用课堂所学描绘美丽乡村建设
新画卷，推动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与乡
风文明双提升，为乡村振兴增添内在
动力。

艺术赋能非遗传承

提起将乐红糖，肖六金这个名字
在当地家喻户晓。他是我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将乐红糖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通过传承加上刻苦钻
研，反复实践，掌握了完整的西湖古法
红糖熬制技术。此法熬制出的红糖干
燥度好、感官松软、入口即化。

“我们这代人年纪大了，不知道
年轻人喜欢什么，希望实践队可以帮
我们一把。”肖六金说，如今科技创
新发展日新月异，像将乐红糖这类脱
胎于农耕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
临传承考验。

作为非遗传承人，肖六金虽然肩
负文化传承的使命，手握安身立命的
手艺，但面对多元化的需求显得有些

力不从心。他坦言，年轻人追求时
尚，老年人讲究实用，农村人注重经
济实惠，城市人要求方便快捷，对于
红糖产业，急需打开年轻态的市场。

在详细了解红糖的制作流程、功
效、市场等内容后，实践队员重新设
计将乐红糖产品包装，为传统产业注
入新的血液。

“我们得知非遗红糖包装需要贴
合年轻群体购买需求，便开始着手设
计。”实践队员刘祯介绍，他们将红
糖与坚果、茶叶混合加工，得到新的
红糖零食产品，并设计便于携带的独
立包装，色彩上选用马卡龙配色，无
需冲泡即时享受健康美味，十分契合
当下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擂茶是将乐的传统名点，其独特
的制作工艺被纳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了让擂茶便于携带和保存，
将乐擂茶产品研发者林翔飞用奶茶杯
的方式设计了冲泡型擂茶饮品，但眼
下正面临包装单一的问题。

实践队设计创作了擂茶 IP 形象、
擂茶冲泡一体机、擂茶四季饮品、刺
绣版擂茶定格动画等，以喜闻乐见的
方式向更多人科普将乐擂茶的传统制
作技艺。

对于将乐非遗的新发展，实践队
提出“抱团取暖”式的发展新路径，整
合和优化非遗形式，用擂茶+红糖、西
山纸+龙池砚的组合模式，将擂茶与红
糖口味混合、将西山纸与龙池砚组合
包装，发展非遗新质生产力。

目前，团队已发布将乐非遗实践
相关推文21篇，设计南词服装2套、擂
茶宣传动画1段，以及将乐擂茶、西山
纸、红糖、南词等10套包装，并将非遗
资料整理成册，为中华优秀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播贡献力量。

近日，《三明日报》
“ 产 业 领 跑 ” 专 版 刊 发
《返乡创业 一场青春与乡
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一
文，报道了宁化县石壁镇
江家村张标淮，大学毕业
后，放弃了月薪过万的城
里工作和生活，毅然返乡
创业，成立了宁化伊诺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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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速配送的运营方式，成功
地摸索出一条电商创业之
路。为许多有理想、肯干
事的年轻人树立了创业典
型。成为远近闻名的返乡
创业电商新农人和乡村振
兴的带头人。

城市资源丰富、就业
岗位多，留下来成为大多
数人的理想之选。但如
今，乡村基础设施不断改
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乡村早已不是原来的
面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持续推进，近年来，越来越
多新农人活跃在农业农村
创业创新的大舞台上。从
发展种植养殖业、开办农
家乐，到成为非遗传承人、
发展农村电商，再到开发
乡村旅游、创办小微企业，返乡创业青年用坚持、
专业和热爱在农村挥洒汗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广大回乡青年人在实现个
人价值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便利，助力了乡村
振兴。

当然，返乡创业也面临着挑战和风险。农村
市场相对较小，竞争压力较小，同时也意味着发展
空间有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薄弱，
可能会影响创业过程中的物流和信息交流。此
外，农村消费观念和购买力相对较低，高端产品或
服务可能面临市场接受度不高的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返乡创业并非靠
着满腔的热情就能成事，特别是农业农村领域，除
去普通创业者必须掌握的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知
识外，还要掌握农业相关的基础技术和政策等。
就拿张标淮来说，他的成功并非偶然，他把学到的
互联网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注重多元化人才引
进，在乡村建立供货基地，持之以恒，精益求精。
因此，对于返乡创业的新农人而言，激情和勇气固
然可嘉，但仍需要认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积极
探索生产技术、经营理念、运作模式，这样才能在
返乡路上少走一些弯路，更好地投身乡村振兴的
大潮中。

大学生返乡创业是一个值得鼓励和支持的现
象，对于乡村振兴和产业领跑，发展地方经济具有
积极的影响。为了吸引更多有抱负、有能力的年
轻人返乡创业，各级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
如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搭建创业平台、出台各类助
力政策等，在资金、用工、技术等方面满腔热忱扶
持回乡大学毕业生创业，以形成良好的干事创业
环境，让年轻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留在乡村有希
望、有奔头。

有美丽乡村，就有向往的生活；有乡村振兴，
就有发展的前景。当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选择
回乡就业、创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年轻人就业观
的悄然变化，更看到了年轻人给乡村发展带来的
新希望。返乡创业的青年人，在实现自我成长的
同时，带动更多人投身乡村振兴这片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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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在尤溪县汤川乡溪滨村白
岩山的一处杨梅园里，林家宝正和工人一
起忙着修剪枝条。

“7月初刚结束了杨梅采摘，这阵子得
及时补钾肥，然后清除果园内的各种杂草
和枯枝落叶落果等，这样有利于来年春季
开花，为明年的收成打好基础。”年过半百
的林家宝是这片杨梅园的经营者，有着20
多年的杨梅种植经验，他说，这片杨梅园面
积200多亩，一年到头都需要人工管护，“春
天要疏果、修枝，尽量保证每根枝条上留1
至2个果，让每个果子都能充分晒到阳光，6
月采摘，7 月至 9 月除草施肥，冬天得大面
积地修剪枯枝……”一年下来，工人工资就
得发放10多万元。

每年6月伊始，汤川高山杨梅就迎来采
摘期。今年由于受雨水天气影响，杨梅产
量略有缩减，林家宝靠着在管理、肥料上下
功夫，一共采收了近3万公斤杨梅。由于保
证了杨梅品质，客商直接开着冷藏车到果
园里收购。

“这里的杨梅错峰成熟，一颗颗红彤彤
的，同乒乓球一样大小，果肉也很饱满，酸
甜的口感挺受消费者欢迎。在杨梅上市
期，我每天都会开着冷藏车到果园，当场打
包装车，直接送到市场销售，平均一天能收
购四五千斤杨梅。”来自漳州市的收购商林
志森说，这是他第3年来汤川乡收购杨梅。

除了客商上门采收，还有来自福州、三
明以及尤溪本地的客人通过手机联系预订

下单，林家宝再借助顺风车或者快递的方
式寄出。通常，他会考虑24小时内能运送
的地区，否则会影响杨梅的口感和品质。
也有一些外地客户为了品尝汤川杨梅，宁
愿多花高出杨梅价格的快递费购买。

此外，因汤川乡境内有侠天下景区、古
溪星河景区，在景区带动下，不少游客也会
到杨梅园里自由采摘。

汤川杨梅受市场欢迎，缘于当地独特
的地理优势和气候。当地平均海拔800多
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积累，还延长了
杨梅的生长期，使得杨梅的成熟期比周边
其他地区迟了半个月。并且山里鸟类资源
丰富，通过引鸟治虫可有效减少病虫害。

“2003年，我萌生了种杨梅的念头。为
了选好苗，特意到县农业农村局果树站咨
询，还到漳州、浙江等地杨梅园参观学习，

最终选中了来自浙江的东魁杨梅苗。”林家
宝说，随后在老家溪滨村承包了一处山地，
开始种植杨梅，“平时邀请村民到杨梅园里
放羊，羊不仅能吃掉杂草，羊粪还是天然的
有机肥。还将农家榨完油的茶枯以及草木
灰等施加到杨梅园里，既保证了肥料，又有
利于除虫。”

种植杨梅并非一帆风顺，开花期若遭
遇倒春寒，会影响授粉；采摘期若遇到连续
降雨，果子会烂在树上。林家宝说，全年绝
收的情况也遭遇了好几次，为此，他时常到
其他地区的杨梅园学习，进一步提升种植
经验，规避风险。同时，他还将种植经验分
享给其他果农，带动种植面积近千亩。

最近，林家宝正在尝试嫁接水晶杨梅
品种，以为新老客户带来高品质、独特化、
口感佳的新体验。

7 月16 日，在永安市安砂镇江后村
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阳光
玫瑰缀满枝头，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工人
们正忙着采收、包装、搬运，一派繁忙的
景象。

“总投资近800万元，共种植阳光玫
瑰65亩，今年亩产预计可达2000公斤至
3000 公斤，目前市场批发价每公斤 28
元，亩均大约 6 万元，总收入有望突破
350万元。”基地负责人张仕滨作为当地
的种植大户，率先尝到了甜头。

阳光玫瑰口感细腻、果实饱满、甜味
十足，一上市就受到消费者青睐。基地
每天都有 60 多名村民来基地帮忙，年
均带动 200 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每年葡萄成熟期，我们都会来这里帮
工，每天工资150元。”村民张丽萍说。

一颗葡萄看丰景。近年来，安砂镇
充分利用气温适宜、光照充足等区位优
势，通过规模化发展、品牌化拓展和合作
化经营等有力措施，大力发展阳光玫瑰

等特色水果产业。除规模种植阳光玫瑰
外，镇里还在新建村种植 40 多亩百香
果，预计增收 100 万元。在玲珑村种植
60 亩特早蜜，预计收入 40 万元左右。
如今，镇里还构建起“生态农业+休闲
旅游”乡村旅游新业态，农特产品采
摘、农业观光、水果加工等成为带动村
庄发展的特色产业。

阳光玫瑰串起甜蜜生活
●永安记者站 黄中泉 通讯员 李 峥 文/图

高山杨梅走俏市场
●尤溪记者站 肖 丹 通讯员 林 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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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遗活起来，让

文创美起来。7 月 6 日

至11日，三明学院艺术

与设计学院“七彩假期·

美育陪伴”实践队到将

乐县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用手中的画笔扮

靓村容村貌，用专业所

学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为建设美丽

乡村注入新活力。

实践队员带着小朋友一起创作墙绘

队员们为将乐非遗设计的一系列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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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一
样大的杨梅

工人在
挑选杨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