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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亮点经济亮点

□□经济观经济观

□□创客风采创客风采

黄花菜、铁皮石斛、鹿角灵芝等特
色经济作物装点着村民房前屋后；蚯蚓
灯、竹编、手工木作等传统技艺成为庭
院特色；休闲农庄、采摘体验，农家庭院
成为游客旅途一景……泰宁乡村各具
特色的农家庭院承担多样功能，演绎多
彩角色。

庭院虽小，作用不少。泰宁县因地
制宜、因村施策，以“共建美丽泰宁、共
享幸福家园”为主线，以农户为主体，以
市场化、特色化、品牌化为导向，把发展
庭院经济作为促农增收的重要手段，成
为激活乡村经济的新引擎，以庭院美促
进乡村美的同时，让广大群众增收入、
富口袋。

庭院方寸地
开出幸福花

10 月 13 日，走进开善乡儒坊村农
户江德荣家，院墙内外绽放的黄花菜格
外引人注目，不仅为小小的院子增添了
不少花色，还彰显着庭院经济的活力。

“今年，我尝试在院子里种黄花菜，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开花时不仅可以美
化环境，还能增加收入。”谈起黄花菜，
江德荣喜笑颜开。

黄花菜花株耐旱且不挑地形，生产
周期短、收获时间长。2022年，江德荣
看中这些好处，决定发展黄花菜种植产
业。同年，他与村里的农户签订土地流
转协议，盘活山垄田，引进黄花菜种苗，
成立了泰宁县开善乡辰航家庭农场，并
与企业签订订单，由对方统一销售，解

决了后顾之忧。
两年来，江德荣在做好农场黄花菜

产业的同时，一直在思考黄花菜种植发
展的更多可能。

今年年初，泰宁县为鼓励发展庭院
经济，配套出台了各项政策支持，江德
荣在开善乡的号召下，积极探索黄花菜
庭院经济项目增收新模式，通过“家庭
农场+基地+庭院+农户”的方式，与儒
坊村20户农户签订黄花菜采收协议。

根据协议，由江德荣向农户们统一
提供花盆、种苗、肥料、技术指导等，农
户则利用自家庭院进行种植、采摘、分
拣和晾晒，最后，江德荣会按照市场收
购价收购农户家中的黄花菜干品，这样
一来，加上在黄花菜基地的务工收入，
农户们年收入能增加1万元左右。

庭院绘新景
非遗绽新姿

在大田乡大田村，市级蚯蚓灯非遗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茂生在自家院子
里，精心打造了一处既适合研学体验又
能展示非遗文化的研学工坊。

蚯蚓灯、走马灯、北斗灯……工
坊内陈列摆放着多种极具特色的花
灯，庭院中还整齐摆放着桌椅，开设
互动演示和体验教学课程，让前来参
观、学习的学生和游客体验亲手制作
蚯蚓灯的乐趣，激发大家对传统文化
的兴趣和热爱。

“前不久，跟着研学团队来到黄老
师家中，体验制作蚯蚓灯，看着蚯蚓

灯在自己的手中逐渐成型，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下次有机会我要
专程到这里来深入学习。”对蚯蚓灯的
制作，漳州研学团队学生黄宇新兴致
勃勃。

“我们大田蚯蚓灯，传承至今已经
有 600 多年时间，寓意生生不息、越断
越发，但随着时间流转，制作工艺面临
失传。”黄茂生说，看着越来越多前来参
观学习的学生和游客对蚯蚓灯感兴趣，
他感到很欣慰，希望蚯蚓灯能从自己的
庭院中走出去，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
和发展。

“庭院+非遗”助推大田乡研学产
业发展，不仅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开辟
了新路径，也为青少年的研学游增添了
一抹独特的文化色彩。今年以来，大田
乡共吸引研学团队、各类游客2.8万余
人次。

庭院农味足
乡村迎客来

每到周末，不少市民都会自驾到范
兴发的家庭农场游玩，投喂锦鲤、赏花
拍照，体验农家生活，惬意无限。

“我和家人朋友经常到这个农庄游
玩，不仅有各种应季水果可供采摘体
验，还能拍许多美照，同时感受农家乐
趣。”市民黄少娟说。

范兴发将休闲采摘和乡村旅游结
合起来，在庭院周边设立了农事体验
区、采摘区、野炊烧烤区、休闲区、农家
餐饮等特色体验区，大力发展乡村游。

目前，农场内有鱼塘30亩，培育桑
葚、猕猴桃、荔枝、八月炸等果树上万余
株，其他各类果蔬24亩。

“通过精心打理，我们主要是以种
植、养殖为主，每个季节都有新鲜蔬果
成熟，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农场负责人
范兴发喜上眉梢。

一花一草聚美成画，一户一景化
景为金。与兴发农场一样，泰宁县际
溪村、崇际村、水际村也有很多村民
凭借精心打造的特色庭院迎来了大批
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游客们或在心
中细细品味浓浓乡愁，或体验“舌尖
上的美味”，尽情感受自然之美，体验
田园之乐。

日前，《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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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着花香把钱赚》，让
人们看到了这一花样前
景的“鲜花经济”活力和
热度。

当下，“鲜花经济”
活力日益彰显，为城乡
经济发展不断注入动
能。有关数据显示：我
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花
卉生产国、重要的花卉
贸易国和花卉消费国。
近几年，鲜花市场规模
稳步增长，规模在 2000
亿元左右，并且借助新
业态新渠道，向着 2025
年 3000 亿 元 、2035 年
7000 亿元的年销售目
标加速迈进。如报道所
说，在我市仅清流县花
卉苗木种植达7.2万亩，
总产值达 60.6 亿元，从
业人员1.65万人。

为推动花卉业高质
量发展，助力“鲜花经
济”持续释放潜能，2022
年11月，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花卉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快花卉种业
创新、延长花卉产业链、完善花卉市场体系等
12个方面的主要举措。

从《闻着花香把钱赚》一文给人们启示：科
技创新是打造“鲜花经济”发展新引擎。推动花
卉业高质量发展，强化科技支撑是重要发力
点。正如刘建和说的：“靠独特的技术才能走得
更远。”为加快技术突破创新和产业升级增质，
在清流越来越多的花农像刘建和那样，加强与
农科院、农学院等合作，开展鲜切花新品种选
育、病虫害防治、产后保鲜及储运等关键技术攻
关，为花卉品种升级换代提供技术支撑，实现从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化。

要用心做好鲜花文章，不断深挖广拓“花经
济”的内涵与外延，才能持续提升由花而生的附
加值。报道中提到，注重文旅结合，在与旅游发
展融合方面下功夫，从而拓展“鲜花经济”发展
新场域。从古至今，识花、赏花都是提升文化修
养、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以花
为媒、以旅彰文，“文旅+鲜花”的跨界互动也为

“鲜花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场景、新业态、新模
式。“鲜花经济”始于花，又不局限于花。各地要
因地制宜，聚焦延链补链发展“花产业”，让“花
经济”越开越艳。比如有的乡村以赏花观景为
主，可以栽种四时不败之花、月月可摘之果吸引
游客；旅游资源丰富的乡村，可以在“赏花游”的
基础上加入田园采摘、特色农业、民宿度假、亲
子互动、研学康养等多种元素，为游客提供更丰
富的旅游项目。还可以充分挖掘各地特色民俗
文化，使游客在赏花的同时也感受到乡村文化
底蕴。

“鲜花经济”的火热折射出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也为巩固城乡经济向上向好态
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鲜花经
济”不断升温，既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也折射出城乡经济的活力满满。深入挖掘
鲜花背后的文化资源，推动与乡村特色产业融
合发展，把美丽颜值变经济产值，让“鲜花经济”
展现新活力，让流动的城乡更加春意盎然、生机
勃勃。

三明地处山区，森林覆盖率居全省、全国前
茅，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温暖湿润，四季分明，
在种植鲜切花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我们期待着“鲜花经济”在全市各地保持“超长
花期”，迎接花样前景！

花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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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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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古村里的麦芽糖作坊，一年销
售额达 30 万元，积累了一大批忠实粉
丝，原因何在？

金秋时节，记者带着疑问来到尤溪
县洋中镇桂峰村，一路拾级而上，远远
便望见写着“扬信公麦芽糖”的
旗帜。步入作坊里，铁
锅 正 熬 着 糖
汁，咕噜

咕噜地向外冒热气，许多游客闻味而
来。坊主蔡勋一边用小木棍搅起一团麦
芽糖请游客品尝，一边介绍麦芽糖的制
作方法和功效。

《尤溪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志》介
绍：“北宋名臣蔡襄之九世孙蔡长肇基桂
峰时，把麦芽糖的制作技艺带入桂峰，代
代相传，至今已传承28代。”今年51岁的
蔡勋就是桂峰麦芽糖制作技艺第28代
传承人，因遵循古法制作，2020年3月，
尤溪桂峰麦芽糖制作工艺入选第六批

三 明 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桂峰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

4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山中理窟”“云
霞仙境”，是全省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
古村落之一。仅今年上半年，桂峰村就
吸引了18.6万人次游客的到来。

“‘扬信’取自我父亲的名字，他在
村里辈分高，大家尊称他为‘扬信公’。

‘信’也代表诚信，希望能用诚信换口
碑，让这份传统技艺走得更远。”蔡勋
说，2017年女儿考上大学后，他和妻子
便回到桂峰村，将自家的老房子稍加改
造，经营起麦芽糖作坊。

蔡勋介绍，制作麦芽糖要经过育
芽、捣碎、蒸糯米、发酵、压榨、熬糖
6道工序。育芽需要8至10天，先将

小麦用清水搓洗干净，浸泡24小
时，再平铺在育芽盘上置于无

光处，其间要严格控制温度
和湿度，待麦芽长出5至6

厘米，放置于阳光下照
射至芽苗变绿，育芽工

作就完成了。随后，
将洗净捣碎的麦
芽、浸泡过蒸熟的
糯米和温水按照
一定的比例混合
进行发酵，再将发
酵完成的混合物
装入布袋，用槽架
压 榨 出 糖 汁 。最
后，将糖汁倒入铁
锅熬煮，前六七个
小时猛火，让水分

蒸发，后转为小火慢熬并持续搅拌。
“做麦芽糖是个力气活，我一般前

一天晚上8点左右发酵，凌晨3点起床
压榨，每天要花费近 18 个小时。”蔡勋
舀起一勺即将收尾的金黄色糖汁向记
者展示，“熬到像这样能挂在锅铲上，就
可以出锅了！”

《本草纲目》记载：“饴糖，补虚乏，止
渴止血。补虚冷，益气力，止肠鸣、咽痛，
治唾血，消痰润肺止嗽。健脾胃，补中，治
吐血。”因着麦芽糖香甜的口感和食疗功
效，很多游客来桂峰村都要特意捎上一
罐，还有不少游客成了回头客，通过微
信、电话预订，让蔡勋邮寄给他们。

蔡勋的作坊里还设有一处“谜语乐
园”，黑板上不时更新着诸如“推诚而不
欺众，众之不疑广为传——打一桂峰景
点”等谜语，让外地游客现场猜谜，猜中
者即可获赠一罐价值38元的麦芽糖。

“他们家的麦芽糖是手工制作的，
虽然价格贵一点，但是味道纯正，没有
添加剂，买给娃吃我更放心。”来自福州
的游客林玲说。

除了麦芽糖，蔡勋夫妻俩还特制了
麦芽酒、甘蔗酒和甘蔗醋，同时售卖饮
料、玩具等产品。“麦芽酒是我独家制作
的，仅以麦芽和糯米为原料，口感比较
独特，有很多客户表示喜欢。”蔡勋说，
通过组合销售，去年作坊销售额达 30
万元。

开店容易守店难。蔡勋表示，无论
订单多少，他将始终坚持古法制糖，传
承非遗手艺，让更多人品尝到麦芽糖的
甜蜜滋味。

美了庭院 富了口袋
——泰宁县发展庭院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泰宁记者站 李少兰 熊明欢 通讯员 罗 明 李丽梅 文/图

传承古法的“甜蜜”技艺
●尤溪记者站 王 琨 文/图

尤溪桂峰麦芽糖制作工艺入
选第六批三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蔡勋在熬糖汁。

记者手记：

如今，庭院经济已成为激活
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发展庭
院经济能够合理利用农户家庭院
落里面及周边的闲置资源，因地
制宜发展种植、养殖、农旅或者相
关服务业，将资源变成收益，增加
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赋能乡村
振兴。

未来，庭院经济应坚持探索
发展多种类型庭院经济，培育形
成一批庭院经济重点村和示范
户，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典
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推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

开 善 乡 儒
坊村村民在晾
晒黄花菜干品。

游客在
兴发农场投
喂锦鲤。

黄茂生（左三）
指导研学团队学生
体验制作蚯蚓灯。

外地游客猜中谜语
可获得一罐麦芽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