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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村红色记忆

下曹村地处宁化县南部，距县城40
公里，始建于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
现有明清古民居51座，拥有“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两块“国字
号”招牌。

红色，是下曹村的鲜明底色。据《宁
化人民革命史》记载：1933年5月，红九
军团后方机关驻防宁化曹坊上曹、下曹
及滑石一带。1934 年 7 月，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北上，经长汀进入
宁化，在曹坊的上曹、下曹宿营，红军抗
日先遣队司令部驻下曹安俊公厅厦，一
部宿营下曹敬湖公祠内。1934 年 8 月，
红一军团曾集结于宁化曹坊的上曹、下
曹、滑石一带，密切注视敌东路军的行

动，后向松毛岭方向
东进。1934 年 10 月，
红九军团后方机关
从这里出发，踏上漫
漫长征路。

红军井、红军战
壕、红军食堂旧址、
红军抗日先遣队宿
营地旧址……下曹
村现有革命遗址遗

迹51处，几乎每一幢老屋、每一件文物
里都流传着一段红色故事。2017年，下
曹村被评为三明市中央红军村。

2019 年 12 月 21 日，福建籍湘江
战役红三十四师烈士后代集结于下曹
村，一起种下 34 棵松柏树，取名为“红
三十四师将士林”，寓意着党的事业万
古长青，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红色基因
代代传承。如今，这里已成为游客打卡
点，从中感悟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红色旅游带活山村

下曹村现有 402 户 2017 人，人多
地少，村民以种植烤烟、水稻、地
瓜、芋头、玉米、大豆等传统作物为
主。近年来，依托红色文化、特色产
业、民俗风情等旅游资源，下曹村不
断打响红色旅游品牌，发展特色旅游
产业。

2019年，曹坊镇被纳入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地核心展示园项目建设范
畴。下曹村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革
命遗址遗迹修缮及红色基础设施建
设，修缮红一军团军需仓库旧址 （立
人公厅厦）、廷玉公厅厦、杨岗公祠等
7处革命旧址，建成红军礼堂、荷花栈
道、雅南桥、连心桥、游客服务中

心、“八十里铺”微度假
营地等基础设施工程，
每年接待游客5万多人。

红色旅游带动了下
曹 村 产 业 、 就 业 、 创
业，餐饮业、民宿业发
展势头强劲。“我们现在
正进行3A级景区申报工
作，准备引入社会资本
运营，利用村部闲置空
间 改 造 建 设 特 色 民 宿

‘雅南之居’，设置名人文化特色民
宿。”下曹村党支部书记曹朝荣表示，
将进一步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助力乡
村振兴。

今年国庆，在外工作多年的村民
曹显德回到家乡，惊讶于家乡的发展
变化。“旧房屋得到修缮，村庄很漂
亮，环境得到了改善，游客很多，带
动了全村的发展。”曹显德说。

下曹村“八十里铺”微度假营地
引进三明市嗨森农文旅公司运营，开
展特色鲜明的党建培训、职工春秋
游、学生研学、企业团队游等活动，
成为新的文旅研学基地和网红地标。
2023年4月，“八十里铺”微度假营地
入选全国夏季“村晚”示范展示点。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民居，下曹村推
出“一元认租”活动，活化利用老宅子，
植入写生、摄影、露营等业态，设立三明
市书画院写生基地、宁化县摄影家协会
创作基地，吸引各地书画家、摄影爱好
者进村写生、摄影，提升红色古村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曹坊镇红色资源丰富，点多面
广。2022 年，宁化县对县道 X780 路
段进行改造，将石牛、上曹、下曹、
三黄、根竹、滑石等村串点成线，打
造一条“古韵之乡、红色研学、绿色
田野”的旅游线路。今年国庆假期，
下曹村接待游客3000多人。

2023 年，下曹村村财收入 15.8 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超过 2 万元。下曹
村的发展变化是曹坊镇推进乡村振兴
的一个缩影。“曹坊镇将下曹村作为全
镇旅游示范点进行打造，并串点成
线，带动辖区内精品旅游线周边乡村
建设，持续打响曹坊镇文旅品牌，传
承红色基因，留住乡愁记忆。”曹坊镇
人大主席刘舜炎说。

红色古村打造金牌旅游村
●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通讯员 张冰倩 吴立银 文/图

秋收时节，稻谷飘香。10月16日，泰宁县大龙乡
善溪村800余亩稻田喜迎丰收，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作业，经过切割、脱粒、粉碎等工序，将一株株稻
穗、一粒粒稻种尽收囊中。

“我们村今年总共种了800多亩的水稻，每亩产
量大概在 650 公斤至 700 公斤，整体来说今年产量
比起去年有所提高。”善溪村文书廖会生笑容满面
地说。

今年，大龙乡积极与相关制种公司签订订单合
同，在种植过程中配备了专业的技术员进行全程跟
踪服务，确保制种工作的顺利进行。收割后的种子，
制种公司按照合同进行收购，保障了农户的收入。这
不仅让农户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激发了
他们的种植积极性。

除了大龙乡，在泰宁县大田乡、杉城镇、下渠镇等
地的塅面良田，制种农户们同样迎来丰收。如今，制种
产业成为广大种植户们的烟后主导产业，为泰宁各地
的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泰宁县充分发挥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生
态环境优良等优势，大力发展水稻制种产业，培强龙
头企业。作为省内首个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重点
种子企业，泰宁科荟种业杂交水稻种子经营规模已
居全省之首、全国前五，出口量占据了全省的90%以
上。目前，泰宁已是国家级制种大县，水稻制种面积
4.07万亩，产量8540吨。

（泰宁记者站 张显超 通讯员 邹美青）

泰宁：订单收购 制种丰收

粮稳天下安，稻种关系水稻产量和品质。
明溪县城关乡王桥村今年6月开辟优质稻新品
种展示基地20亩，种植省农科院选育的优质稻
新品种40个。

10 月 12 日，明溪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召
开现场观摩会，涉农部门技术人员、10多名种
粮大户观摩田间优质稻新品种，从水稻的生育
期、株叶形态、丰产性、抗逆性等方面进行综合
评选，筛选出适宜明溪县种植的优质水稻新品
种。经评选，选出甬优31、飓两优8612、津两优
251等10个表现优秀的优质稻品种。

今年以来，明溪县加大优质稻新品种推广
力度，在城关乡、胡坊镇建立2个展示基地，面
积35亩，种植70个优质稻新品种；全县建立优
质稻示范片9个，核心示范面积2300亩，辐射
带动全县11万亩优质稻种植面积，全县的水稻
优质率达 84%以上。通过展示示范带动优质
稻新品种推广，全县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8.7%以上。其中，米质达部颁二等以上高档
优质稻品种推广比例达45.2%以上，促进全县
优质稻产业发展。

（曾德林 吴瑞金 吴冬梅）

明溪：评选新品种 推广优质稻

中稻成熟，10月15日，永安市大湖镇新冲
片区田野遍地金黄，农机手们正娴熟操作着收
割机，来回穿梭，收割、断穗、脱粒、碎秆，一气
呵成。

“早稻一收割完，我们就抢抓晴好天气，抢
种了200亩中稻。今天起，陆续开始收割，一周
左右可以收割完，再过 20 天晚稻也可以收割
了。”新众诚合作社负责人代碧强说，中稻抢
收，收割机是个“好帮手”，相比人工作业，收割
更干净，掉粒少，效率提高90%以上，实现粮食
减损的同时，可节约成本30%左右。

“这批中稻结实率高，亩产约500公斤，干
谷早已被泉州、广东等地经销商提前订购，每
公斤价格近4元，预计可增收40万元左右。”代
碧强说，合作社种植的500亩晚稻也被经销商
提前预订了，这种“订单式”模式，资金回笼快、
变现快，可有效缓解粮农资金压力，让粮农种
无忧、销不愁，种粮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幅提升。

今年，大湖镇共种植秋粮9000多亩，其中，
中稻 2200 亩，晚稻 5570 亩。目前秋粮正陆续
开镰收割，通过收割机作业实现颗粒归仓。

（永安记者站 黄中泉 通讯员 姜玉婷）

永安大湖：农机收割 秋粮归仓

10月15日，在大田县桃源镇
蓝玉村福建省湖田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养殖场，一排排羊舍
内不断传出羊叫声，一群群膘肥
体壮的湖羊正在欢快进食。

“养殖场现有存栏湖羊 2800
头，年可出栏 1500 头，实现年产
值约200万元。”湖田生态农业负
责人肖基传介绍，公司的湖羊主
要销往浙江、甘肃、新疆等地，因
肉质细嫩多汁，多用于制作烧烤、
涮羊肉等，深受消费者喜爱。

湖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3 年 8 月，是桃源镇引
进投产的首家养羊龙头企业。公
司养殖的品种是产于江浙交界太
湖流域的湖羊，经济价值高，适合
封闭式圈养，具有适应性强、生长
快、成熟早、繁殖率高和产肉性能
好等特点。

桃源镇是农业大镇，玉米种
植面积达4000亩，产生大量的玉
米秸秆，为发展草食家畜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湖田生态农业
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每年从当地
种植户手中收购玉米秸秆5000多吨，经过粉碎加工，
制成湖羊的主饲料，既能解决玉米秸秆浪费的问题，也
为种植户提供了新的增收渠道。

“以前大家收完玉米，剩下的玉米秸秆就只能焚烧
或者扔掉，现在收集起来每吨可以卖200元，也不会造
成环境污染。”桃源镇玉米种植户柯文江说，除了自己
的玉米地，他还将一些种植户的玉米秸秆捆扎处理后，
一起销售给湖田生态农业。

从种植户手中收购玉米秸秆的同时，湖田生态农
业实施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建立180立方米沼气池，
将养殖场产生的羊粪进行发酵处理，做成有机肥，售卖
给县内的蔬果种植户，构成了“羊—沼—草”生态养殖
模式，让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实现绿色种养循环。

近年来，湖田生态农业投资将养殖场面积发展至
20亩，建设标准化羊舍9座，安装自动饮水装置、通风
和保暖等设备，对养殖场进行合理分区布局，分种养
区、怀孕母羊区、哺乳区、羔羊育肥区等，可同时容纳
5000头湖羊。

“目前，养殖场每年产生1200吨羊粪，羊粪有机
肥销售额年可达30万元。”肖基传说，羊粪制成的有
机肥具有无污染、肥效高、改善土壤等优势，文江、
奇韬、吴山等乡镇的种植户都会前来订购有机肥，经
常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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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稻浪飘香。
10月13日，宁化县曹坊镇下
曹村游客络绎不绝。看红色
遗址、了解先烈事迹，游客们
在参观学习中接受心灵洗
礼。“参观下曹村革命旧址
群，认识客家古民居，学习红
色历史，还能品尝当地美食
淮山宴。”趁着周末，家住江
西石城的游客黄文华带着妻
儿驾车前往下曹村参观，感
觉收获满满。

下曹村是革命老区村、
中央红军村，罗炳辉、谭震
林、罗荣桓、粟裕、毛泽覃等
先后到过下曹村，在此从事
革命斗争活动，留下了他们
的红色足迹。苏区时期，下
曹村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
命运动，200 多名村民踊跃
参加红军，现有在册烈士18
名。近些年，下曹村荣获“市
级中央红军村”“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福建省金牌旅游
村”等称号。

▲游客参观红军标语。

▶孩子们在“红三十四
师将士林”接受红色教育。

下曹村内的红色雕塑

宁化县曹坊镇
下曹村鸟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