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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座“值得去的小城”
东山县上榜

本报讯（记者 王怡婧）近日，中国旅游
研究院与马蜂窝联合发布的《中国魅力小
城旅游研究报告》揭晓了“100个值得去的
国内小城”榜单，东山县凭借“福建最有电
影脸和古早味的海岛”的标签上榜。

近年来，1986 年版电视剧《西游记》、
电视剧《炽道》、电影《左耳》、电影《你的婚
礼》、综艺《旅行任意门》等影视、综艺纷纷
被东山县所吸引，来此取景拍摄。东山县成
了名副其实的“天然影棚”。

东山也是一座古香古色、历史悠久的
海岛，拥有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东山关帝
庙、“天下第一奇石”东山风动石、中国四
大名屿之一东门屿等名胜古迹，以及东山
剪瓷雕、金木雕工艺、东山歌册、东山南
音、东山潮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县
还有烧腱灵、金钱肉、东山肖米等古早味
的美食，充满了怀旧的味道，让人一口难
忘。

长泰区发布推进文旅
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励措施

本报讯（记者 王怡婧 通讯员 卢桂
滨）日前，长泰区出台《推进文旅经济高质
量发展激励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从丰
富文旅产品供给、完善文旅公共服务、文化
遗产保护活化、发展过夜游、加强文旅宣传
推广等五个领域进行奖励扶持，共涉及 16
条措施。

在鼓励引导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方面，
《措施》提出，对符合条件的文旅领域政府
投资重大项目优先推荐申报地方政府专
项债，优先列入政策性开发金融支持项
目；支持区域文旅经济品牌创建、景区提
质升级、旅游住宿业发展、“+文旅”融合
发展等四个方面，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
奖励。

在鼓励引导完善文旅公共服务方
面，《措施》提出，支持公共服务设施提
升、数字文旅发展、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等，根据实际情况给
予相应奖励。

在鼓励引导文化遗产保护活化方面，
《措施》提出，加强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文物保护业务部门开展考古调查、勘
探、抢救性发掘等文物保护工作，根据实际
情况给予相应补助或奖励。

在鼓励发展过夜游方面，《措施》提出，
支持发展入境旅游，鼓励发展过夜地接，鼓
励组织旅游专列，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
奖励。

在鼓励加强文旅宣传推广方面，《措
施》提出，鼓励拓展旅游市场，支持承办营
销活动、新媒体宣传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给
予相应奖励。

如果你也想感受历史文化与当代
文旅潮流的和鸣，来一趟龙海隆教乡
镇海村吧！

海浪轻拍着黑色的火山岩，远处
的灯塔掩映在海雾中若隐若现，镇海
村如同一幅山海交融的水墨画。这座
中国传统村落，既坐拥“福建小垦丁”
镇海角的浪漫风情，又藏着明代四大
古卫城之一镇海卫古城的厚重历史。
六百多年的海防文化与当代的文旅活
力编织出一曲独特的“海之乐章”。

大多数来到镇海村的游客，都是
奔着镇海角而来。2016 年，由钟汉良、
江疏影主演的电视剧《一路繁花相送》
在镇海角取景拍摄，带火了这个位于
村南部的天然半岛。

周末，驱车至镇海角，眼前是一望
无际的碧蓝大海，红白相间的灯塔静
静伫立在半岛尽头，与湛蓝天空中的

流云相映成趣。如今，镇海角成了许多
年轻人到龙海必打卡的“网红景点”。
打开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镇海角相关
的“婚纱照攻略”“看日出攻略”“出片
攻略”等尤为丰富。

“《一路繁花相送》播出后，镇海角
的游客量直线上涨，村里的文旅产业
开始蓬勃发展。”镇海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黄少远说。

2017 年，镇海村青年郭忠平抓住
了家乡文旅发展的风口，将自家的房
子改造成了“海角一号”海景民宿，成
了村里首批民宿经营者之一。

慢慢地，一些外来投资者也到村里
做起了民宿生意，村里的民宿也越开越
多。海天壹舍、椰市海言、海隅小院、那
海……如今，村中以“海”命名的网红海
景民宿已有 10余家。无论是艺术风还
是田园风，观海景还是赏日出，来此的

游客总能找到中意的民宿类型。
镇海村的魅力并不仅限于“网红

景点”。“镇海的底蕴在‘海’，更在
‘卫’。”黄少远说。明洪武二十年，江夏
侯周德兴奉旨抵御倭寇，他来到镇海
村筑城设立镇海卫，鼎盛时这里驻军
近万，与天津卫、威海卫、金山卫并称

“明朝四大卫”。历经六百余年，如今的
镇海卫古城仍保留着墙基与四座城
门，2013 年镇海卫古城被列入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卫城不仅是石头垒的城墙，更是
活的历史教材。”抚摸着卫城的城墙，
黄少远说道。古城墙内，气派的“父子
承恩”石牌坊、香火鼎盛的城隍庙、保
存完好的古街巷等遗迹仍诉说着当年
城池的繁华，游客来此，依稀可窥见昔
日海防的雄风。

在镇海村，海的韵味不仅浸润在
风景和文化里，更翻滚在灶台间。从村
中向大海那头望去，可见近海处舟来
船往，白影点点，海上养殖区绵延数公
里，那是镇海村“以海为田，大力发展
海上养殖业”的真实写照。

每天清晨，一艘艘渔船载着海蛎、紫
菜、扇贝归来，为岸上人送来最鲜的渔
获。海蛎煎、海蛎粥、扇贝海鲜粥、紫菜
汤……咸鲜的滋味勾住了来此的游客。

“村里的饭店、烧烤店用的都是新鲜捕捞
的渔获。很多游客就餐后，还会再买些渔
获回家。图的就是一个鲜。”黄少远说。

如今，在镇海村，城隍庙的香火与
海鲜排档的炊烟交织。这座滨海古村，
正以“海”为媒，将“网红”流量转化为
文化的沉淀。

⊙本报记者 王怡婧
通 讯 员 蓝毅辉

龙海隆教乡镇海村：

古卫海角织就古卫海角织就““海之乐章海之乐章””

“指尖贴着花瓣边缘，慢慢压实，
这样的压花才好看……”3月 14日上
午，在长泰牛角山玫瑰农庄里，春意
盎然，林阿玲正俯身指导游客制作压
花。干燥的三色堇、小雏菊、绣球等花
瓣在一双双巧手下逐渐拼成独一无
二的图画。

这是三月里玫瑰农庄寻常的一
天。作为近年来火热的团建目的地，三
月以来，这里已经接待了 20 多个“三
八节”团建团队。花艺体验、品尝花餐、
实地参观花田、花卉科普……玫瑰农
庄的每一天都在演绎一朵花的“七十
二变”。

2015年，在长泰区大力推行休闲
农业的契机下，热爱乡村生活的林阿
玲辞去了大城市的白领工作，回到家
乡创办了牛角山玫瑰农庄，尝试将花
卉与休闲农业相结合。

返乡创业，一切都从零开始。林
阿玲深知，要将“花”打造成为玫瑰农
庄的品牌，把游客吸引过来，单单依
靠农庄内百余亩的花卉基地，简单地
种花、卖花是远远不够的。在反复的
摸索与实践中，打造植物花餐、花艺
体验、鲜花民宿等想法逐渐在林阿玲
的脑中产生。

从玫瑰芋圆、玫瑰煎鸡等养生植
物花餐，到玫瑰纯露、玫瑰花茶等鲜花
伴手礼，农庄每项新产品的研发，都凝
聚了林阿玲的心血。林阿玲将自己社
交平台的名字都改为“玫瑰天使”，她

说：“玫瑰农庄就是我的孩子，我为农
庄的产品代言。”

以花卉产业为基础，玫瑰农庄逐
步延伸出玫瑰纯露、花卉食品开发等
二产项目，以及花艺体验、养生花餐
等三产服务。农庄发展上轨道后，林
阿玲不忘反哺乡村。“我们为农户提
供花种并回购其花卉、蔬果进行二次
销售。此举既增加农户的收入，又满
足农庄的需求，实现了互惠互利的目
标。”林阿玲说。

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林阿玲开
始深耕乡村人才培育的土壤。2024
年，福建省高素质农民实训基地在玫
瑰农庄挂牌。农民的培训课堂从教室
搬到了田间地头。“乡村振兴不是造盆
景，而是培育出一整片森林。既要让本
土农户扎根生长，也要让返乡青年发
光发亮，让每个愿意投身乡村的人都
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舞台。”她说。

从牛角山下久未修缮、破败不堪
的四合院，到如今以“花”为主题的现
代休闲农业产业庄园，林阿玲用十年
时间见证了玫瑰农庄的蜕变。站在泛
起嫩绿的花田边，林阿玲的目光投向
了更远处：“未来，我们将围绕姜荷花
的药用和食用价值进行进一步的开
发。以花振兴乡村，我们一直在路上。”

春风拂过花田，仿佛已能嗅到下
一季的芬芳。

⊙本报记者 王怡婧
通讯员 王莹莹 文/供图

以花为媒
林阿玲的“花样”振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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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乡村文旅带头人的乡村振兴密码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示了2024年度乡村文化和
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入选人员名单，漳浦天福观光茶园有
限公司总经理何滢、长泰区牛角山玫瑰农庄总经理林阿玲
成功入选。一位以茶为桥，铺展茶旅融合与党建惠农的共富
画卷；一位以花为媒，绘就三产融合与乡土美学的振兴图景
——在漳州这片热土上，两位女性创业者用截然不同的路
径，书写着新时代乡村文旅的“山海经”。

走进何滢负责管理的漳浦天福“唐山过台湾”石雕园，
游客正观看闽南工夫茶茶道表演，清润茶香与乡音交织；踏
入林阿玲一手打造的玫瑰农庄，游客正在体验花艺的魅力，
欢声笑语与花香共舞。从茶园到直播间，从古厝到休闲农
庄，她们让一片茶叶绽放出文旅融合的万千气象，让朵朵鲜
花衍生出产业链的无限可能。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茶韵与花
香，聆听她们的故事。

清晨，漳浦天福观光茶园内已缀满露珠。何
滢俯身摘下一片茶芽，轻嗅茶香：“茶是产业，更
是文化密码，藏着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的答案。”
入职天福集团以来，她扎根乡村23年，以茶为桥
梁，将品牌塑造、文化传承、党建赋能织成一张振
兴网。一片茶叶，在她手中泡出了“党建引领、产
业富民”的醇厚滋味。

天福茶博物院内，茶具典籍镌刻千年茶史；
天福“唐山过台湾”石雕园中，石雕群诉说闽台同
源，这两处何滢主持创建的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是当地乡村旅游品牌化发展的最好见证。2003
年以来，何滢利用天福茶博物院、天福“唐山过台
湾”石雕园两处景区内丰富的茶文化资源，策划
推出了“天福茶文化之旅”。“游客来到景区，可以
换上汉服，当一日采茶少年，从采青、晒青到揉
捻、烘焙，亲手完成一泡茶，实现茶文化的传承与
交流。”何滢说，沉浸式的体验、互动吸引了许多
研学团队。每年天福茶博物院、天福“唐山过台
湾”石雕园接待中小学生及青少年研学团队超3
万人次。

茶香浸润的土地上，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始
终同频共振。在漳诏高速天福服务区内，数百平
方米的展销专柜里陈列着茶籽油、地瓜、鱼干、
杏鲍菇等漳浦农特优产品。这是天福集团党委
与漳浦组织部、漳诏高速联合开展“党建福农
村企共建”的成果。2022 年 7 月以来，天福服务
区推出“专柜+专摊+专点”销售模式，帮助周边
农户二次加工、销售滞销的农副产品。据统计，项
目启动两年多来，累计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超
1000万元。“杨阿姨攒够了养老钱，刘大姐家里

盖了新房……”何滢笑着和记者数道，“乡亲们的
日子甜了，乡村振兴才有滋味。”

线下惠农如火如荼，线上“云”端也悄然织就
另一张网。2022年9月，在省妇联的牵头下，何滢
在天福服务区积极策划了福建省巾帼电商直播
带货活动，为漳州乡村的女企业家及女性新型农
民提供电商平台。活动销售了 100余种优质、特
色农产品，线上线下实现总销售额116.67万元。

有了首次策划直播活动的经验，在 2024 年
5 月的“粽享茶香”直播活动中，何滢将直播现
场搬进了天福石雕园的闽台民俗馆。茶叶加工
流程展示、茶道表演、提线木偶、漳浦剪纸等节
目轮番上演。活动总销售额达到 2400 万元，带
动农特优产品销售，创下了亮眼成绩。“直播不
仅可以将文旅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还能让漳州
文化突破地域，让更多人看见乡村的生机。”何
滢表示。

在台资企业工作多年，何滢从未停止架起
“连心桥”。每年她都会策划举办“花开两岸”杜鹃
花茶会、曲水流觞感恩茶会、海峡两岸名茶邀请
赛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两岸青年有机会并肩品
茗。何滢说：“我希望以茶为桥梁，两岸的年轻人
能在活动中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

一片茶叶，托起了乡村的日子，也牵起了两
岸的情缘。茶香氤氲间，面对乡村文旅的未来，何
滢的视野投向了更远处。“当前，银发经济崛起。
未来我们将把茶文化与康养产业进一步融合，打
造‘闽台康养小镇’。”何滢信心满满地表示。

⊙本报记者 王怡婧
通 讯 员 王莹莹 文/供图

以茶为桥以茶为桥 何滢的茶旅融合路何滢的茶旅融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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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城区天宝镇大寨村
村道边种植的黄花风铃木
花朵竞相绽放，金黄色的
花朵撑起了一把把花伞。
周末，市民踏青赏花，拍照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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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镇海角红白相间的灯塔旁，欣赏海天苍茫一色。 市文旅局 供图

近日，在市区
西溪亲水公园，盛
开的炮仗花爬满了
围墙，繁花似锦。从
远处望去，一片片
橙红色的花海热烈
绽放，充满了浓浓
的春意。

本报记者
梁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