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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侯大湖乡东部，有一个
名叫江洋村的小山村。和大湖乡
的雪峰山城景象相比，这里有一
种“小家碧玉”般的低调和内敛。

近年来，随着乡贤返乡建设
的风轻扬山庄、江洋甜柿采摘基
地以及江洋山庄康养乐园的出
圈，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渐渐
热闹了起来。日前，记者走进江
洋村，探寻它的振兴密码。

乡贤回乡投资
挖掘文旅经济

虽然大雪节气已过，但行走
在江洋村与彭湖村相接处的彭湖
山山间，丝毫感觉不到凉意。风
景如画的休闲步道上鸟语花香，
清新的气息令人沉醉。这条直通
山顶的休闲步道，是几位乡贤家
乡情结的凝聚。

“我们这里山多、林密、风景
好，夏天气温也不高。我们小时
候就经常爬彭湖山，山上有野果、
山珍，还有奇石和各种传说。”乡
贤杨锋说，作为村里人，他一直希
望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宝藏山”。
带着这一心愿，他联合张义开、周
兴观等同村乡贤，捐款 300 多万
元，修建了彭湖山步道。工程一
期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登山步道，
二期修建了半山环山观光步道和
4座休息亭，同时完善了水、电等
设施，在海拔 1000米的树林附近
开设了泡茶的雅座。

从 2020年 10月开始修建，到
2021年5月完工，这条登山步道倾
注了众多乡贤的心血。登上海拔
1003米的彭湖山顶，视野开阔，满

眼绿意，令人心旷神怡，附近几个
乡村景色一览无余。

“你看这块石头，像不像一条
鱼！”在彭湖山上，站在一块巨石
前，杨锋告诉记者，彭湖山上奇石
众多，千姿百态。目前，大湖乡政
府正在开展为山上的各个山石有
奖征名活动，以便更好发掘彭湖
山的旅游文化资源。

海拔 600多米的江洋村夏季
凉爽宜人，为了充分利用高海拔
的清凉，杨锋还投资建设了风轻
扬山庄。可喜的是，随着登山步
道和配套设施的完善，周末和节
假日来村旅游的人也多了起来。

“夏天的时候村里民宿一房
难求。以前朋友来了村里，吃顿
饭就离开了，因为实在没有可逛
的。”杨锋说，现在游客们来登山，
可以在山上泡茶，欣赏风景，下午
再去果园采摘果子，晚上就住在
民宿里。“这样不仅能把游客吸引
过来，还能把他们留下来，让他们

在村里吃住的同时，把村里的土
特产带走，让村民的钱包鼓起
来。”杨锋说。

种植特色果蔬
带动村民增收

农民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在
江洋村得到了诠释。“福建农林大
学的专家来村里考察后，说这里
土壤肥沃，气候适中，非常适合果
蔬的生长。”杨锋告诉记者，村里
人没有浪费这片天赐的肥沃土
地，建起了多个蔬果园。

空气里的香甜，还来自江洋
村漫山遍野的柿子树。这里是全
国为数不多的甜柿种植基地，市
场前景十分广阔。摘下一颗，切
开一尝，甜蜜的滋味直透心脾。

示范基地负责人何友拥告诉
记者，在全国种植的柿树中，甜柿
品种仅占 2%。由于甜柿对气候、
环境、管理等都有严格要求，引种
十分困难，他引种的日本“次郎甜

柿”也是在艰辛摸索 10年后才有
今天的规模。

1996 年，何友拥的父亲何孝
慈率先在村里引种甜柿。从 2001
年起挂果，如今品种有 20 多种。
在他的带动下，周边的坂头、武
竹、马圪等村的 20多户农民也开
始种植甜柿，现在闽侯全县种植
面积已有近千亩。

江洋良辉果园占地200多亩，
主要种有梨树和柿树。“这里的高
山气候特别适合翠玉梨生长，采
摘季里，每天有三四百人采摘。”
果园负责人蔡孝辉告诉记者。

如今，江洋甜柿已经成为江
洋村土特产的拳头产品，带动了
村民增收致富。“大湖乡将在江洋
村建立江洋土特产交易市场，江
洋片区的东乾村、坂头村、茶坪
村、六锦村等 8个行政村的水稻、
地瓜、玉米、高山蔬菜等农产品都
会在市场售卖，带动优质农产品
销售。”江洋村党支部书记何永清
说。

打造康养乐园
发展乡村经济

在山清水秀的江洋村，还有
一处不为人知的老年人乐园——
江洋山庄。

步入江洋山庄，一股沁人心
脾的桂花香扑面而来。这里的树

木葱郁，桂花也长得格外漂亮。
黄炳文是山庄的业主代表，家在
市区的他，近 10年来都在住在江
洋山庄。目前，山庄已有 86 户、
200多名新村民。

“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树木
种类繁多。在这里生活，我们仿佛
每天都在进行天然疗养。”黄炳文
告诉记者，“不少业主跟我反映，之
前住在城里有鼻炎、关节炎等慢性
病的困扰，来这边康养一段时间
后，慢性病也逐渐好转。这都归功
于优美的环境和饮食调养。”

“正是基于得天独厚的生态
环境，我们江洋人开始了一场关
于宜居康养的创新实践。我们充
分利用原江洋中学的闲置校舍，
经过精心设计与改造，打造出特
色鲜明的大院式养老场所——江
洋山庄。”何永清自豪地说。

江洋山庄86户新村民安享晚
年的同时，也对当地经济发展起
到了带动作用。据初步统计，每
户新村民每年在当地购买的农副
产品平均约 10万元左右，既为当
地农民带来收益，也为村里经济
发展注入动力。

“下一步，我们将把村里的闲
置场所整合起来，继续打造山庄
模式的康养基地，壮大江洋村的
康养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何永
清说。

游客避暑、长者康养，闽侯大湖这个小山村缘何热闹起来——

探寻江洋村的振兴密码
本报记者 谭湘竹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贾媛颖）9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采集室内，来自宁德的余
炜烨和三明的伍才鑫同时捐献造血
干细胞，为两名血液病患者送去新
生希望，成为我省第 478例、479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19 年，余炜烨在中国移动
福建宁德分公司工作，在单位组
织的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他留
下血样、登记个人信息，加入了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今年 5月的一天，余炜烨接到

一通电话。电话那头，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告诉他，一名血液病患
者与他的血液基因配型成功，需
要他的造血干细胞挽救生命。他
毫不犹豫答应了捐献，“我一定积
极配合，希望这名患者早点康复，
尽快回归健康人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日子，尽管工作
繁忙，余炜烨也积极协调时间，配
合做高分辨血样检测以及体检，
父母都很支持他，这让他全无后
顾之忧。

伍才鑫在三明宁化小米之家

工作。2021 年，他与妻子一同前
往献血中心献血，并加入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今年 10 月的一天，伍才鑫接
到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留
取的血样和一名白血病患者初次
配型成功后，他感到既紧张又光
荣。

据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解释，
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是采集他人的
造血干细胞，移植到患者的体内，
重建新的造血系统。通过给捐献
者注射动员剂，让骨髓里面的造

血干细胞释放到血液循环系统，
然后通过血细胞分离机将造血干
细胞分离出来，再输注到患者体
内。

握拳、放松，握拳、放松……
简单的动作在采集室内重复了 4
个多小时，昨日中午，采集顺利
结束，余炜烨和伍才鑫的造血干
细胞由专人护送至患者所在医
院。“尽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从而温暖更多人！”他们呼吁更
多人加入造血干细胞资料库，

“也许你就是那个能为他人带来

光明的人。”
捐献当天，余炜烨和伍才鑫

均收到了患者手写的感谢信，纸
短情长，字里行间充盈着感激。

在给伍才鑫的感谢信中，患
者写道：“您的爱心给了我灵魂深
处一次深深的震撼。我将传递您
的爱心，加入中华骨髓库。”

在给余炜烨的信中，患者写
道：“您的善举让我感受到温暖，
让我在无尽的等待和痛苦中看到
了希望。您的大爱和无私，值得
所有人敬佩和学习。”

电力服务暖人心
古村暖冬有保障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 通讯员 陈蒸
陈德钧 周军）9日一大早，国网福州供电公
司西竹供电所的外勤班工作人员忙碌在罗
源县西兰乡洋坪村的村道间，对村里古厝的
供电设施开展安全用电检查。

据了解，洋坪村有16座保存相对完善的
明清古建筑。随着寒潮来临，用电负荷显著
增加。为确保冬季用电安全，供电所的工作
人员针对古厝的供电设施展开了一场细致的

“体检”。他们仔细排查线路、设备的安全隐
患，并为村民普及安全用电常识。古民居的
木梁间传来一声声提醒：“这些老房子的电线
负荷有限，取暖设备一定要按规范使用！”

村民老林看着刚被换新的电表箱感慨
道：“以前一到冬天就怕电压不稳，现在改造
了电网，放心多了。如今冬天不怕电器跳闸，
夏天电风扇也能一直吹。”老林说，在新修电
力线路助力下，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为了解决洋坪村用电难题，近年来国网
福州供电公司一直在行动。“村里原来的变
压器容量不足，户均容量低，供电半径长，一
旦遇到高峰就容易跳闸。”供电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今年 7月，公司为洋坪村升级了
供电线路，对 10千伏蒋山线的真空开关、刀
闸、避雷器等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同时，
新装了一台容量为 400千伏安的变压器，将
供电半径缩短至 300米左右，户均容量提升
至5千伏安，大幅提升了供电质量。

电力工作人员在洋坪村进行安全用电检查。
通讯员 陈德钧摄

升级环网柜
供电更可靠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 通讯员 陈蒸
柯俊明 廖宇飞）9日，北二环西路与崎上路
交界处一片繁忙，20余名电力施工人员正有
条不紊地进行环网柜升级改造，这是鼓楼区
全域“零停”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一环。

本次改造的重点是北二环路一带的4个
环网柜。这些环网柜将被替换为更先进的6
单元环网柜，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
新型环网柜具备更高的运行效率和故障处
理能力，一旦馈线发生故障，内置断路器能
够迅速切断故障部分，保障其他馈线的正常
供电。

目前，鼓楼区、台江区作为我市“零停”
示范区，在配网工程、消缺、抢修等环节，均
采用发电车保电措施。本次工程中，现场共
接入3台400千伏安容量发电车，全程为区域
内用户提供稳定电力，居民用电不受施工影
响。

此次配网升级改造工程，不仅为居民提
供了更加稳定的电力供应，也是我市推进电
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
措。随着工程的推进，“零停”示范区建设步
伐将进一步加快，为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提
供更可靠的电力保障。

电力工作人员在进行环网柜升级改造施工。
（国网福州供电公司供图）

鼓楼“幸福好人”传递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廖秋瑶 记者 莫思予）
近日，鼓楼区鼓东街道树兜社区动员社会力
量，联合“幸福合伙人”开展国际志愿者日主
题活动。

潘连城在学习之余陪伴独居老人6年之
久，连云芳创业10年期间帮助烧烤从业者实
现梦想，陈琳悦坚持服务自闭症儿童和孤寡
老人十余年……在道德讲堂内，活动表彰了
在 2024年志愿服务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区

“幸福好人”，他们用所学所长服务群众、传
递温暖。

户外市集上还开设了30个爱心摊位，提
供义诊、反诈宣传、“平安三率”宣传等暖心
服务。下一步，树兜社区将以“党建红”带动

“志愿红”，不断深化党建联合体志愿服务品
牌，共同书写幸福篇章。

树兜社区志愿者服务群众树兜社区志愿者服务群众。（。（鼓东街道供图鼓东街道供图））

“今天的茶很甜！”说话间，69
岁的雷依姆将杯中的茶一饮而
尽。她握着罗源起步镇党委副书
记、政法委员陈魁辉的手，连连感
谢：“多亏了您的耐心调解，这回
我也安心了。”

这是上周发生在起步镇大众
茶馆里的一幕，也是起步镇综治
中心依托大众茶馆“书记大碗茶”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平台顺利解决
的又一起案例。

雷依姆是起步镇起步村人，
因诸多原因，她在 20世纪 90年代
错失承包地，房屋被风雨损毁后
地基滑坡无法原址重建，为此，雷
依姆开始了持续多年的信访。今
年，起步镇牵头起步村两委，通过
起步镇大众茶馆“书记大碗茶”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平台，对其诉求
问题多次调查协调，并进行思想
引导。最终，雷依姆同意旧厝地
征用回收村集体使用，并受领村
集体 2.8亩耕地，办理了相关土地
承包手续，多年的心结迎刃而解，
息访息诉。

如今在农闲时节，起步村的
村民们常常三五成群，聚在大众
茶馆，一边泡茶，一边拉家常，还
有的为村里的发展出谋划策。“有
啥烦心事，就到大众茶馆，喝上几
杯‘书记大碗茶’，这里是我们起
步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村民
辛大哥笑着告诉记者。

村里的大众茶馆原是辛氏古

厝，因地处街中、街尾、后里巷交
会处，人流量大，村民农闲时常聚
在这里聊天喝茶。时间长了，房
主辛锡杨干脆将自家厅堂让出
来，作为村里的公共空间。镇村
政府因势利导，将其修缮后作为
大众茶馆，这里也因此成为起步
镇村两级组织调解村民矛盾纠纷
的场所，镇领导、村党支部书记每
周定期到大众茶馆，摆上大碗茶，

与群众同喝，通过喝茶谈心的方
式，商议民生要事，听取民情民
意，解决邻里、家庭间的小纠纷小
矛盾。一杯大碗茶，让群众与村
镇干部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将感
情融进茶里，把问题摆在桌上，事
说清，理讲透，矛盾问题也就化解
了。这一杯大碗茶，也被村民们
亲切地称为“书记大碗茶”。

起步镇有一座宋代古桥，年

久失修，已破败成水泥板桥，亟须
修缮。但施工涉及古桥边两栋老
房子的户外范围，需拆除老房子
部分附属设施及开挖用地。工程
开始时遭到了老房子户主的强烈
抵制，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

镇村工作组立即行动，利用
“书记大碗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平台，邀请相关村民到大众茶馆
喝茶，畅谈古镇廊桥改造和集镇

整治后的村容村貌。村民深受触
动，最终自愿主动让出面积，支持
古桥建设。修缮后的古桥再现昔
日的盛景，更加隽秀多姿。“现在
古桥边还配备了长椅和议事亭，
成为我们老人家休闲娱乐的好地
方。”起步村村民黄依伯说。

同样，在起步镇徐登广场建
设过程中，针对长期在外对改造
不理解的村民，镇村工作组邀请
村民回乡看看，到大众茶馆泡茶
叙旧。“这还是原来的起步镇
吗？”多年未回乡的村民感叹家
乡变化之大，最终同意让出宅基
地 30 多平方米，用于广场建设，
并同时对旧房进行改建。建成
后的徐登广场设置了起步古地
图，将起步的故事文化习俗融入
露天展馆，并将“起步”典故、姓
氏墙、民俗等特色文化融入广场
的小品中，成为了起步镇的“文
化会客厅”。

“通过营造喝茶氛围，建立平
等对话机制，转变工作思维，提升
服务意识，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
抓手、更加有效。”陈魁辉说，“书
记大碗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平
台自运行以来，已摸排调处各类
纠纷 89起，在今年上半年平安建
设“三率”测评中，起步镇矛盾纠
纷化解满意率达 98.59%，位居全
县前列。

同饮大碗茶 共议邻里事
罗源起步镇大众茶馆变身“解忧杂货铺”

本报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刘其燚

“尽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两名志愿者同日在榕捐献造血干细胞

杨锋杨锋（（左一左一））联合乡贤在彭湖山修建凉亭供游客休憩联合乡贤在彭湖山修建凉亭供游客休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在起步镇大众茶馆在起步镇大众茶馆，，通过通过““书记大碗茶书记大碗茶””，，缆线电箱安装取得村民支持缆线电箱安装取得村民支持。（。（起步镇供图起步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