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德在哪？
它在闽清县桔林乡——从福州市区驱车1个多小时，

经闽侯到闽清东桥，攀爬至海拔800余米的山顶方至。
10年前的7月，记者来到该村时，村里冷冷清清，座座

古厝和房屋中几乎空无一人，村民们大都外出务工，仅剩
下少许老人留守。

10年后的今天，宽敞的村道、金黄色的稻田边，一辆
辆旅游大巴、私家车有序停放，来自福州市区及周边的游
客，在一座座修缮好的古厝中“打卡”，在远离城市喧嚣的
民宿中住下来，享受这座高山上的天然氧吧，陶醉在风景
如画的田园风光里。

“这两年，村里真的火了，中秋和国庆长假，游客最多
时接待上千人，这多亏了省级科技特派员许国发及其团
队！”闽清县桔林乡乡长姚兴柱赞许道。

从乏人问津的边远山区“空心村”，到火遍福州及周
边地区的“网红村”，科技特派员许国发和其团队靠什么
改变了尚德？近日，记者来到尚德村蹲点采访，探寻科技
特派员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尚德村的变化，源于3年前的一场调研。
“我和许国发老师都是市委统战部新阶联成员，看到

他当时组织一批热心乡创事业的‘新知青’在闽侯和罗源
帮助打造的两三个村很火，就想请他到我的家乡闽清来，
为乡村振兴建设助力。”黄盛敏回忆说。

黄盛敏是省级科技特派员，同时也是福州市科技特
派员服务平台研发和管理负责人。在她的盛情相邀下，
许国发来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乡村进行改造提升，开
展调研、摸清实情是第一步。

2020年 7月，在闽清县政府和县发改局的支持配合
下，许国发与黄盛敏等人决定利用一周时间，前往 19个
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和 1 个市级乡村振兴试点村逐一
调研。同行的还有来自各地的“新知青”——一群与许
国发一样，热心乡村振兴事业，有学识、有情怀的年轻
人。

许国发与他们结识，缘于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之初。
2018 年，从事艺术工作的许国发在福建艺术职业

学院担任创新创业导师。一次，他随学校党组织与闽
侯县小箬乡大坂村开展党建共建时，发现村里有着许
多闲置的古厝，于是决定利用自身优长，以艺术助力乡
村振兴。

许国发将闲置的房子租来修缮后，设立工作室、研学
基地，部分用于艺术品展陈，开设民宿、咖啡吧、书吧、农
家乐。他将修缮过程录制成视频，通过抖音发布，吸引了
全国各地有着共同追求的乡创人才相聚闽侯，大家群策
群力，为“大坂艺术村”发力。

一时间，昔日的冷落小村庄成为人们艺术创作、研学
实训、乡土体验、休闲旅游的时尚艺术天堂。

后来，许国发又带着团队前往罗源，帮助飞竹镇斌溪
村、西兰乡磹石村进行改造提升。“这几个村的实践经历，
为我们打造尚德村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许国发介绍。

经过一周考察调研 20个乡村后，许国发团队最终被
尚德村所吸引：云雾缥渺的山村里，遍山开放的淡粉色木
槿花、保存完好的古厝、满眼翠绿的生态林，仿若人间仙
境……

调研中，一条通往村里的路正在改造拓宽，既有得天
独厚的山村自然资源，又有与外界联系的道路交通——
一定要让更多人来到这里，见识乡村之美，享受原生态的
乡村之旅，这些想法在许国发的内心升腾。

“云上尚德，木槿花海”，许国发立即为尚德确定了这
样一个提升改造的主题，并立足尚德村资源禀赋，提出了
打造“四色”尚德的具体改造思路。

“红色尚德”，将尚德村一处解放战争旧址改造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发展红色旅游；“绿色尚德”，基于尚德
村高海拔的自然条件，种植生态林、木槿花等，建设绿色
景观；“墨色（古色）尚德”，对尚德村一批古建筑修缮改
造、活化利用；“蓝色尚德”，通过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
产旅游，构建蓝色（数字化）旅游体系。

改造思路一经提出，就得到桔林乡、尚德村的认可。
2020年 9月，许国发和他的团队开始进驻，一场将规划图
纸变成美好蓝图的实践开始付诸实施。

现行科技特派员政策，一般由一个人或一个团队科
特派结对帮扶一个村或一家企业。许国发感到，要将原
来藏在深山无人识的古朴村落，改造成一个迎接八方来
客的网红旅游村，单枪匹马肯定不行。

结合以往几个村提升的经验，许国发认为，可以将区
域内的科技特派员组成团队，整合更多资源，形成“N+1”
服务模式，让“N”个科技特派员（团队）集中力量，服务一
个乡村，将科特派 1.0版提升至 2.0版。他的想法得到市
科技局的充分认可。

“推进乡村改造，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我感觉关
键在一个‘凝’字，要把碎片化、分块状的各种资源凝聚在
一起，重新梳理并运营，成熟后形成模式。”一个“凝”字，
是许国发多年乡村改造经验的总结。

想到就干，说到就做。2020年 9月 8日，许国发在村
里成立了“尚德科特派·新知青工作站”，创立“政+校+
企+社会组织+工作站”的乡村振兴“五星综合服务模式”，
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以政策为导向，以校企地合作为契
机，以社会组织为网络，以工作站为基础，调动全社会力
量参与乡村振兴建设。

服务尚德村改造的科技特派员“N+1”服务模式，不再
是传统的一人帮扶一村，在这个模式里，“N”的作用得到
充分体现。

“参与进来的科特派团队，至少有 8个！”许国发说。
省级科特派邓小荣团队着力帮助完善尚德村发展规划，
黄志兴团队负责景观设计，吴克锋团队负责民宿、展馆等
设计，黄盛敏团队负责科特派团队落地服务和古厝重生
项目……

参与改造的团队有了，改造的资本从哪里来？
“改造的启动资金是 170万元，这是尚德村作为市级

乡村振兴试点村下拨的一笔经费。”许国发认为，“钱不是
越多越好，但要保证每一笔都花在刀刃上。根据规划，尚
德村改造要建设许多基建项目，这笔钱并不够，要用政府
这笔钱撬动社会资本、创客资本、企业资本、乡贤资本等
共同参与。”

在他的发动下，来自广东的张弘毅、顾佳夫妇来了，
他们认养了村中一座有着约 300年历史的古厝——路弄
厝，并斥资 100余万元，将其改造成一座有着乡村田园气
息的民宿，这是尚德村的第一家民宿，由此带动了村里其
他古厝的活化利用。

社会资本有了，企业资本也慕名而来。去年 4月，省

旅发集团抛来橄榄枝，引进中旅集团投资开发福旅乐养·
尚德康养度假村项目，借助省广电集团、厦门大学教育研
究院、福建电子信息集团等力量，共建集“吃、住、行、游、
购、劳”为一体的高山避暑康养休闲度假村。项目首期投
资约1700万元，先后建起了“云上尚德·耕读学堂”劳动实
践教育基地和福旅乐养尚德61号民宿。

该项目共设计了 17种室外劳动场景，将劳动教育与
研学旅游充分融合，主要面向都市圈消费人群，承接周
末、节假日亲子游。民宿和耕读学堂，还可带动村集体增
收，促进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社会资本、企业资本都有了，创客资本又从何而来？
许国发提出，鼓励科技特派员团队携技术、项目、资

金到农村领办、创办经济实体，或以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
入股、资金入股、技术服务和租赁经营等多种形式，与服
务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这样一来，科技特派员团队和社会组织力量与尚德
村“同船共渡”，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齐心奔赴

“云上尚德，木槿花海”之约。

改造前的尚德村，没有一座公园、一家民宿、一个游
乐场，用许国发的话说：“就像一个山野村姑，很漂亮，但
也太淳朴。”

“规划、改造、提升，就像在她漂亮的脸上化妆，让她

光彩夺目，让它红起来、火出圈。”他说。
经过两年的施工建设、改造提升，蓝图终于变成现

实。尚德，这个原本只有老人留守的“空心村”，摇身一
变，成为旅游业态齐全、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周末及节
假日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走在村里，宽敞的水泥村道旁，座座古厝修缮一新，金
黄色的稻浪边，依托茅草、稻田、羊肠小道而精心打造的梦
想滑梯、智跑迷宫、轮胎乐园、彩虹冒险岛等游乐景点，小朋
友们在其间嬉戏追逐，欢声笑语洒满山野；茶园寻宝、农夫
市集、桑葚采摘园、农夫渔趣等，原本乏人问津的田间地头，
成了八方游客体验摸鱼、采摘等各种乡野生活的乐园。

尚德村海拔最高处，依山而建的云尚休闲山庄，建在
林间的森林康养木屋绿荫掩映，建于湖上的康养小船屋
临水听风，人工湖也成了垂钓的绝佳去处。长假期间，闽
清东桥镇、宁德古田县和福州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大人
们在湖上垂钓，孩子们脚踩游船在湖里游乐，构成了一幅
悠然自得的乡村休闲图景。

“改造前，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旅游的概念，几乎没有一
个游客，而现在，许多城里人远道而来，体验乡野生活、高山
康养，享受休闲时光。”尚德村党支部书记李宝云介绍，自
2022年8月30日完成规划建设正式接待游客以来，尚德村
瞄准“周末经济”消费新引擎，举办了“云上纳凉 生态尚德”
乡村文化旅游节，至今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

村里“火”了，来尚德村打卡的人多了，最开心的还是村
民。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见到村民黄昌谈开着一辆“拉
风”的山地卡丁车。黄昌谈16岁就外出务工，听说老家开
发后立即返乡创业。“以前老家太穷，总想逃出这个穷山
村，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回来发展！”黄昌谈的脸
上挂着笑容。

目前，黄昌谈投资160多万元，在村里成立了一家“尚
德山地越野俱乐部”，购买了20多辆山地卡丁车，在山野林
间开辟越野骑行线路，那些喜欢越野挑战的游客和寻求刺
激的青少年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有100多人前来骑行，
由于人数太多，等待挑战越野骑行的人常常在俱乐部门口
排起长队。“投资的这个山地越野项目，我一年就回本了。”
黄昌谈开心地对记者说。

村民增收渠道远不止这些。李宝玉说，村两委将村
里9座闲置的古厝和土地集中流转，出租给乡村创客和企
业“认养”，让村财和村民同步增收。

首个“认养”古厝的，就是来自广东韶关的张弘毅、顾
佳夫妇。在广东经营着一家服装店的他们出于对乡村生
活的向往，“认养”了村中这座古厝，并将其改造成民宿。

“在城市生活久了，就觉得在乡村生活特别幸福。在
这座古厝里，每天清晨都能听到山上野鸡鸣叫，还能采摘到
葛根、灵芝等，我很喜欢用这些泡茶喝。在尚德住下来后，
就像陶渊明说的归田园居，感觉身心都安顿了下来。”一身
中式麻布衬衣的张弘毅邀请记者落座茶叙，吐露肺腑之言。

李宝玉说，目前村里9栋古厝已经有4座出租“认养”，每
年为村财多增收10余万元。村民通过就地就业、农产品销
售等，人均收入达7万多元。

科技特派员“N+1”服务模式，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
认可。2022年8月，省科技厅开展全省科技特派员工作案
例征集评选活动，尚德村科技特派员“N+1”服务模式荣获
优秀典型案例。

随着科技特派员“N+1”服务模式在闽清等地复制，如
今，一个个“尚德”开始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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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毅（右）教游客处理木槿花。本报记者 张铁国摄

一场深入一场深入2020个乡村的实地调研个乡村的实地调研

齐心同奏乡村振兴曲
小铁

今天的尚德，是福州乃至周边地区群众争相“打卡”的田园美景，是当地群众为之骄傲的美好归宿。
尚德村的嬗变，除了政府部门积极引导、鼎力支持外，科技特派员许国发及其团队的力量是关键。

当前，乡村振兴建设正如火如荼。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别说人才了，连人都不多”，是我市不
少乡村的现状。随着青壮年外出就业，乡村里留守的大都是老人，如何让“空心村”焕发新活力，让在外村
民带着“奔头”愿意回来创业，让外地人才带着“梦想”想来村里创业，尚德村无疑提供了一个“范本”。

毕竟，乡村振兴建设，既需要像许国发这样有情怀、有担当、沉得下心来的青年乡创人才，也需要一批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田专家”“土秀才”。各级各部门既要营造良好环境，为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
工和有志青年搭建乡村创业平台，也要持续向福州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力”，让专家学者把“实验室”设到
田间地头，将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推动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如此，才能让各类人才在
乡村振兴的舞台上琴瑟共鸣，相得益彰，共同谱写出乡村振兴的和美华章。

尚德尚德：：““脱胎换骨脱胎换骨””的山村巨变的山村巨变

一个科技特派员一个科技特派员““N+N+11””服务模式服务模式

一次一次““脱胎换骨脱胎换骨””的山村之变的山村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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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发介绍尚德村发展规划。本报记者 张铁国摄

尚德村。戴翔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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