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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义由村村民人均年收入 1.78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8.6万元，分别比
2017年增长 58.7%和 528.4%。此外，义
由村还陆续获评“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省级禁毒品牌示范村”。今年底，它还
将成为闽清县首个“数字乡村”。

张兆雄告诉记者，通过招商引资，一
个来自厦门的团队正式入驻该村投资，
并与义由村两委共同打造“智慧义由”平
台。该平台将兼具村务办公、网络超市、
体验农场、文创陶艺、团建休闲等功能，
拟今年底上线运行。

“在这个平台的帮助下，义由村的乡
村振兴将有‘智’又有‘质’。”上述团队的
负责人陈志标说，该平台不仅可助力农

特产品的定制化生产，还将通过搭建智
慧安防、智慧安全监管等系统，提高村庄
治理水平。

陈志标解释，假设一名消费者与一
名蜂农达成了协议，那么这名蜂农在接
下来的生产中，可通过该平台将蜜蜂放
养、加工生产等全过程、透明化地展示给
这名消费者。

同时，该平台能通过智慧村务功能，
直观地展示义由村的项目建设、经济运
行、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等信息，让人一目
了然。未来，不仅游客可“云”上畅游义由
村景点，投资商也可在“图”上快速了解义
由村的土地现状及规划红线等信息。
（雷岩平 侯宗焜 陈木易/文 林双伟/图）

义由古窑重迎生机

蜂农正在检查蜂箱挂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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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就地取材，用古匣钵碎片装饰墙体。

沉睡800多年的义由古窑将借此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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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东桥镇有个村落名唤义
由村，曾因盛产青白瓷远近闻名，原
名义窑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改为现
名。

漫步在乌桕花掩映的村庄，随处
可见夯土筑就的民房，不少民房墙体
被古匣钵碎片装饰得古色古香，穿越
感十足。

这里群山环绕，鸟鸣啁啾，鲜花
长开不败。站在高处，古窑群、古民
居、古道交相错杂，尽收眼底，仿佛身
处世外桃源。

因窑而历经兴衰的义由村，如今
因一个文旅项目、一段“蜂情”、一颗
“智芯”，逐渐拂去 800多年的历史尘
埃，不断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有800多年历史的宋代龙窑静静
地躺在山里。

义由村境内，散布着古匣钵碎片和瓷片。

日前，记者一行行走在义由村的路边，
随处可见散落的瓷片、匣钵碎片。村内一座
山上，除了有几处杂草丛生的废弃古窑口，
还现存一处长度约 70米、坡度约 35度的宋
代龙窑。虽然映入眼帘的是苍凉的遗址和
堆积的残片，但这里曾经的辉煌依稀可见。

“义由古窑的历史，可大有‘来头’。”挂
职东桥镇党委副书记、义由村党支部驻村第
一书记张兆雄说，闽清义窑曾是宋元时期福
建省规模最大的青白瓷产地，也是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而义由村则
是闽清义窑古窑遗址群的分布地之一，方圆
1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有20多个山头挖出了
100多个古龙窑遗址。从宋代起，这里逐渐
培养并聚集了一批拥有制瓷技术的人，一度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劳动力在瓷窑从事各类
陶瓷日用品的制作。

2007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走进福州
——义窑之谜》纪录片，让义由村第一次出
现在全国观众的视线之中。此外，2018年福
州市政府还将义由村的义窑青白瓷传统手
工技艺列入福州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8年 11月，距义由村不到 4公里的
“瓷天下”旅游景区一期项目开业，义由村随
之渐渐热闹起来。嗅到商机的张兆雄也开
始实施自己的一番计划，希望重现义由村的
辉煌。

张兆雄陆续争取到资金 1286.6万元，先
后启动修路、村貌整治、扶贫等21个项目，引
进 5家企业到村里投资。此外，在村两委的
带动下，村民们用废旧瓷片改造了10多座明
清古民居的外观，令其别具一番“瓷”味。

张兆雄透露说，总投资约 1.5亿元的中
国闽清义窑非遗文化旅游项目即将落地东
桥镇，项目选址在义由村和青由村。该项目
总用地面积 10公顷，划分的 4个功能区均位
于义由村内，分别为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滨
水区域、古窑遗址公园、古瓷文化创意区。

其中，古窑遗址公园以完整的古窑遗址
为依托，打造山体遗址公园，让众多的古窑
遗址与周边旅游项目形成“静动交错”的格
局。滨水区域结合安仁溪水库西侧山地，布
局康养配套设施，结合水面及水岸布置休闲
游憩设施。

近日，义由村的蜂蜜正迎来收割
期。“今年的蜂蜜产量预计有1万公斤，目
前我们已经接到3000多公斤的订单。”闽
清长桥蜂业合作社社长黄其良说。

黄其良告诉记者，义由村常住人口
仅 200多人，多数是留守的老人和小孩。
以前，村里产业单一，除了传统农耕外，
村民就靠着养蜂增加点收入。村内虽然
有300多亩天然乌桕林，可因为找不到蜂
蜜销路，一直没能大规模养殖蜜蜂。特
别是该村的大坪自然村，虽有养蜂场约
50亩，但蜂箱却不到40个。

义由村发展蜂蜜产业到底有没有前
景，这里面的门道在哪里？在行内人士
的介绍下，张兆雄找到了福建农林大学

蜂学学院的杨文超博士，把他请到村里
调研，得出了结论——乌桕花蜜有较好
的功效，值得把规模做大。

参照杨文超开出的“药方”，张兆雄
先后4次召集村里的蜂农开会讨论，逐步
确定了统一标准、统一包装、品牌运作、
线上线下销售等，并成立了闽清长桥蜂
业合作社，将村里的蜂蜜取名为“义由土
蜂蜜”。张兆雄还拿到了福建省产品质
量检验研究院出具的“义由土蜂蜜”的正
式检测报告——没有农残、没有重金属，
是纯天然蜂蜜，符合国家一级品标准。

同时，通过与福州部分机关、企事业
单位扶贫共建，以及与网络平台对接合
作，“义由土蜂蜜”有了稳定的销售渠
道。今年8月，张兆雄参加了福州驻村书
记直播带货活动，“义由土蜂蜜”是他推
介的主打产品之一。

据统计，从2018年以来，义由村实现
蜂蜜产量 2.05万公斤，产值 198万元，农
户增收约117万元。此外，义由村两委还
通过“支部+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模
式，共吸纳培养新蜂农25户，助力脱贫攻
坚，使“义由土蜂蜜”成了“致富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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