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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社
口镇始终牢记“闽东学三洋，坦洋要当领
头羊”的殷切嘱托，坚决扛起“三茶统
筹”核心区的使命担当，以深化坦洋实践
点建设为抓手，以品牌矩阵升级为契机，
以“三茶”融合发展创新为驱动，聚焦

“党建引领、文化铸魂、产业强基、科技
领航、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精心打造新
时代乡村振兴示范窗口。

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筑牢
乡村振兴精神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曾“四进坦洋”，提出
了“珍视、保护、发展、应用好坦洋工夫
品牌”的殷切嘱托。社口镇时刻牢记嘱
托，将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深
入挖掘坦洋村“一叶茶”中蕴含的文化底
蕴和红色基因，打造了一条党建与茶文化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一是讲好“四进
坦洋”故事，传承红色精神。依托习近平
总书记在闽东工作期间建立的党建联系点
优势，建成“振兴之路”主题展馆、情意
步道、茶学堂等实景教育基地，创编《坦
洋风云》 红色读本、《四进坦洋》 微党
课，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创新“党
建+非遗+研学”模式，串联省茶科所、
坦洋茶场、坦洋村，形成“观茶史、习茶
艺、悟茶道”的红色茶旅路线，持续讲好

红色故事；二是聚焦文脉传承，守护匠心
技艺。“坦洋工夫”承载着百年技艺与民
族荣耀，在 1915 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金奖，被英国皇室青睐，社口镇在创建

“坦洋工夫非遗传承俱乐部”，探索非遗传
承人“师带徒”机制的同时，通过举办惊
蛰喊山祭茶、斗茶赛、非遗技艺展演等茶
事系列活动，弘扬“自然、和谐、健康、
高贵”的品牌理念，通过“老技艺”与

“新表达”的深度融合，让百年茶香焕发
新的活力；三是聚焦品牌赋能，构建“三
茶”融合“强磁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统筹三茶发展”重要指示，实施“党建
强链、文化铸链、科技兴链”工程。成立

“大坦洋”片区联合党委，统筹省茶科
所、社口镇龙头茶企、村级合作社等资
源，打造“品种研发—生态种植—精深加
工—文旅体验”全产业链条。以文化赋
能、标准引领、跨界融合，让“一片叶
子”的故事走出大山、香飘世界。

二、用好建好坦洋村实践点，打造乡
村振兴示范标杆。

坦洋村是社口镇“三茶统筹”发展的
核心载体。社口镇以“五位一体”为抓手
（村、人、茶、文、旅），推动“闽东特
色”乡村振兴路径落地见效。一是党建统
领，凝聚发展合力。成立“大坦洋”片区

联合党委，按照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围绕“五大振兴”目
标，突出党建引领、产业优先、规划先
行，以坦洋村为“中心村”，针对周边村
庄发展“散、小、弱”等实际，综合考虑
产业相关、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等因素，
打破“就村抓村”固有模式，一盘棋推进

“大坦洋”片区党的建设、经济发展、社
会治理、服务群众等工作，以组织联建带
动资源联动、产业联兴、人才联育、治理
联抓、成果联享。二是茶旅融合，激活乡
村业态。立足社口镇“红茶小镇”定位，
深化和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的政研战略合
作，以省茶科所科研创新优势为依托，加
快科技创新引领茶产业发展，统筹推进茶
园基础设施、高标准绿色生态示范茶园、
茶树品种改造，建设生态茶园 4100 多
亩。与北京享业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55.89亩有机生态
示范茶园；三是生态优先，守护绿水青
山。践行“两山”理念，建成养山富山主
题公园，建设5G智慧茶园示范区，宣传
引导茶农使用省茶科所最新有机肥并引进
金牡丹等优质品种，采用绿色防控技术，
实现茶园温湿度、病虫害自动化监测，实
现“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2024
年，坦洋村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三、写好“三茶”统筹文章，探索高
质量发展新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系统观念”，
社口镇以“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
筹发展为抓手，构建全产业链生态。一是
文化铸魂，深挖“红绿交融”发展底蕴。深
化“新思想溯源工程”，与福安九中茶艺班
共建，开设青少年茶艺传承班、非遗制茶工
匠班，将“敬茶礼”“茶帮规约”融入村规民

约，培育“知茶史、懂茶礼、善茶事”的新农
人队伍。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四进坦洋”红
色资源，创新“足迹研学+实景党课”模式，
开发红色茶旅精品线路，精心用好坦洋村
现场教学点资源，2024 年累计接待 602 批
研学团队，合计19452人，研学和外来散客
5.7万人次，带动民宿、餐饮等增收约140万
元。二是产业强基，打造“三产融合”示范
高地。构建“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体系，
鼓励茶企使用“坦洋工夫”地理标志。通过
电商直播、国际茶展等渠道拓展海内外市
场。加快建设坦洋村红色客栈，结合现有
坦洋小微园区打造全国茶叶产学研销示范
基地；三是科技领航，激活“低碳智慧”创新
动能。依托白云山生态优势，建设茶树种
质资源圃，培育适应气候变化的优质品
种。建成全国首个5G农业智慧茶园，实现
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创新“碳汇茶园”模式，
探索茶产业低碳化路径，助力“双碳”目
标。2024年坦洋村23家茶企，12家家庭作
坊，年总产量 873.37 吨，年总产值 4075.74
万元。

下一步，社口镇将始终锚定打造“全
国乡村振兴样板村”战略目标，持续学习
贯彻“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党建引领绿
色发展，推动“大坦洋”片区深化发展，
系统推进茶文化传承创新、茶产业全链升
级、茶科技智慧赋能，加快构建集生态种
植、精深加工、茶旅体验、康养休闲于一
体的“三茶”融合创新体系，让千年茶乡
焕发新的光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社口镇将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弱鸟
先飞”的闯劲，“舍我其谁”的干劲，奋
力绘就“红绿共舞、三茶共生、村美民
富”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画卷，为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贡献社口实践！

““四进坦洋四进坦洋””启新程启新程 “坦洋工夫”润民心
社口镇

近年来，下岐村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搬上来、住下来、富起来”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
动旅游、娱乐与生态渔业有机融合发展，促
进海上养殖提质增效。2019年至今，下岐
共接待了来自 149 个国家的五百多名外
宾，他们专程来学习中国精准扶贫的成功
经验。2024年，下岐荣获福建省对外文化
交流基地称号。

1998和2000年，习近平同志曾先后两
次到下岐村调研指导船民上岸定居工作，
并指示：“我们不仅使他们搬上来、住下来，
还要让他们富起来，真正安居乐业过上好
日子。”在习近平同志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
动下，村党支部采取“分期分批、全面搬迁”
的办法，实施“船民安居工程”，全村渔民全
部上岸定居。渔民从单一的捕捞业，扩展
到水产养殖业和商贸服务业，人均收入从
搬迁上岸前的不足千元，增长到2024年的
36066 元，村集体收入达到 133 万元，走出
了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先
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美丽乡
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点，被誉为“连家船
民上岸第一村”。

一是提炼总结，讲好习近平在下岐的
故事。深挖习近平总书记“两赴下岐”精神
内涵，打造“水上党校”“村官讲坛”“渔民夜
校”“小小讲解员”等特色宣讲品牌，讲好

“家门口”的故事。以党小组为单位，按片
区成立3个党校基点，由党员干部、养殖能
手在休渔时节，带着教材、设备到海上养殖
区组织宣讲活动；针对一些生产生活由船
上迁移至岸上的连家船民党员，党支部将

“水上党校”延伸拓展至陆地，确保党的声

音第一时间传达到位。开设“村官讲坛”，
由现任村“两委”、离任村干轮流上台，重点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先扶志”的思想，
向渔民宣传“上岸定居当自强”的理念，激
发渔民创业脱贫致富热情。

二是辐射带动，串联一条山海特色文
旅路线。深挖习近平总书记“两赴下岐”的
生动实践，以连家船民“搬上来”“住下来”

“富起来”的故事脉络为样板，结合阮英平
红色革命事迹、六屿“海上交通站”以及“海
上田园·多彩渔村”“行洋四宝”“海鲜一条
街”等本土文化资源和经济特色，串联连家
船民上岸馆、红色美丽村庄、安德县黄岐区
苏维埃政府旧址、“海上田园·多彩渔村”等
教学点资源，打造“党建引领·渔旅融合”路
线。组建特色山海讲师团，讲好下白石故
事，2024 年累计承接各级各部门调研 300
多批次，参观学习1万余人次。近年来，先
后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书记李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赞比
亚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等国际、中央、
省重要宾客。《焦点访谈》《新闻联播》综艺

《山水间的家》都走进了下白石，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中
国组织人事、福建日报等中央、省级媒体报
道百余条。

三是互利共赢，打造下白石海鲜文化

小镇。下岐村党支部书记陈凌作为联村党
委负责人，按照“党委统一规划、支部连片
建设、资源共享共用”的机制，打造“渔旅融
合”联村党委，用“大手拉小手”的模式，带
动村财相对薄弱的林门头、王坑、下赤等8
个村组团投入832.94万元建成下白石海鲜
街，带动相对薄弱村集体经济增收2万-4
万元，增加下岐村集体经济收入 50 多万
元，实现“1+1>2”的辐射发展。 同时，加快
英平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突出抓好宁海
村金牌旅游村、“千万工程”、宁德市电动船
舶基地建设，开辟“宁海—金蛇头”海上旅
游专线，谋划推进宁海村乡村旅居综合体
项目落地实施。围绕“海鲜街”，发展滨海
旅游、海鲜全产业链，打造“下岐鲜”“行洋

四宝”两个特色的文化产业特色品牌，建设
以英平村为中心，辐射六屿、行洋、顶头等
老区基点村的红色集体经济，形成“海上田
园·多彩渔村”“上岸感党恩”“红色之旅”三
足鼎立的集体经济商圈，撬动滨海一二三
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将下白石打造成“吃
住行游购娱”一体的特色海鲜小镇，拉动集
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下岐村用二十多年的积累，实现了从
千年的“讨小海”转变为规模养殖、捕捞等
多元发展，不仅自己富起来了，更是带动了
其他薄弱村的发展，成为下白石海鲜文旅
小镇发展规划中最关键的一环，向党和国
家展现了下岐人民从摆脱贫困到走向乡村
振兴的生动答卷。

讲讲好上好上岸故事岸故事 唱响疍家渔歌唱响疍家渔歌
下白石镇下白石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