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2025年2月8日 星期六 3E-mail:faswbdz@163.com责任编辑：蒲允静 刊号：CN-35（Q）第 0058号

1月23日，社口镇坦洋村，汩汩热流
从“福报泉”涌出，引入太空舱民宿。

何为“福报泉”？故事还得从两周前
说起。

1月9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成功在
被业内公认为地热贫乏区的坦洋村打出闽
东第一口深层地热井，出水温度达标，具
备良好的综合开发利用条件。村民喜出望
外，和专家一起为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福报泉”。

地热资源勘查和地热钻探是打出“福
报泉”的两个主要难题。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地质+”乡村振兴（坦洋）项目部技
术负责人段江飞介绍，福建地热资源丰
富，但主要分布在厦门、漳州、福州等

地，在宁德以北尚未发现天然温泉。“坦
洋地处沟谷地带，断层规模相对大、深部
发育裂隙储水空间，这为地热流体的赋存
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我们综合运
用地质调查、水文地球化学调查等多种地
质勘查手段，确定了最优地热靶点，在该
村地下1700多米深处找到了地热水。”

坦洋村地下是1.5亿年前火山喷发形
成的凝灰熔岩，石英含量高，硬度大，这
对地热钻探提出了挑战。“针对硬度大的
难题，在 1000 米以浅，我们使用了潜孔
锤快速成井工艺，每天可以钻100多米，
工期缩短了30余天；为保护深部热储不
被岩粉堵塞，我们在 1000 米以深采用气
举反循环钻探工艺，有效保护深部含水

层。”段江飞说。
两大难题破解，汩汩热流涌出地面。

目前，“福报泉”的地面出水温度为
46℃，每日出水量达150立方米，热水沿
着管道被送往一座占地38平方米的太空
舱民宿。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民宿按照一
室一厅设计，床、沙发等家具一应俱全，
并配备了AI智能设备。“太空舱民宿每日
用水量在 6 至 10 立方米，按照现有出水
量，能满足10到15个太空舱的使用。”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地质+”乡村振兴（坦洋）
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刘天一介绍，地热水已
被送往水质检测机构检测，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将根据水质检测结果，结合坦洋工夫
茶，用好水育好茶，做好“温泉+”文章。

“买到票了没？”“什么时候回来？”采
访过程中，“地质+”乡村振兴（坦洋）项
目经理党凯不时接到家人电话，作为河北
邢台人，离家远，他也归心似箭，但项目
正在紧张收尾，他在现场忙着协调，回家
时间迟迟未定。

去年8月，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组建团
队全面进驻坦洋村，结合“大坦洋片区”
发展规划和当地群众实际需求，发挥自身
地热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优势，深挖当地
清洁能源，助推坦洋乡村振兴。他们利用
坦洋村溪水量较大、温度适宜等条件，依
托溪水低温能源制冷，为当地10多户村民
和茶企加装溪水源热泵，创造了更好的生
产生活条件。

打出闽东第一口深层地热井，当地乡村振兴多了一条“温泉+”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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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汉服舞蹈、观看川剧变脸、体
验水上飞人……春节期间，溪柄镇立峰
村因竹韵鹿境生态乐园引进的遇见·秦
朝欢乐园项目再次热闹起来。望着络绎
不绝的游客，立峰村党支部副书记马定
国不禁感叹：“竹韵鹿境生态乐园不仅
仅是一个项目，更是立峰村村民拧成一
股绳的象征。”

作为革命烈士马立峰故里，立峰村
红色资源丰富。长年在广州经商的马定
国看到村里文旅发展潜力，于 2021 年
投入180万元，将老家房子修葺一新。

立峰村村民纷纷将自家房子改建成
小洋楼。马定国决定将老房子改造为民
宿，当年 10 月便开业，开业第二天就
有人入住。“这几年我家民宿每年收入
10多万元。今年春节，很多游客通过线
上预订。”马定国父亲马培荣抑制不住
笑意。

看到马培荣家民宿发展火热，其他
村民也跃跃欲试。“当时村里客流量没
有上来，要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
饭，必须把发展步伐迈得更大些。”马
定国思索着。

另一头，立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马敬贤也在寻求破题之道。

2022年，马敬贤主动找到马定国，谋划村子发展之
路。

随着沟通深入，马定国发现两人对立峰村发展的许
多理念不谋而合。

乡村振兴，需要“头雁”先行探索，也需要“群
雁”振翅高飞。乡贤资源进入立峰村“两委”视野。

“我们邀请马逢盛、马仙春、魏海峰等乡贤共同成立宁
德市乡贤汇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马定国说，2022
年，溪柄镇入选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围绕绿色生
态、红色文化，立峰村“两委”集思广益后决定打造一
个集儿童游乐、研学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乐园。

2022年4月，竹韵鹿境生态乐园动工，2023年1月
14日开园。“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当年营业收
入就达到180多万元。”马定国告诉记者，由于村里大伙
不是专业做运营的，为了让生态乐园发展更上一层楼，
村“两委”决定引入专业公司运营。

孰料，这一决定反倒走了弯路，生态乐园被闲置
了。“网络评分从4.8分降到3.2分。”马定国的另一个身
份是福安市旅游协会常务副会长，立足自身优势，盘活
竹韵鹿境生态乐园资源，他和村“两委”共同引进了新
合作方。

今年春节期间，以遇见·秦朝欢乐园为主题的项目
让沉寂一年多的竹韵鹿境生态乐园重新开放，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

“今年我们设置了水上飞人、造雪等 10 多个新项
目，均获得游客喜爱，目前线上售票1万多张，营业额
预计超过400万元。”遇见·秦朝欢乐园项目运营总监刘
清贵说。

活动带来的“流量”，刺激了旅游消费“增量”。望
着来来往往的游客，村里发展旅游的信心更足了。“有
10多名村民找到我们，希望将自家房子改造成民宿，交
由村里统一运营，多一份收入。”马定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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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蛇年春节，坂中畲族乡仙岩
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最温馨的
时刻，村民们蒸糯米，打糍粑，村
庄里糯香飘逸，沉浸在一片喜庆与
忙碌之中。仙岩村支书雷石珠介
绍，在畲族人的心中，糍粑不止是
一种食物，它还是家的味道、情感
的寄托。畲乡流传“糯米做糍圆又
圆，香麻烂糍甜粘粘”的顺口溜。
糍粑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与完
满，软糯的口感则寓意着生活甜蜜
与幸福。

福安是全国畲族人口最大的聚
居地，畲族语言、畲族山歌、畲族
服饰、畲族习俗等传统文化异彩纷
呈。畲族糍粑是畲族的传统饮食，
流传至今已有数百年。畲族糍粑制
作技艺被列入福安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每逢年节，糍粑是自称“山
哈” 的畲家人必做的美食，有

“无糍不成年”的说法。糍粑越打
越黏，日子越过越甜。畲语“糍”

“时”同音，俗语“走时”就是指
好运气，他们常把丰收之年，喜悦
之年，说成“今年有糍做罗!”

仙岩，位于坂中畲族乡西部，
离福安市区3.5公里。驱车从喧嚣
繁华的市区出发，沿着福穆公路拐
过了几个弯道，便来到了这个静谧
的畬族村落。仙岩下辖叠石、对面
村、朝阳新村、南垄 4 个自然村。
主村仙岩背倚海拔647.9米的仙岭
鼻。相传山上有遗迹是南宋理学家
朱熹曾登临游历留下“小云深处神
仙府，禾稻半时富贵家”的诗句。
村头的大榕树，少说也有大几百年
历史。从浓荫如泼的树冠上伸出的
枝枝叶叶，将彼此交汇，重新聚
拢，覆盖住这座以岩石命名的村
庄，还有盘根错节的虬根，仿佛在
向我们诉说着遥远的故事。“仙岩
畲族风情园”仙气氤氲。自古以来
的“仙岗四景”即“老猿抱子”

“十泉映月”“丹榕胜境”“仙岫睛
云”至今犹在，村中有钟氏宗祠、
古井圣泉、五显神宫、百年苍榕、
命名石人……这里不仅有清丽婉约
的地貌，还充斥着浓郁的畲乡风
情，打糍粑、跳竹竿舞，畲族山歌
和巫舞与景观相互交融折射出民族
文化的深蕴。

岁末，走进村民雷伏顺的家，

柴火灶的火熊熊燃烧，厨房里热气
腾腾，木甑里正在蒸糯米做糍粑。
雷伏顺介绍，做糍粑的糯米要提前
一天浸泡，捞出沥干后，再放入木
甑蒸熟。“糯米不可蒸得过熟过
久，否则糍粑会过于软耷，失去弹
性，米香味变淡。”雷伏顺说。

大厅里，几个人正忙着用清水
将石臼里外清洗干净。石臼由一整
块花岗石凿成，形如巨碗。半个小
时的光景，打开木甑的盖子，米香
一下就“扑腾”出来，溢满整个厨
房。米饭熟了！大家合力将米饭倒
入了石臼。

俗话说，糍粑好吃米难舂，打
糍粑不是一件轻活儿。雷伏顺家今
天打糍粑，邻居也过来帮忙。男人
们抡着木槌，一槌一槌地敲打着米
团。“木槌下去要快，收起也要
快；木槌要打在同一点上；握槌的
手要紧，用力要均匀；手腕子、臂
膀的力气要绷得足，散得畅。”雷
伏顺介绍。打糍粑，需要耐心与力
气的完美结合。其间，有一人配合
捶捣的节奏，左伸冷水桶一蘸，右
进石臼一翻，来回不停地弯腰翻转
着臼内糯米饭，使之捶捣受力均
匀。

随着时间的推移，糯米渐渐变
得柔软细腻，空气中也开始弥漫起
一股温暖而又诱人的米香，那是糍
粑独有的味道。周围的邻居也被这
股香气吸引着围拢过来，一时间，
小小的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熟糯米越舂越细腻，黏性也越
大，糯米捣至粘糊、绵韧状时，细
腻的糯米团还可抽出细丝来，舂好
一臼糯米差不多得花十多分钟时
间。

打糍粑的间隙，大嫂也没闲
着。大厅里摆开一张大桌，上面放
一张竹匾，撒上糖、芝麻和花生。

“舂捣结束，要从石臼里掏出又软
又黏的糯米团也有技巧。要事先在
掌上抹上茶油，将捶打好的糯米团
用手捏成圆圆的一大团，再分成几
小团，趁热裹上糖、芝麻和花
生。”雷伏顺说。白糍粑被人们一
块一块压成圆饼状，印上图案和

“福”“寿”等吉祥文字。一块糍粑
是否厚薄均匀、圆整及其细腻程
度，都体现主妇一家人的用心程

度。
畲乡打糍粑，是一场庆祝丰

收、联络乡情的盛会。农耕时代，
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常用精工细作的
食物庆祝节日。畲族人邀请亲朋好
友到家里一起制作糍粑，共享这份
来自味蕾的幸福。每家每户来客
人，三亲六故也到齐，村里人流骤
增，笑声鼎沸。鞭炮声声，山村里
糯香阵阵，沉浸在欢庆的节日气氛
中。畲族还有农历正月二十日不下
田，做糯米糍“补天穿”的传统。
相传古代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的时
候，西北角差一块石头以致年年春
雨连绵，影响春耕，是皇天漏雨的
缘故。因此，这一天山哈都要做
糍，供祭天皇，取意“补天穿”。除
此之外，农历三月三、七月半、冬
至、嫁娶都能见到畲民打糍粑。散
发着喜庆的糍粑吃起来爽口细腻，
香甜软糯，富有劲道，还带着籼米
的香味，成为许多人美好的年味记
忆。

眺望远的山，仙岩就像一粒盈
盈的明珠掩映在一片青峦秀水之
中，山很秀、水很净、天很蓝、空
气有点甜。没有人来车往的喧嚣，
只有令人心安的温暖，村落里家家
户户的烟囱升腾着淡蓝的炊烟，与
耳边响起的每一次铿锵有力的“咚
咚”捶捣……融合成一曲山村和谐
的交响曲。

糍粑做好后，畲家人将它们放
通风干燥处阴干，过两三天后，等
糍粑变得硬挺再浸泡在水中，以备
随时食用。古时候没有冰箱，这种
简单的储存方法，能让糍粑吃过农
历正月，甚至更长时间。畲家人正
月出行，还会将一块糍粑揣在怀
里，或者放在包裹里。他们相信，
糍粑的香甜与糯滑，能够为人们带
来好运。家里来了客人，送上糍
粑。一块小小的糍粑传递祝福与关
爱，代表着家人之间的亲密无间，
也预示着新的一年，家家户户和和
美美、幸福安康。

尽管如今的市场上，有机器做
的糯米糍粑售卖，方便又快捷。但
老一辈的畲家人仍然坚持用最传统
的手工方法打糯米糍粑。他们认
为，手工打的糍粑，才是真正的年
味。

坂中仙岩：打非遗糍粑 品浓浓年味
□ 林耀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