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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出发，沿着白云山高速公路出隧道口，
右手边上一排排精致的楼房错落有致地展现在
眼前，这是金斗洋村给人的第一印象。这个曾
经隐匿于世的武道村落，如今已华丽转身，成为
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胜地，吸引了无数游客慕
名而来。

金斗洋村的畲族武术至今已有300多年的
历史。近年来，金斗洋村不断挖掘畲族武术内
涵，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挖掘、继承与创
新并举。金斗洋村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2017年畲族武术（福安金斗洋畲族拳）
被评为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这不仅是对畲族武术的认可，也是对金斗洋
村文化传承的肯定。

以武兴村摒弃旧思想

如何将村中的传统武术技艺转化为村
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技能？这一直是村党支
部书记钟团玉的思考与实践。

原来，从前金斗洋村十分闭塞，四面
环山，出门还需要渡船，经常出现险情。
不时还有外人侵扰，保卫家园、安居乐业
成为村民最大的愿望。

“畲拳主要以防身为主，几乎家家户
户都练习畲拳，唯独除了女人。小时候真
的很夸张，爸爸哥哥在家练拳都要把房门
关起来，连我这么个女娃都要防着，就怕
被我偷学了去。”传承人钟团玉说，虽然
如此，自己还是对畲拳有着极大的兴趣，
经常自己琢磨着练习。

近年来，国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金斗洋村得到了各级领导部门的支
持，修建了金潭大桥，修通了5公里的金

斗洋公路，通水、通电、通电话，外出再
也不需要乘船，农村面貌和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村民的思想也随之逐渐开放。

大家意识到，传男不传女的老旧思想
必须摒弃，畲拳也需要走出村庄，走向更
大的舞台。1995 年，省少数民族传统运
动会规定必须要有女队员参加，传男不传
女的传统就此打破；2016 年，钟团玉、
雷盛荣等人作为我省畲族代表参加第五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式；2018 年
参加福建省运动会闭幕式暖场演出……众
多畲族女性加入了畲拳队伍，展现出毫不
逊色于男性的飒爽英姿。

自 2021 年担任金斗洋村党支部书记
以来，钟团玉作为“班长”，不断带领村
两委成员走访省内外文旅做得好的村庄参
观学习，并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通过思
想上的调整和班子思想的统一，大家达成
共识，信心拧成一股绳。

她对村两委干部说：“我们要摒弃‘等、
靠、要、拿’的传统思想，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打造‘一村一品一特色’，金斗洋村应该
走上‘以武兴村’的道路。”

近年来，在上级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帮
助下，金斗洋村完善了进茶山的道路，解
决了茶叶出山难的问题；完成了“畲风武
韵”项目、村广场及武术景观、训练基地
修缮、研学营地、防洪护岸，以及金斗洋
人居环境提升和村路网提升等建设。上任
支部书记四年来，村立项建设项目达到
38项，总投资将近2000万元，这也为发
展“畲武研学+”模式的文旅产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合作开发研学项目

走出去，广纳四方；请进来，共襄盛
举。这几年，金斗洋村勇敢地迈出了与外
界合作的步伐，与多家市内外实力雄厚的
研学机构携手，共同开发研学项目。学生
们在武术研学实践活动中，从文化的体验
者、参与者，成长为实践者和传播者。

“畲拳招招实用，动作中还融入了
畲族人民的智慧，这让我对畲族文化有
了更深的了解，这趟研学之旅真是不虚
此行。”市直机关一干部在参加了金斗
洋村的研学活动后感慨道。在康厝乡金
斗洋村与村民同吃同住的五天里，她深
度体验了畲拳文化的魅力，并表示将来
会推荐更多的亲戚朋友到金斗洋研学和
游玩。

近年来，金斗洋村的武术传承基地、
武术主题公园、尚武廊等畲族武术基础设
施相继落成，使得这个“中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的印记更加鲜明。一系列“周末
农家乐+畲家三宝+畲族武术节目演出”
的旅游路线组合拳，让村里的畲族武术研
学旅游产业愈发兴旺。节假日期间，周边
的学校、企事业单位纷纷来到金斗洋村，
开展研学培训及团建活动，这不仅拓宽了
村民农闲时的就业渠道，也增加了他们的
收入。

金斗洋村近年来的发展成效，让钟团
玉深感自豪：“我们利用农业资源开发了
一批别具一格的农家乐，引导有条件的农
户发展生态休闲旅游。突出浓厚的民族特

色，走出了一条以游助农、以游促农的发
展路子。借助非遗项目畲族武术，开展畲
武研学、展演，吸引了各年龄段群体前来
体验，年均展演活动40余次，引入游客约
2万人次。”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们对“以
武兴村”的美好未来满怀憧憬。

打造武术金牌旅游村

为了村庄长远发展，制定了保驾护航
机制，村班子依托本村特色传统文化，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促进集体经济
壮大、增加村民收入和提升百姓幸福感作
为新完善乡规民约内容的核心。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宣传敬老爱幼、服务社会、促
进和谐、推动发展、团结进步的良好风
气。

截至目前，本村已依托畲族武术承办
或参与活动105场次，已参与人数达22万
人次。同时，成功举办“传统武术文化
节”、畲族“三月三”传统文化节、金斗
洋畲武研旅金秋游园活动等，通过开展畲
拳学习、农事体验等方式，进一步打响金
斗洋畲族传统武术品牌。

2023年，钟团玉当选为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她将畲
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为履职的一个重
点，提出“支持福安市畲族集聚区以‘连
片发展’为主题开展共同现代化试点，让
各个畲族村发挥自身优势，打造‘一村一
特色’的建议”。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钟团玉表示，她将努力带领一支
引领乡村振兴的团队，发展年轻党员，培
养具有公益心、甘于奉献、懂管理、懂经
济、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队伍。

据介绍，金斗洋村正朝着以自然人文
为依托，以畲族武术为特色，建设集休闲
养生、农耕研学于一体的武术主题隐居村
目标前进。聚集了武术文创研学、溪泉养
生度假、乡村旅游休闲、畲族村寨隐居四
大功能区，通过推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聚力打造“武术金牌旅游村”品牌。

党支部班子带领村民依托当地“畲、武”特色，因地制宜探索发展“以武兴村”，四年内，修
路建“景”发展“畲武研学+”投资建设项目将近40项，总投资近2000万元，金斗洋村从名不见经
传的小山村变成了网红打卡村——

金斗洋村：和美畲寨 跳起幸福“ ”
□ 李广 雷津慧

1月15日一早，社口镇坦洋村
村口的“遇见坦洋”奶茶店主理人
陈香雪打开了店门，随着阵阵茶韵
和奶香的飘逸，她开始一天的忙
碌。

从安逸的湖北老家闯入快节奏
的广州，三十多岁的她以餐饮行业
为阵地，逐渐在繁华的大都市站稳
了脚跟。但从小爱茶的她始终有一
个梦想，做一款独一无二的新式茶
饮。

为了圆梦，多年来陈香雪走访
四川、云南等茶产区，利用不同品
种茶叶调配奶茶。“我想调配一款
茶香与奶味能实现很好平衡的茶
饮，但总觉得差点什么。”

2022 年，跟随丈夫来到社口
镇探亲的她，品尝到坦洋工夫茶
后，眼前一亮，“这就是自己苦苦
找寻的那份独特茶香。”

一“品”钟情的邂逅让她停下
奔波的脚步。她决定从城市“逆
行”回乡村，留在社口专研茶与奶
的融合。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有些骨
感。本以为是佳偶天成的“联
姻”，却在制作中却遇到了难题
——由于制作工艺和茶叶采摘时节
的不同，奶茶的口感总是有着细微
差异。即便她一遍遍调整配方，甚

至更换设备，但问题依然存在。
正当她一筹莫展时，当地老茶人

给出了建议——用多种茶进行混合平
衡。

一语惊醒梦中人。三个月后，由
三款坦洋工夫红茶调配出的“经典工
夫”问世。金牡丹的茶香，结合老枞
的茶味，辅以白芽奇兰调和，三款风
味各不相同的坦洋工夫红茶实现完美
的融合，不仅保留了茶味，还有了区
别于传统奶茶的回甘。

新产品一炮而红。2023 年 4 月，
在社口乡党委政府和坦洋村党支部的
支持下，“遇见坦洋”奶茶店在坦洋
村开业了。

取名‘遇见坦洋’，一是我们与
坦洋村的特殊缘分，二是我们也希望
这家店成为游客了解坦洋，认识坦言
工夫的新窗口，让每一个到坦洋的外
来者都能感受到坦洋村多元的茶文
化。”陈香雪说。

坦洋工夫红茶技艺遇上新式茶
饮概念，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让百
年非遗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消费热
点。

在坦洋村村口“遇见坦洋”茶饮
店成了进村必去的打卡点。小巧精致
的茶果子、口感独特的啤啤茶、茶味
十足的冰淇淋……在不断创新以茶为
媒介融合产品的同时，“遇见坦洋”

还推出了茶饮制作体验，从视觉、味
觉、嗅觉等各个方面，给消费者带来
更加切实可感的体验，也为这座老茶
乡再添一抹年轻的色彩。

店前桂树飘香，店后清流如练。
握一杯奶茶、点一份茶食，听流水

“轻吟”、看满山翠绿，正成为越来越
多游客的选择。旺季时，这家奶茶店
一天的营业额可达近4000元。而线上
销售的零酒精的工夫啤啤茶更是卖出
了近10万瓶，打响了“以茶代酒，全
家福安”的品牌。

一叶成一业。新式融合茶产品的
推出，不仅让传统的坦洋工夫有了

“打开”的新方式，也给当地茶农吃
下一颗定心丸。仅2024年上半年，陈
香雪便向社口镇的茶企采购茶叶2万
公斤，带动村民增收20万元。

如今，“遇见坦洋”品牌不仅走
出山村进入福安市区，在厦门的联营
店也正在紧张筹备中。而啤啤茶、袋
装奶茶等产品也进入了标准化量产，
并有望今年进入省内大型连锁超市进
行销售。

“我们希望以一种年轻人喜欢的
方式推介坦洋工夫，让他们在品尝

‘遇见坦洋’产品过程中，不仅感受
到味道的融合与创新，还有独属于坦
洋的茶文化魅力，让坦洋工夫更‘年
轻化’。”陈香雪笑着说。

社口镇：在老茶乡闯出新赛道
□ 茹捷

（上接1版）

新模式激发新增量

在社口镇四甫村，村民徐清松趁着农闲，正忙
着在低产茶园内套种油茶苗。“随着茶树品种老
化，茶园收益跟以往相比差了许多。以前一亩茶能
收入1000多元，现在仅剩300多元了。”徐清松说。

在福安，还有不少茶农、果农有像徐清松这样
的困扰。

《福建省油茶生产三年 （2023—2025） 行动方
案》提出，福安需完成新造油茶林3万亩，可我市
宜林面积不到1万亩，在不占用耕地的前提下，规
划和实际的缺口如何补齐？

低效茶园、低效果园等土地进入福安市林业局
的视线。“以低效茶园套种油茶为例，充分利用茶
园间闲置土地空间，可提高单位面积农产品数量，
增加收益，加之油茶树高，在光照强的时候能为茶
树庇荫，以短养长，实现‘双茶’共赢。”陈长义
说。

去年，《福安市2024油茶生产发展项目实施标
准》印发，对符合套种油茶的农户，每亩第一年补
贴1000元，第二年补贴300元，同时，福安市林业
局制定规范技术标准，安排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
农户栽种油茶苗。

得知这项政策，徐清松第一时间向社口镇林业
站了解情况，并填写申报材料。今年1月，在技术
人员帮扶下，徐清松家20多亩低产茶园已完成油茶
套种。

套种效益如何？记者在社口镇大坪村种植户兰
伏清的40多亩低产茶园内找到了答案。

“2018 年在茶园内套种油茶，去年每亩收获
400多斤油茶果，等到油茶树丰产，预计每亩能收
800多斤油茶果。”指着油茶树，兰伏清信心满满，

“油茶树好管护，每年施一两次肥就可，加之管
护、采收期都在农闲时，能多一份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