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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过后，走进社口镇坦洋村，“喝过
坦洋工夫茶，人走情常在”几个红色大字镶
嵌在绿水青山之中，十分醒目。

以坦洋工夫茶闻名的坦洋村，是习近
平总书记当年在宁德工作时的党建工作联
系点。主政宁德期间，习近平同志曾先后
四次到坦洋村调研，提出闽东学“ 三
洋”（ 福安社口镇坦洋村、福鼎叠石乡竹
洋村、古田鹤塘镇西洋村），坦洋要当“领
头羊”，要求坦洋村抓好党建促经济，多渠
道发展茶业特色产业。1990年5月，习近
平同志即将离开宁德到福州任职，还专门
到坦洋村与乡亲们告别。

30多年来，坦洋村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强化党建引领，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
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擦亮坦洋工夫茶金
字招牌，充分利用生态资源和人文历史优
势，将“村、人、茶、文、旅”五位一体有机结
合，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
兴之路。

党建引领聚合力

春夏之交，坦洋村到处繁忙的景象，忙
过了制茶旺季，迎来了销售旺季。

坦洋工夫茶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一
度远销海外，留有“ 英商购买华茶，以坦
洋出产为最”的佳话。 当时从海外寄往坦
洋村的信件，直书“ 中国·坦洋”即可送
达收信人手中。 1915年，坦洋工夫茶荣获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茶路销售中断，
坦洋工夫茶也随之沉寂，新中国成立后才
有所恢复。后又由于品牌竞争、市场规划
等原因，陷入低谷到上世纪80年代末，坦
洋村500多亩茶场，只种有“福云6号”等少
数几个茶叶品种，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
500元。

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
工作期间，曾先后四次到坦洋村调研，要
求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茶产业，把
荒山开垦利用起来种植茶树，珍视、保护、
发展、应用好“ 坦洋工夫”品牌，让坦洋工
夫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导推动下，坦洋村
茶产业发展突飞猛进：短短数年，全村茶
叶种植面积增至 3000 多亩；村集体企业
—— 福建福安坦洋工夫茶叶公司成立，实
行产、购、销一条龙服务，到1989年，公司
年产值数百万元，村民收入大大提高，村里
还出现了“ 万元户”；1990 年，坦洋村 10
多名村民走出村子，到北京、上海等地开设

茶叶店，向全国推介坦洋工夫茶……
坦洋村以茶产业为核心，整合分散资

源，激发先进生产力。依托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设在社口镇的优势，村里
组织茶农学习新技术、试种新品种，成功引
进“ 金观音”“黄观音”“丹桂”等优良品
种，发展生态茶园4100 多亩，有效改良了
茶叶品种结构。

坦洋工夫茶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等国字号名片，并成功入选首批中欧
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2022年11月，包
含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在内的“ 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进入新时代，坦洋村进一步发挥党建
引领这个制胜法宝，结合当地资源、文化
优势和产业特色，搭建“ 指导员夜话”“
情常在坦洋茶话会”等平台，收集群众意见
建议，解决茶园机耕路提升、孝老食堂及
生态茶园建设等诉求 80 余个。总投资
1.576亿元，实施茶产业、基础设施、民生实
事等项目19个。

同时，利用直播带货等新兴销售模式，
进一步开拓了坦洋工夫茶线上线下市场。

文旅融合促发展

漫步坦洋，茶文化主题公园里八大制
茶工序场景栩栩如生，吸引游客驻足观
看；闻着茶香，穿过老字号茶行一条街，
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古老茶村当年“
茶季到、千家闹”的盛景再度重现。

坦洋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
统村落。村里较为完好地保存了横楼、炮
楼、天后宫、施氏宗祠、胡氏宗祠等清代风
格建筑。

近年来，坦洋村积极践行“以茶为主、
文旅结合、多元发展”的理念，统筹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多元化
的“ 中国福安坦洋情意村”。

坦洋村将茶文化展示、古民居观光、
休闲体验融为一体，采取“ 硬件升级+软
性服务+文化挖掘”的组合策略，完成路面
改造提升、沿街沿溪立面改造提升、砖窑
旧址改造提升、港湾式客运站修建等工程，
加快建设环白云山生态文化旅游“坦洋历
史文化圈”。通过开展文旅、研学等活动，
着力将坦洋村从单一茶产业村转型为集生
态观光、文化体验、产业培训于一体的乡
村全面振兴示范点。

2022年，坦洋村入选“ 春季踏青到茶
园”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和福建省中小
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为进一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坦洋村
引进宁德市宁福运营公司、福安市农垦集
团等企业，带来了资金和项目。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将三级公司中煤水文局集团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迁至坦洋村，开展溪水制冷、
地热温泉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助力坦洋村
乡村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

坦洋村还持续打造新业态，“遇见坦
洋”新式茶饮、库迪村咖、非遗文创工
坊、全家福安小吃馆、簪花汉服体验馆等
10 多个项目先后进驻坦洋村。村里还吸
引了凌江华、陈香雪等青年人才回乡创
业，引进线上运营团队，开通大坦洋联村
线上商城，打造集品茗交流、文化共享、
电商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茶文化空间。村
里依托市茶产业发展中心开办非遗技艺培
训班， 对100多名茶农和茶企工人进行培
训，并每年组织茶农与茶企参加 “ 坦洋
工夫”杯斗茶赛。

当好振兴“ 领头羊”

在坦洋村5G农业智慧茶园里，一排排
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茶树生长情况，自动
监测和采集园区病虫害情况。茶园实行机

械化生产，推行生态立体种植模式，推动“
数字+”与茶产业有机结合……

现代科技的加持、生态理念的深入人
心，有力地促进了坦洋村茶产业提质增
效。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24 年，坦
洋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万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156万元。

坦洋村发展了，如何发挥好“ 领头羊”
作用，带动周边村共同发展？2024年，福安
市推动成立大坦洋片区，该片区以坦洋村
为核心，联合周边社口、岩下、溪口、溪坪、
填头、秀峰等 6 个村，面积约 26.37 平方公
里，总人口近万人，现有党员293名。片区
共有茶园面积约2.1万亩，七成以上村民从
事茶产业。

大坦洋片区党组织以茶产业为核心，
领办各类经营主体11家，进一步强化茶产
业要素资源整合，提高茶叶种植规模化、品
牌化，并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设
生态茶园、5G 智慧茶园等 6100 多亩，建
成茶叶加工小微园、大坦洋联村商城、坦
洋综合产业交易中心等，串联茶叶种植、
加工、商贸全产业链，推动福安市茶产业
进一步做大做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大
坦洋片区在产业集聚发展、治理共同推进
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7个联建村共同
实施11个村财增收项目，2024年片区集体
经济收入达514.5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2.7万元。

3月5日，中共福安市大坦洋片区委员
会在坦洋村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该片区
以党建为引领、联村共建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的战略迈入新阶段。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循迹溯源
感恩奋进、大坦洋片区联建、产业融合提
升、村党组织引领聚力、坦洋故事传播等
五大行动，挖掘 ‘ 四进坦洋’丰富内
涵，以组织联建带动资源联享、产业联
兴、人才联育、治理联抓。”市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

坦洋：当好当好““领领头羊头羊””奔向共富路奔向共富路
□□ 张文奎张文奎

绿水青山的坦洋村 李郁 摄

6月7日，在溪尾镇林江村举办的“全家
福安‘荷’美林江”传统文化雅集活动中，古琴
演奏、汉服摄影、旗袍秀、荷花诗会等文化体
验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

仲夏时节，林江村的荷塘迎来最佳观赏
期。层层叠叠的荷叶间，或粉或白的荷花亭
亭玉立，粉的如少女娇羞的面颊，白的似无瑕
的玉盏，微风过处送来阵阵清香。这场以

“荷”为媒的乡村振兴实践，正书写着林江村
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的新篇章。

作为沈海高速福安服务区所在地，林江
村立足区位优势，将50亩荒地改造成荷花
种植基地，打造“荷花观赏+莲子采摘+休
闲娱乐”生态旅游模式。2024 年，接待游
客突破 5000 人次，直接带动村集体增收。

“在花开期，以花为媒，融合溪尾镇渔乡特
色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花谢后，深挖附加
值，售卖莲蓬、莲藕、莲子，推动单一观光
向复合型消费升级，让传统的莲花种植向综
合旅游开发转变。”宁德市医保局三级调研
员、林江村乡村振兴指导员吴凌宇介绍。

近年来，林江村深挖“莲”文化内涵，将静

态景观转化为动态文旅体验，进一步深化“农旅”
融合，打破“有资源缺品牌，有产品缺流量”的发
展瓶颈，扎实构建乡村振兴文化宣传支撑点。

沿着环荷塘步道前行，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
有致，墙面绘制的荷花主题壁画栩栩如生。微风
吹来，清幽的荷香随即飘散开来，沁人心脾。这
得益于近年来林江村深入实施的人居环境整治
工程：改造自来水管网、新建标准化公厕、完成

“G228林江—溪尾镇区”道路“白改黑”、实现污
水管网全覆盖。“荷塘月色”夜景打卡点已于花期
前完工，通过灯光秀、雾森系统等科技手段，打造
夜间赏荷新场景，延长旅游产业链。

这座曾经默默无闻的滨海村落，正以“荷”为
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泼墨挥毫，绘
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动人图
景，这不仅是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
更是探索农旅融合、激活乡
村内生动力的新路径。

图为:林江村荷花盛开，
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玩

林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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