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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抓好
“三农”工作，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这令全国人大代表，康厝畲族乡金斗洋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钟团玉干劲倍
增。

“2021年当选村支书时，乡亲们说要
让村里有客人来，我真的做到了。”回想
从刚上任时的“忐忑”到如今赢得村民的
认可，钟团玉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将带
领村民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创新之路，以畲
族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把闽东之光传播开
去，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穆阳溪畔的金斗洋村是远近闻名的
“畲族武术之乡”，户籍人口 1000 余人。
“畲族拳主要以防身为主，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家家户户都能听到练拳、对棍的声
音。”钟团玉告诉记者，畲族拳很长一段
时间“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1995
年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召开前，市
县有关部门来村里挑选女队员，她有幸被
选中，从此走上了“习武之路”。

1997 年从学校毕业后，钟团玉进入
村“两委”工作，先后任团支书、村委会
副主任等职务。与此同时，凭借对畲族拳
的热爱和刻苦训练，钟团玉多次在全省、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国际武术
比赛中获奖，并于 2016 年作为我省畲族
代表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
幕式。2017 年，畲族武术 （福安金斗洋
畲族拳）被列为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

“2021年村‘两委’换届，村里的老
党员鼓励我‘试一届’。”钟团玉告诉记
者，就这样，心里“打着鼓”的她迈出了
第一步，扛起了村子发展的重任。

千头万绪村里事，如何破题？作为金
斗洋畲族拳代表性传承人的钟团玉想到了

“看家本领”。“马步扎稳、拳头握紧，一
定要有精气神”，她将习武心得融入工
作，带着村“两委”成员赴省内外乡村学
习取经，明晰了“以武为荣、以武兴村”
的发展思路，立志以畲族拳为“招牌”，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把“畲家之宝”传
承下去、发扬光大。

以武为荣，为让更多孩子了解畲族
拳、爱上畲族拳，钟团玉牵线金斗洋村与
康厝中心小学、宁德市民族中学结对，设
立畲族武术兴趣班，还牵头编撰《畲族传
统武术套路教材》，推动畲族武术走进高
校课堂等；以武兴村，在上级相关部门的
支持与帮助下，金斗洋村逐步完善农田机
耕路、太阳能路灯等基础设施，村民从

“肩挑”变“骑电动车”上山干活，还修
建了畲族武术主题公园、青少年研学民
宿、户外营地等项目，引进运营团队打造
畲族武术研学实践基地，游客来此可体验
畲族文化与四季农事。

曾经一度消失的练拳声又回来了！这
声音里，既有传承人：金斗洋村现有非遗
传承人 7 人，其中省级 1 人、宁德市级 3
人、福安市级3人，村党支部3名女性支
委位列其中；也有体验者：2024 年，金
斗洋村接待研学、培训、团建等访客约2

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21年的近2
万元增长到2024年的超2.8万元，村集体
收入达50万元。

变化，悄然间发生。“我们村离县城
约半小时车程，渐渐开始有年轻人在县城
上班、回到村里住，村里办活动的时候，
村民们都自愿来帮忙。”钟团玉欣慰地说。

尽管村里事务繁忙，钟团玉依然利用
周末等时间练拳。对她而言，畲族拳既能
强身健体，更提振精气神。“练武不先出
手，做村支书也一样，要人品好，不为自
己利益，为村里多做一些事，乡亲们都会
看在眼里，自己回头想一想，心里也甜滋
滋的。”钟团玉笑盈盈地告诉记者。

今年，钟团玉带来了关于加快推进畲
族文化生态保护和畲族武术争创国家级非
遗项目的建议。“闽东承载着深厚且独特
的畲族文化意蕴，孕育了独具畲族特色的
畲族武术。”钟团玉说，希望进一步加强
畲族文化系统性保护，为畲族语言、服
饰、歌舞、民俗、武术等营造存续空间，
激发年青一代传承热情，以文化赋能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村里正在筹备一年一度的畲族‘三
月三’传统文化节暨传统武术文化节，邀
请省内传统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欢
迎大家到时来金斗洋村游玩！”钟团玉充
满期待。

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
——访全国人大代表钟团玉

□ 林宇熙

本报讯 （蒲允静 陈威）“一二三，木头人，
定！”在溪尾中心幼儿园的操场上，小朋友们三
五成群地在嬉戏玩耍，欢笑声此起彼伏。溪尾
中心幼儿园占地面积7亩，建筑面积3800平方
米，办学条件完善，现有九间教室以及配备音
体活动室、手工制作室、美术室等，还配有多
种户外活动设施设备。在上级相关部门以及溪
尾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溪尾中心幼儿园
新园区于2020年10月投入使用，有效解决溪尾
区域内适龄儿童上学问题，对溪尾镇教育民生
补短板起到积极的作用。

“3·5”学雷锋纪念日前夕，溪尾镇妇联、
团委联合溪尾卫生院、溪尾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组织医务人员、志愿者等前往溪尾弘林敬
老院开展义诊活动。溪尾弘林敬老院坐落于溪
尾镇坎下村，是宁德市乡镇级规模最大、设备
较为齐全、居住环境舒适的养老机构。该院现
住有老年人 66 人，院内有标准双人房 40 间、
床位80个，并设有厨房、膳厅、健康活动室、
技能培训室、医疗室、洗衣间、保卫室、办公
室、“福寿堂”等场所。先后荣获“全国农村
五保供养先进单位”“福建省农村二星级敬老
院”“福安市级文明单位”等称号。

溪尾镇结合当地实际，整合多方资源，不
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老年人需求为导
向，大力推进“家门口”养老模式，让老年人

“养老不离家”“离家不离亲”，就近享受“一
站式”优质养老服务。溪尾镇为切实解决弘林
敬老院失能、半失能特困老人看病难问题，按
照“以医为基，以养为本”的理念，与溪尾卫
生院深度合作，为需要长期照护的老人提供集
医疗、养老为一体的特色医疗服务，解决敬老
院老年人看病难问题，改善养老院老年人的健
康状况，切实增进老年群众的健康福祉。

在溪尾镇便民服务中心，一场“放管服”
改革正持续深化。为提升服务效能，溪尾镇调整充实便民服务中
心领导小组，由党委副书记、镇长雷建文担任组长，统筹民政、
残联、医保、人社等多部门资源，并通过定期培训强化工作人员
业务能力。中心配备自助终端机、办事指南和标准化服务流程，
辖区群众可直接办理39项业务。同时，中心下设15个村级代办
点，由村 （社区） 干部为村民提供全程帮办服务，形成“镇村联
动”的便民网络，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群众办事
更便捷、更省心。

从溪尾中心幼儿园的文化育人，到弘林敬老院的医养结合，
再到便民服务中心的数字化服务，溪尾镇正以“绣花功夫”织密
民生保障网。这背后，是“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是溪尾镇
党委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良性互动，更是对“人民至上”理念
的生动践行。“未来，溪尾镇将继续以民生需求为导向，让发展成
果更多惠及每一位群众，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溪尾镇党委
书记毛乃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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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蒲允静 李郁） 3月8日，由市文体
和旅游局，潭头镇党委、政府主办的“2025年
第六届福安李花文化旅游周宣传活动”在潭头
镇棠溪村开幕。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群舞 《芙蓉仙子》 拉
开了活动序幕，随后歌伴舞 《情定武陵花海》
以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舞姿展现了李花盛开时
的浪漫氛围，非遗舞蹈《鱼跃棠溪》则通过传
统舞蹈形式展现了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高空
杂技 《潭头李花开——霁雪玲珑》则以其惊险
刺激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现场还举行了“2024 年芙蓉李优质果评选
结果颁奖”仪式，进一步激发当地农民种植优
质农产品的积极性。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漆扇、簪花、彩陶、皮
影等非遗文化主题体验互动区，游客可以动手

制作传统手工艺品，感
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
力。五大爱情主题区的
沉浸式体验活动也吸引
众多游客驻足，通过情
景剧演艺互动，大家深

入了解了李花文化背后的浪漫故事。绣球招亲与
朝代婚服大秀通过传统婚俗文化与现代时尚的结
合，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届活动还新增了春田乐队音乐派对、非遗
幔帐戏、老电影放映厅、跟我一起唱等互动体验
项目。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漫山遍野的李花美
景，还能深入体验福安的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

据了解，棠溪村位于潭头镇中部，是“国家
级传统村落”“全国生态文化村”“国家森林村
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村内种植芙蓉李已有
100多年历史，目前种植面积达3400多亩。此次
活动旨在按照“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态强镇”发
展战略，进一步打造棠溪李花文化及推介农特产
品，为乡村文旅增收拓销路，营造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浓厚氛围，持续为福安市芙蓉李产业发展
助力。

潭头镇党委书记万里翔表示，下一
步，将秉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不断打
造“文化强村”，古街“百年回眸”项
目、研学楼项目，提升研学文创承载
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李花文化旅游周启幕

群舞《芙蓉仙子》

游客穿梭李花中拍照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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