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9月23日上午，
台商区党工委书记林荣
忠带队到东园镇龙苍村
调研该区乡村振兴工作。

在东园镇龙苍村，林
荣忠走进项目施工现场，
详细听取该村乡村振兴
项目规划建设方案，了解

“番仔楼”建筑群的保护
利用和改造情况，询问当
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关建议。

据悉，龙苍村乡村振
兴项目共规划建设两条
路线。线路一已建成打
造了包括党史馆、国史
馆、家风家训馆、移风易
俗馆、关爱未来馆、乡愁
记 忆 馆 等 11 个 特 色 项
目。线路二项目预计总
投入 520 万元，涵盖书画
馆名家工作室、台商非遗
技术体验馆、台湾芬芳
馆、中国收藏家协会台商
采风基地、两岸青创项目
工作室、侨史馆、两岸伴
手礼展销中心、龙苍农文
旅提升配套基础工程、土
木给排水照明音响工程
等10个项目。目前10个
项目均已完成设计，其中
7 个项目已完成招投标、
处于施工阶段，3 个项目
已完成预算、处于施工招
投标阶段，整体项目预计
年底前全面完成。

林荣忠对当前龙苍
村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
举 措 给 予 了 肯 定 。 他

说，要因地制宜，进一步
理清发展思路，在乡村

“番仔楼”建筑群改造过
程中，挖掘特色亮点，注
重合理规划，完善空间
功能，做好环境整治，并
持续不断推进道路、水
利 等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建
设；要注重细节打造，通
过利用传统工艺手法，
还原历史场景风貌，将
文化创意、景观创意等
融入其中，打造有文化、
有内容、有特色的“打卡
点”，最大限度发挥古建
筑的价值，实现保护与利
用的统一；要强化产业支
撑，将龙苍村特有的文化
优势与乡村旅游紧密结
合，通过盘活闲置优质资
源，发展精品民宿和本地
特色餐饮产业，打造更多

“ 沉 浸 式 ”乡 村 服 务 体
验，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
就业，为推进乡村振兴打
下坚实的基础。

林荣忠说，龙苍村今
后要加快发展农业新技
术，研发、改良农业新品
种，促进农业产业提档升
级；要以惠及更多本地群
众为目标，以科技优势和
产业优势带动农民收入
提升，同时深入挖掘农业
发展新增长点，发展乡村
休闲旅游新业态，加快形
成农业发展新动能，让更
多群众在乡村振兴的宏
伟事业中受益。

东园镇龙苍村：
化党建优势为发展优势 聚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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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泉州台商区东园镇龙苍村，您就仿佛走进了历史。龙苍
村，是海西著名侨乡。清末和民国期间，迫于生计，龙苍不少乡亲
下南洋谋生，大半生漂泊于异国他乡。因为对故土的一次次梦中
回望，那些远渡重洋在外打拼的游子，都会把辛苦赚来的钱汇回老
家，建成一座座集闽南古厝特色与南洋风情的番仔建筑。

10月14日上午，海都记者在龙苍村的番仔楼下遇见“80后”的
村支书蔡玲彬。如何做好龙苍村的乡村振兴工作？如何带着龙苍
村的村民致富？这是她一直思考的。而在她身后，该村97名中共
党员、300多名大学毕业生和2300多个村民，都渴望着走上共同致
富的道路。

近年来，台商区龙苍村党总支部以“盘活历史建筑，留住乡愁
记忆”为主线，依托独具风格的闽南古厝“番仔楼”，把党建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农村党建内涵式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目标与保障。蔡玲彬说，乡
村振兴工作千丝万缕，所谓
磨刀不误砍柴工，建好“火车
头”，做好组织建设，构建良
好的村委会干部队伍才能发
挥好领导协调能力，才能团
结一帮有担当愿奉献的乡贤
与能人推进乡村更快更好地
发展。

蔡玲彬说，要实现组
织振兴，首先要做好党建
工作。在党建工作中，该
村村委会抓好对村干部与
党员的教育学习，开阔视

野，创新乡村振兴工作方
法。他们定期学习，通过
村委会“学习强国”学习交
流群、党建微信群等载体，
集中学习关于乡村振兴的
新 政 策 。 他 们 组 织 出 门
学，组织党员干部围绕党
建 引 领 乡 村 振 兴 参 观 学
习，增强致富带富本领，推
动村干部拓宽发展思路。
党的十九大以来，组织村
里干部、党员 500 余人次到
示范企业、示范村镇和兄
弟单位参观考察，学习他
们的先进方法与经验。

龙苍村区域面积 1.2 平
方公里，由埭庄、前院、许地
头三个自然村组成，全村总
人口 2380 人，历史悠久，人
杰地灵，是著名的侨乡之一，
有“十户八九侨”之称。

番仔楼和宗祠、古大厝
是龙苍村的特色，目前村里
有保存较为完整、位置相对
集中的番仔楼 30 多座，宗
祠、古大厝 20 多座，寺庙 3
座。番仔楼大多建于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是当地华侨为
谋生背井离乡，白手起家打
拼后荣归故里的历史印证。

村里民风淳朴，多年来，
村里一直流传着本村侨胞庄
鼎水、庄益顺、庄祥庆等人爱
国爱乡事迹。

记者凝望着眼前的一
栋栋此前从未见过的番仔
楼，深感建筑中古典题材的
要素已被肢解与重构，来自
他乡的陌生题材又猛然出
现，巧夺天工的新奇感扑面
而来。

在蔡玲彬的带领下，记
者看到了一栋有近百年历
史、有枪眼与瞭望口的番仔
楼。

蔡玲彬说，这栋番仔楼
一共有三层，主人为了防匪
患，在二楼设置了瞭望口，从
长方形的瞭望口可以看到几
百米外。

枪眼在一楼，一个小窟
窿，犹如一个小孩子的拳头
般大小。村民们说，解放前
有土匪进村抢掠，看到这栋
楼有瞭望口，很是愤怒，就持
枪朝这栋楼扫射，留下了这
个枪眼。

蔡玲彬说，番仔楼不
少地方都有，但有枪眼又
有瞭望口的番仔楼极为罕
见。村里的侨乡特色吸引
了不少游客，很多外地的
游客对番仔楼赞叹不绝，
也有一些网红把这里当作
打卡地，村里已给这栋楼
做了标识，欢迎各地摄影
家来这里采风。

党的十九大以来，台
商区龙苍村党总支部以

“盘活历史建筑，留住乡
愁记忆”为主线，依托独
具风格的闽南古厝“番仔
楼”，全力打造“龙苍村党
建文化走廊”项目，把党
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走出一条农村党建内涵
式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蔡玲彬介绍，一是设
红色楼长，在乡村一线办
实事。在番仔楼增设“红
色楼长”，即以楼长为核
心，以党建资源、群众需
求、村集体经济“三项清
单”为抓手，开展“美丽乡
村解乡愁”。楼长负责“番
仔楼”日常管理，与在外的
侨亲互动，帮在村里的侨
眷代办便民服务等。通过
将“红色楼长”融入基层治
理的网格，解决“番仔楼”
的管理和运行仅凭政府

“买单”、仅靠少数“两委”
干部“包办”的难题。

二是设街巷长议事

厅，让邻里议事有着落。
每月逢 4日、14日、24日，
龙苍村街巷长议事厅作为
邻里议事的“主会场”，通
过“群众说事、街巷长议
事、服务队办事、民主评
事”机制，进一步畅通群众
民主议事渠道，让党员干
部进“街巷”听民意，把工
作做在“厝边头尾”，把矛
盾化解在“街头巷尾”。

三是深耕红色元素，
让红色文化再延续。重点
修缮一幢 20世纪 60年代

“番仔楼”，打造成全区首家
乡愁记忆馆；整理房前屋
后闲置地块，打造“侨乡
园”“我的龙苍小学”“侨音
园”“初心广场”等集参观、
学习、旅游等功能于一体
的党建文化走廊，将 30多
栋“番仔楼”串连成片，不断
丰富红色文化供给，注重
融合地方民俗、建筑元素、
当地知名华侨爱国爱乡故
事，发展乡村旅游与校园
研学活动。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保障

近百年历史番仔楼 成网红打卡处

“党建+”激活乡愁记忆
赋能乡村发展

努力让群众
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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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枪眼和瞭望口的番仔楼，成网红打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