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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场特殊的
诗会走进位于厦门市海
沧区海沧街道青礁村的
芦塘书院。来自厦门外
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教育集团的“诗韵少年”，
在这座百年书院前，诵读
经典。

青礁村历来崇文重
教，耕读文化源远流长。
位于芦塘社区的芦塘书
院，是清朝嘉庆年间陈氏
一族的独办学堂。近年
来，当地引进台湾乡建乡

创团队，用社区营造理念
推进乡村建设。在台湾社
区营造专家的带动下，村
民们积极参与修复古厝、
复兴书院，一同梳理村庄
历史资料、记录乡贤口述
史。如今，芦塘书院广场
休闲点不仅是村民休闲的
好去处，更是与历史对话
的重要空间。

在开展乡村“五个美
丽”建设过程中，福建注重
将乡土内涵、传统农耕、民
俗风情等融入庭院布置、

景观改造、休闲旅游点建
设中，让广大乡村“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

上杭县古田镇放大
“古田会议”和全军政治工
作会议红色品牌效应，以
红色文化提升乡村“五个
美丽”建设底蕴，促进农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南靖县
梅林镇官洋村依托土楼世
遗旅游资源，激活乡村“五
个美丽”建设引擎……从
乡村“五个美丽”建设实

践，我们可以看到福建乡
村不同的样子，从中找到
各自的精神原乡。

美丽建设，激活美丽
经济。福建在乡村“五个
美丽”建设中，深度挖掘乡
村多种功能、多元价值，大
力培育庭院经济、农旅经
济等新业态，把美丽建设
转化为美丽经济，有效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目前，
乡村“五个美丽”建设带动
12.4万户农户，人均增收约
6000元。

建设美丽乡村 激活美丽经济
福建开展乡村“五个美丽”建设，让广大乡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建设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工程，
近年来，福建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开展
美丽乡村庭院、美丽乡村微景观、美丽乡村
小公园（小广场）、美丽田园、美丽乡村休闲
旅游点等乡村“五个美丽”建设，以小见大、
以点带面打造福建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
新回答乡村建设“建什么”“谁来建”“怎么
建”三问。该机制入选 2023 年福建省改革
优秀案例。

在漳州市龙文区郭坑
镇，扶摇村菖亭公园、口社
村党建公园、汐浦村法治
公园等接地气的小公园几
乎村村覆盖，展现了乡村
小公园多样化的打开方
式；在屏南县代溪镇北墘
村，当地挖掘本土黄酒文
化，打造独具特色的“酒文
化”微景观，让“醉美”乡村
走进现实……

这些看似微小的“细
胞工程”，却是组成乡村肌
体的重要元件，构建了和
美乡村的大格局。这背
后，是福建乡村建设者关
于“建什么”的深入思考。

乡村建设，要为农民
而建，农民需要什么就建
什么。因此，乡村建设不
能照搬城市模式，也不能
热衷于大拆大建，更不能
贪大求全，而要从农民的
切身需求出发，从农民看
得见摸得着的身边小事做
起 。 有 感 于 此 ，福 建 于
2022 年启动乡村“五个美
丽”建设。

乡村“五个美丽”建设
旨在以小切口撬动大格
局，小事情推动大民生。
按照乡村“五个美丽”建设

活动方案要求，全省每个
涉农县（市、区）每年建设 2
个以上美丽乡村休闲旅游
点，每个乡镇每年建设 50
个以上美丽乡村庭院、3个
以上美丽乡村小公园（小
广场）、3片以上美丽田园，
每个村每年建设 1处以上
美丽乡村微景观。

乡村庭院，方寸之地，
却承载着农村生产生活等
多重功能。如何重塑这一
农民最熟悉的空间？福建
重点引导农户整治乱搭乱
建、乱堆乱放、乱停乱养，
做好院落空间设计布局，
鼓励庭院内和房前屋后栽
植果树、花草以及蔬菜瓜
果，支持农村家庭居家就
业创业，打造既干净整洁
又功能实用的美丽乡村庭
院。

截至去年，全省已建
设 9.3万个美丽乡村庭院、
2.9万个美丽乡村微景观、
5874 个美丽乡村小公园
（小广场）、2378 片美丽田
园和 653 个美丽乡村休闲
旅游点。这些小而美、小
而优的工程，让乡村建设
变得更具体，让农民有了
更多可感可及的幸福感。

去年秋天，屏南县四
坪村的柿子红了，引爆文
旅市场。这个曾经失落的
村庄，第一次以网红村的
姿态进入公众视野。同
时，四坪村还成为福建省
2023年度乡村“五个美丽”
建设典型。

四坪村是一座有着
6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
村里的老厝大多处于荒废
状态。几年前，当地启动
古民居修缮，对尚有抢救
价值的古屋统一收储、修

复和租赁。如何修缮？如
果采用传统“政府项目发
包”模式，一方面前期工作
流程多、费用高；另一方
面，设计师对乡村文化理
解不透，难以兼顾古建筑
审美。为此，当地实行“雇
工购料法”——允许村级
自行采购材料，聘请本地
工匠组织施工。

工料法破解了乡村小
型建设项目的痛点，也让66
岁的本土工匠潘华亮有了
深度参与家乡建设的机会。

“用什么木头、木梁多
粗多长、有什么讲究，我们
最熟悉不过了。”潘华亮
说，这几年承接村里的古
厝修缮工程，实现家门口
就业，一天的工钱就有 300
多元，比出门打工轻松多
了，老手艺也得到了传承。

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
自然也要让农民参与建
设。福建各地把农民请回
村庄建设的主舞台，发挥他
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让他
们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

决策者、监督者。
“我们引导村民就地取

材，利用旧物料、闲置物件、
废弃农具等，扮靓乡村庭
院、微景观，装点小公园、美
丽田园，实现修旧如故、降
本增效，达到‘花小钱、办大
事’的效果。”省农业农村厅
乡村振兴发展指导处负责
人说，各地通过以工代赈、
以奖代补、投工投劳、雇工
购料、公益管护岗位等方
式，发动农民群众用自己的
双手建设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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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黄瓜鱼“缩水”
顾客实测重量不足

福州多孩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120万元
我省出台住房公积金个人房贷管理办法，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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