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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
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吟唱毛
泽东的词《清平乐》，人们立马被带回到
昔日那段峥嵘岁月。

福建龙岩，曾是一片叱咤风云、彪炳
史册的红色土地，从红军长征出发地之
一的长汀，到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纲领的古田会议，80多年来，红色基因在
这里不断延续，革命精神始终传扬。

尤其近年来，龙岩着力保护红色资
源，丰富红色载体，通过文艺创作、纪念
活动、红色旅游等多种形式，擦亮红色品
牌，让红色文化生生不息，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与此同时，依托红色品牌和特色产
业，一场以精准扶贫、靶向扶贫为重点的
脱贫攻坚战又在龙岩打响，革命老区人
民戮力同心奔向致富路的动人篇章正在
红土地上谱写。

截至 2015 年底，龙岩贫困人口降至
11.07万人，比2002年减少42.74万人，贫
困村也从2002年的612个减少到380个。

奏响“红”“绿”交响曲

长汀县历史够“红”。这里，是福建
省苏维埃政府旧址，曾是中央苏区的经
济文化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和
红旗不倒的地方，当年红九军团在此出
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长征之路。

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片红色大
地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区域之一。全县 146.2 万亩土地水土
流失严重，一座座寸草不生的“火焰
山”让长汀长年“山光、水浊、田瘦、
人穷”。

如何让“火焰山”增添绿色生机？
“断臂铁人”兰林金的故事一直被人传
唱。

独自承包 2000 多亩的贫瘠荒山，
艰辛种植 1000 多亩油茶……2010 年以
来，长汀县戴坊村红旗山上，仅有一双
残臂的“铁人”兰林金始终在忙碌着。
六年执著，终换得山头绿树成荫。

“治理水土流失，不是一朝一夕之
功，这种矢志不渝、攻坚克难就是长征

精神的一种延续。”见到记者，兰林金这
样表达他多年坚持的信念，“作为红军后
代，我们就是要继承先烈的精神，尽最大
努力把绿色留给后代、赶走贫困。”

封山育林、改良植被、补贴烧煤、生
态移民，这些年来，长汀县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狠抓水土流失治理，如今
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县水土保持局局长
彭绍云介绍，全县水土流失面积由 1985
年的 146.2 万亩减少到现在的 37.78 万
亩，森林面积由 275 万亩提高到 372 万
亩，森林覆盖率由59.8%提高到79.8%。

“之前种树欠了债，政府提出发展林
下经济的号召后，我就在油茶树下种了
100多亩生姜、100多亩太子参、150亩
黄栀子，还种了 20 多亩晚秋黄梨。又
与人合伙开办了生姜加工厂，‘断臂铁
人’的商标已经注册下来，未来年收入
可以达到上千万元。”兰林金高兴地说。

“绿起来”带动“富起来”。“十二
五”期间，长汀新增果林1.56万亩，新
种植经济作物 1.3 万亩。2015 年，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1658 元，比上年增长
10.2%。其中，重点水土流失区河田镇
农民人均纯收入10135元，比2010年增
加5315元，增长110.3%。

植树造林，让长汀取得了水土保持
攻坚战的胜利，发展林下经济，让老百
姓走上了富裕奔小康的道路。长汀人民
将在生态富民的道路上大步向前，重现
昔日“红色小上海”的繁荣。

走好红色传承路

出长汀往东南 100 公里，便来到上
杭县古田镇。

逶迤苍茫的社下山，白墙青瓦的廖
氏宗祠庄重古朴，“古田会议永放光
芒”八个红字鲜艳夺目，无声诉说着此
地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凡分量。

1929 年 12 月 28 日，古田会议在此
召开，为全党全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2016年9月12日，旧址迎来一批年轻的
客人。“青年新闻人 重走长征路”活动
在此举行，百余位福建高校学生用青春
的视角探寻红军长征路。

“以前只看过书本上的记载，这次
实地参观，让我对那段红色岁月有了更
深刻的感受。”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大四学生陈泓钒说。

这是近年来龙岩弘扬红色传统、挖
掘红色文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前往
古田会址接受红色教育的人数呈井喷式
上升，仅去年就达 358万人次。不止于
龙岩，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已成为福建省
的工作重点。2016 年 6 月，福建印发

《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程实施
方案》，提出建设一批国家级红色文化
基地，创作一批优秀红色文化精品，推
出一批新型红色旅游产品，进一步提升
福建红色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

位于龙岩南山的中复村，被誉为
“红军长征第一村”，1934 年 9 月 30 日，
红九军团在此吹响了长征的第一声号
角。如今，这里的红色旅游方兴未艾，
2015年中复村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

“去年，我们经营的农家乐营业额
近 200 万元。”年近 50 岁的村民钟开发
曾经在外开过车、打过工，现在与亲戚
合开了农家乐，“守着自己的房子，如
今也能过上好日子。”

漫步南山镇红军桥，当年的红军标
语“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等依旧清晰，
而桥那头的红军街，现在摇身一变，成
为“淘宝街”。

2015年起，南山镇政府对入驻电商
业主实行免店租、免费培训、免费安装
网络等扶持政策。“我用自己的名字注
册了商标，山茶油、红糖姜等特产在网
上卖得很红火。”在此创业的蔡火妹一
脸的满足。她告诉记者，当地的红色资
源就是她致富的法宝。

“红色品牌已经树立起来了！家乡
有这样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是我
们创业路上不竭的精神动力。”蔡火妹
说，未来路上，唯有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早日实现小康。

念好老区致富经

“我骄傲，我是烈士的后代。”走进
上杭才溪镇发坑村一户农家，36岁的林

海鑫将凳子搬到了院子里，向记者讲述
这段历史。

“父亲王新，母亲林开兰，我随母
姓。”谈起家里的情况，林海鑫毫不避
讳。当年才溪出了著名的“红色三兄
弟”，林仲森、林仲德和林仲达三人先
后参加红军、接连英勇牺牲，林开兰正
是三兄弟的唯一后人。为了不让红色血
脉断绝，母亲要求结婚后孩子必须姓
林。

“ 我 并 不 觉 得 委 屈 。” 谈 起 “ 入
赘”，父亲王新分外坦然。“常说解放思
想，个人的思想也要解放，以红为荣也
是我们的追求。”

红色基因和精神追求，成为引领老
区人民脱贫致富的金钥匙。如今，上杭
积极探索富有地方特色的产业转型升级
之路。乘家乡不断发展之“东风”，林
海鑫从厦门集美体校毕业后，选择了建
筑行业，生意越做越好。

古田镇新生村村民刘志柱，今年已
74 岁，家里四口人残疾，生活十分贫
困。今年，一项槐猪“托养”模式，让
刘志柱一家看到了脱贫希望。

“托养”模式是：由养殖场免费提
供猪苗，贫困户认养 30 头，农户只需
负责种植青饲料提供给养殖场做伴料喂
养。期间，挂钩帮扶干部还将帮助贫困
户解决种植技术指导。

“利用自家的一亩地，我在家门口就
能进行种植。”刘志柱算了一笔账，养殖场
将销售营利部分按30斤出栏槐猪肉价的
数额，返利给贫困户，预计每托养1头槐
猪可增收400元，全年增收1万元左右。

为刘志柱带来希望的“托养”模
式，折射的是上杭县不断解放思想、创
新扶贫模式的不懈努力。

这些年，上杭县发挥制度优势、创
新帮扶模式，通过生产技术扶持、就学
资助、医疗援助、就业技能培训等，因
户施策，找准帮扶措施，让贫困户收入
有保障，脱贫有盼头。

目前，全县贫困人口已从“十二
五”期间的 6745 户 26766 人，减少到
2015年底3163户11795人，减少了贫困
人口3582户14971人。

福建龙岩：用心擦亮红色品牌
本报记者 倪光辉 钟自炜

被誉为“中国竹子之乡”的福建省建瓯市，全市拥有竹林面积 130.9 万
亩，年产竹材 3570 万根，鲜笋 30 万吨。2015 年，全市竹产业产值达 109 亿
元，毛竹林收益占当地农民总收入的 70%以上，竹业已成为建瓯市最具优势
和发展潜力的支柱产业。图为建瓯市一家竹笋加工企业的工人在加工水煮笋
出口产品。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用好竹子可致富用好竹子可致富

每到黄昏时分，在福建漳州市芗城区的漳州
府埕老茶舍门前，但见一张条案临门摆开，77岁
的颜森炎手执折扇，不时挥舞右手，用闽南语绘
声绘色地向听众讲述《碧血剑》：“袁承志命群盗
发射暗器，守住山岗……”周遭的听众或探头，
或托腮，或跷脚，或摇扇，个个如痴如醉。

听客中的“80后”陈志强，忙着拿相机拍下
这眉飞色舞的说书情景。陈志强说自己从小就居
住在漳州府埕。埕，闽南方言中意为门前空地，
府埕即为古时府衙门前的小广场。漳州府埕古时
是漳州府最宽敞的交通要道，文武官员出入仪式
均在这里举行。

“我的祖父辈、父辈都住在这里。记忆中这
里破败不堪，雨天老宅里会漏雨，臭水沟自门前
过。如今经过旧城改造，环境好了，人气也上来
了，各种古老的民俗文化得以保存。”

据了解，近年来，漳州市芗城区摒弃拆旧建
新、拆真建假的旧城改造模式，遵循修旧如旧、
保护历史传统的完整性的原则，更加注重本土文

化的延续。2014年，对漳州府埕这片区域进行改
造的同时，徐竹初木偶艺术馆、漳州木版年画传
习所、漳浦剪纸传习所、狮头旺等一批国家级、
省级非物质文化项目陆续抢滩登陆，晓风书屋、
莫瑞咖啡等店面也装修入驻。一度沉寂的古街区
突然热闹了起来，前来探寻“非遗”的游客纷至
沓来。

如今，漳州府埕随处可见端着相机的人不停
地穿梭在各式“非遗”传统文化特色店铺里。在
当地人眼中，漳州府埕既是探幽访古的大观园，
也是接待宾朋的文化客厅。

“老街情、慢生活、闽南味”是包括府埕在
内的漳州古城保护的主题。“每一位到漳州游玩
的同学、朋友，无一不羡慕府埕里的悠然自得与
文艺气息。这里给人一种坐下去就不想站起来的
闲适。”陈志强谈起游客们对府埕的看法时，颇
有点得意。

“元宵夜前夕的灯谜会，书屋内不定期的文
化宣讲，这些崭新的府埕文化生活正悄悄地牵引

着人们。我许多街坊邻居还在周边古巷中重新继
承了祖辈留下的老手艺呢！他们期待着古城内的
闲适生活能够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气和财运。”陈
志强说。

在府埕深处，挂着“百年老店”招牌的一家
店铺特别惹人注意。82岁的漳州远近驰名的“灯
罩西施”王桂英，经营着一家主要售卖婚嫁用品
的商店，她誓要一生守候这片老街。

天益寿药店、金葫芦齿科、金可行鞋庄，除
了这些传承百年的老字号外，手工笊篱、手工模
板雕刻糕点模具、手工砂锅陶罐、“古早味”莲
子圆也在这里“重出江湖”。

“祖辈生活在此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原
汁原味。幸好，古城老街没有改变原有的风
貌。”一段书说罢，颜森炎擦着汗说，“历史得到
延续才是文化。老街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原貌和
真实完整性，希望能保有活态的文化遗产。对老
街的保护是对城市文脉的一种延续。”

（据新华社福州电）

漳州：让千年古老文化在活态中传承
董建国

本报电 （严群星） 2016 中国国
际休闲旅游博览会 9 月 23 日—25 日
在厦门市举办。围绕“搭建国际休
闲旅游展销平台，提升旅游新体
验”主题，本次博览会在规模、内
容和形式等多方面均实现了突破和
提升，多达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
商前来助阵。

今年展会展示面积从去年的 1.7
万平方米扩大到 3 万平方米；展位由
650 个增加至 1000 个，特装展台占
66%以上；邀请境内外专业买家逾
1000名，观展人次达 15万。此外，参
展国际展商热情更高，参展国家和地
区数从去年的 27 个增长到 31 个，带
来了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演出活动，观
众逛展即可“一日游遍五大洲”。

今年展会专题活动达8个，比去
年增加 4 项。其中，展会同期举办
2016 中国 （厦门） 国际休闲旅游论
坛和 2016 中国 （厦门） 会奖旅游全
球论坛等两场高含金量的论坛，与
会业界精英共同探讨全域旅游、互
联网+旅游、体育+休闲等国际休闲
旅游发展方向，分享成功经验，助
推厦门会展国际化。同时，全球知
名旅行商 （厦门） 旅游产品采购大
会、“一对一”买卖家对接会、福建
及周边自驾旅游沙龙、厦门及周边
特色旅游线路买家考察活动、“清新福建·美丽厦门”旅
游推介会、首届“华厦工匠”精神论坛等各类专业活
动，则为展商获取前沿资讯和创新思维提供更多机遇。

从展会内容看，今年展会“旅游+休闲”氛围更加浓郁，
在延续境外旅游展区、台港澳旅游展区、非遗文创展区、休
闲度假展区、主题文化展区、区域形象展区以及旅游热卖
展区等七大展区的基础上，还首次规划了自驾旅游综合专
区、福建美丽乡村游专区、台湾伴手礼专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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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推行“八不”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刘娟） 记者近日从福建省委

文明办获悉，福建将进一步推广厦门、福州等文明城市
创建的经验做法，在全省推行“八不”行为规范，对于
部分严重违反“八不”行为规范的不文明行为，福建各
地文明办将联合有关职能部门依据有关法规和规章等进
行惩戒。

“八不”行为规范包括安全出行不违规、垃圾分类不
落地、节俭用餐不浪费、红白喜事不奢办、言谈举止不
粗俗、文明上网不低俗、旅游观光不任性、经济生活不
失信等八个方面。

福建省委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行“八不”行
为规范、做文明公民活动将纳入文明城市、行业、单
位、学校和文明旅游等各类测评体系，加强测评和指
导，省委文明办将不定期组织督促检查。

飞檐翘角的客家宗祠上，还残存着红军留下的标
语；低头耕种的客家人，心中保留着当年的故事……如
今，被誉为“苏区乌克兰”“红色粮仓”的宁化，向着

“农业强县”目标再出发。图为宁化县石壁镇杨边村村民
杨尤炳在福建石壁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哈密瓜新技术种植
基地里劳作。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红色粮仓”再出发
游客在龙岩市上杭县的古田会议会址景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