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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

青春聚力助振兴青春聚力助振兴 共绘乡村新图景共绘乡村新图景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晚饭后，王金龙拿出电脑和手机，
把新汇集上来的农产品信息作了分类、
整理和统计。撰写完产品推荐语后，他
分别在微信、微博等平台发出合作与推
销文案。不一会，各类点赞、咨询信息
挤满他的手机屏幕……

王金龙的朋友圈里不是带货农产
品，就是介绍好山水，不熟悉的人经常
把他误认成农产品电商。实际上，他是
共青团福建省委直属团校的一位青年
干部，也是中央和省直单位对口支援福
建省三明市泰宁县的挂职干部。挂职
的两年里，王金龙在泰宁谋划推出了许
多实实在在的创新举措。

今年6月，王金龙在泰宁的挂职期
满，但他并没有停止对泰宁的关注。“离
任的是挂职岗位，不变的是泰宁情怀。”
在王金龙看来，不是他助泰宁发展，而
是泰宁帮其成长。

红色文化融入乡村建设
文旅小镇促进振兴发展

虽然挂职只有两年时间，但王金龙
与泰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他来说，
泰宁仿若第二故乡。在推动泰宁乡村振
兴过程中，他也成为一名典型青年人物。

王金龙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泰
宁县的优秀青年频出，这里虽是一座老
城，但有很强的包容性，政府、百姓都能
够接受新理念、新事物。近年来，除了
本地青年人，还有不少外地青年人来到
泰宁、定居泰宁，既为体验乡村风情，也
为实现发展抱负。”

当一群群不畏困难、充满激情的青
年建设者融入泰宁发展后，当地的乡村
建设、治理、发展三项重点工作不断收
获新成绩。在2021年度三明市乡村振
兴战略实绩考核中，泰宁县获评“优秀”
等次。

王金龙记得，刚到泰宁县那会儿，
自己就与该县大田乡的青年干部达成
共识：既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理念，也要
结合当地实际探索独特的经济振兴之
路，绝不能盲目跟风。

工作一段时间后，王金龙等人发现

泰宁的红色文旅资源丰富，既有中央红
军转战长征泰宁旧址，也有泰宁大田区
委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还有不少红色景
点散落在乡村各个角落，沉浸式的体验
环境对青年人极具吸引力。

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旧址遗迹破
旧不堪。为了能够尽快启动红色景区
的修缮工程，王金龙和同事们积极和福
建省发改委、财政厅、文旅厅、水利厅、
体育局等部门沟通联系，想尽办法整
合资源打造大田乡中央少年红军文旅
小镇。

在大家的努力推动下，2021年7月，
中央少年红军文旅小镇获评国家3A级
景区。此后，大田乡大田村也被评为福
建省乡村振兴试点村、三明市乡村振兴
示范村和三明市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中央少年
红军文旅小镇还挂牌设置了福建全省
团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三明）、省级红领
巾校外体验示范基地、全省首家青年志
愿者服务实践基地和福州大学党史学
习教育基地。有了这些基础，一些会
议、培训、研学和社会实践活动陆续在
泰宁举办。

现如今，中央少年红军文旅小镇不
仅是福建省内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活动
的好去处，也是家长带孩子来感悟革命
精神的红色打卡地。其中，少年红军事
迹主题展厅、苏区少年先锋队主题展厅、
少年红军文化主题公园、乡愁记忆馆、军
事主题公园更是深受青少年的欢迎。

培育多元化农旅业态
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

一直以来，乡村振兴工作的困难事
儿是要不来钱、留不住人。而如今的泰
宁，更多要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提升生
产力、拉动消费力，让产业先一步振兴。

“我们打造中央少年红军文旅小镇
的本质，就是要以此为着力点推动产业
集聚发展，围绕吃、住、游、购、娱、学等
要素，培育并形成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业
态新格局，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增添
新动能。”泰宁县大田乡党委书记吕孙
平如是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在泰宁，游客都会买些当地特产带

回去。每个月都和孩子来泰宁度假的
三明市民周先生介绍说：“大人多会选
购当地特色农产品，如大米、茶叶、黄花
菜之类；孩子则很喜欢‘少年红军’主题
系列文创产品，包括明信片、纪念章、笔
记本、文件袋、挂饰、玩偶等。”

据悉，泰宁县在产业发展中谋求
“一村一品”，各村镇大力实施国家级田
园综合体、国家级制种大县等项目，持
续发展水稻制种、泰宁大米、泰宁茶业、
泰宁笋竹、金湖有机鱼、乌凤鸡等优势
种养业。

依托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泰宁还对
黄精、青梅和黄花菜等特色农业产业进
行定向化培育，先后打造了梅口乡拥坑
村（茶叶）、朱口镇王坑村（小籽花生）等
5个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方
面，泰宁重点推进武夷岩茶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实施大米、茶、渔
和笋竹产业提升行动，培养了完整的
产业链。

此外，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加工
企业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
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0家，2021年
完成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6个，持续
打响“寻找泰味”公共品牌，今年先后在
福州、厦门、三明、龙海等省内外城市开
设了“寻找泰味”旗舰店。

为了便于消费者随时买到泰宁的
特色农产品，共青团泰宁县委与共青团
福建省委共同开展了“青春助农 公益
行动”。黄桃成熟季来临时，共青团福
建省委官微发布推文，上线“福农e购”
公益性电商平台，并申请顺丰快递优惠
支持，搭建起了全链条助农服务平台。
通过该平台，仅王金龙一人就帮助销售
了黄桃近1万公斤。

完善社会动员新机制
构建志愿服务新格局

如果说，悠久的文化底蕴和开放包
容的接纳精神为泰宁农旅产业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那么科学的施政理念和
持续的发展思路就成为泰宁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要保障。

过去，其他市县来泰宁考察交流学
习时经常会问：“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泰
宁青年干部的工作理念与思路首先体
现在哪些环节？”泰宁团干部则会不约
而同地说：“当然是通过完善社会动员
新机制来助推乡村振兴新发展。”

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
推动乡村“五大振兴”，共青团泰宁县委
长期将“发动青年群众、团结青年群众”
作为主要工作，围绕调整结构、搭建平
台、完善机制、强化管理、丰富活动等环
节，促进青年工作在农业农村领域不断
开创新局面。

有团干部坦言，早期的共青团泰宁
县委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参加的人全是
机关企事业团员、团干部，但在县一级
赛事活动及工作中，此类志愿者先要满
足所在单位的工作需要，难以同时完成
团组织的任务安排。

如何突破困局？中国城市报记者
获悉，泰宁此前一直在探索建立社会动
员新机制。共青团泰宁县委制定组建
了以团县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办公室
具体执行落实的乡村振兴社会志愿服
务队。

初期，服务队仅有3名社会志愿者
参与。通过树立典型、广泛宣传、常态
招募等举措，队伍增至21人，并创立了
乡村振兴社会志愿服务队微信网格
群。今年3月，福建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复杂，服务队人数3天内增
至125人。志愿者在乡村核酸检测预登
记、防疫知识宣传、重点卡口值守等疫
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振兴中许多工
作都需要常态化开展，而泰宁又是人
口输出型县城，部分青年志愿者学习
生活压力大，需不定期外出求学务工，
致使队伍组成不够稳定，无法形成核心
凝聚力。

面对这样的困境，共青团泰宁县委
办公室主任郑洲表示：“我们尝试打破
单一青年队伍构成，广泛吸纳各阶段、
各界别社会领域志愿者。唯有这样，才
能确保泰宁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相
对稳定，并逐步形成青年先锋带动，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志愿服务格局。”

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乡村振兴志愿者服务队队员调研当地黄桃产品特点。燕梦莹摄

矗立在泰宁县的中央少年红军文旅小镇精神堡垒标志牌。李志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