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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上午，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德化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联合龙浔镇道安办，深入龙浔镇高阳村开展“美丽乡
村 平安出行”为主题的美丽乡村行巡回宣讲。活动以“互动
式”普法宣传、“滴灌式”警示教育方式，通过现场互动、播放交
通事故视频、摆展板、发材料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交通
安全宣传绘声绘色，深入人心。（郑智得 刘志文）

凤翥白瓷古镇地处龙浔镇丁
墘村山辉垵，占地面积约2000多
亩，海拔在500至820米，这里气
候宜人，冬暖夏凉，常住人口568
人，有80多幢房子，其中38座祖
厝保存完好。

2023年1月，陈孝业、俞健和
来自广东饶平的佘金浩组成“三剑
客”共同租下美墘堂，成立了“观松
瓷苑”陶瓷工作室。驻足院前，春
日的暖阳均匀地铺洒开来，院前两
张木桌、几把椅子、一壶好茶，三五
好友围坐一起喝茶闲聊，很是惬
意。走进小院，低头可见溪石和黑
白陶块交织，不时发出沙沙声；一
个博古架，摆上最新研发的茶壶、
杯子，陶瓷书画盈满堂。

陈孝业是地道的丁墘村人，

2007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
多年来一直从事陶艺创作。来自
龙岩的俞健，2018年第一次来到
德化，就被陶瓷艺术所吸引。“我
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这边很清静，
且贴近大自然，在这里更利于思
考创作，生活也很安逸。”山湖脚
山清水秀、离城区很近，德化陶瓷
产业发展成熟，再加上优惠政策
的支持，更加坚定了俞健留下来
创业的决心。

一年多来，陈孝业陆续投入
10多万元对美墘堂进行修缮改
造。如今走进“观松瓷苑”工作
室，会客厅、直播室、创作间、展示
厅等配套完整。“工作室主要用于
陶瓷文创设计和线上线下多元化
推广，目前已基本步入正轨，我们
专注于陶与瓷相结合，创作人文
陶器，做到一器一故事。”未来，陈
孝业希望继续深挖陶瓷文化内
涵，用心深耕陶瓷结合书法、手
绘、锔银工艺等，创作出更多不可

复制的个性化器物。
在山湖脚，除了“观松瓷苑”

这样的陶瓷工作室，还有摄影工
作室、泉州青士庄园咖啡休闲厅、
隐山辞舍茶室、民宿等文化休闲
业态也在逐步增多。

“村里的房屋盘活利用主要
是由村里收储后，再招引新业态
入驻，由入驻者统一修缮改造，政
府给予政策补贴。”林国钰说，这
不仅能增加村集体收入，还能帮
助当地村民提高经济收入，闲置
老屋变身为文化创意、休闲场所，
让农村文艺起来、鲜活起来，焕发
出勃勃生机。

据了解，凤翥白瓷古镇将建设
游客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农文旅
产业配套设施，通过打造陶瓷文化
场景，吸引越来越多的创客前来入
驻。同时，让更多游客到山湖脚感
受陶瓷之韵、体验生态之美，探访
陶瓷之路。

农文旅融合农文旅融合 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在龙浔镇丁墘村山辉垵入
口不远处的道路边，记者看见一
面约3米高的宣传展示墙，上有
德化窑标识，“凤翥白瓷古镇”六
个大字，并附有英文。据介绍，
该展示墙以石为基，土墙斑驳、
灰瓦深沉，古风韵味浓厚；以红、
黄、白为色调，寓意火与土凝练
的白瓷艺术。

“我们通过修复瓷帮古道，
包括太平宫窑修复重烧，建设蛙
谷生态研学基地及农耕文化风
光等，提升凤翥白瓷古镇的文化
场景，串连起高阳村，形成文旅
内在驱动力连点成片。”龙浔镇
农改项目办主任林国钰介绍说，
丁墘是德化四大古瓷村之一，陶
瓷业生产历史悠久，有着一千多
年的陶瓷出口史。古时出海的
瓷器，都是由挑工肩挑、背驮，一
摞摞、一篮篮地沿着瓷帮古道运
往泉州刺桐港，而后销往世界各
地。

站在沥青路上，映入眼帘的
是瑞风堂。“这是未来的游客服
务中心，我们将秉承修旧如旧的
原则，在不改变祖厝原有风貌、
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提升。”林国
钰指了指堂前不远处说，那是凤
翥露天大舞台。

沿沥青路继续行进，拐个小
弯，可见三两家绿植盆栽店，轻
掩柴门，有微微探头的惬意。有
艺术的地方，处处皆是画意，一
道道白墙就像一张张天然的宣
纸，描绘日出、远山、轻舟、瓷瓶，
而后写上福字；或勾画梅花、绘
上陶瓷制作工序……在一棵树
的主杆上画一只猫头鹰，用来欣
赏、凝望，以此延伸一条道路的
视野。

继续往前，记者来到了“以
蛙为名，响彻山谷”的德化蛙谷，
沿着水系游步道留下足迹，亲身
体验一番。“过去这里环境较差，
通过河道清淤、水系护岸治理，
并在两岸建设护栏，打造蛙谷生
态研学基地和生态水系景观；现
如今，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居民前
来打卡。”龙浔镇经济发展办公
室负责人郑声斌告诉记者。

冬去春来，大地充满绿意。
蛙谷、田园、屋舍、远山，俨然形
成一幅乡村山水画，眼前“我爱
蛙谷”的打卡点格外醒目，而“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的日子仿佛并不遥远。

为了进一步强化闲置土地
的活化利用，丁墘村成立凤翥白
瓷古镇文旅有限公司，作为村财
创收平台，统一流转200多亩土
地及部分民房，用于研学基地建
设、蔬菜种植，形成农业连片规

模
开 发
效益、民
房变商房，
整合凤翥陶瓷古
镇资源，对山湖脚
整体风貌进行整理、提升，同时
与乡村振兴、生态水系等相融
合，让特色产业旺起来，乡村旅
游火起来，集体经济活起来，群
众钱袋子鼓起来。

近年来，龙浔镇先后
投入2500多万元完成
村居环境及道路提升
改造、推进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实施丁墘
村山辉垵农业生产道
路改造提升长度1.786
公里、水系护岸治理1.4
公里，打造山湖脚瀑布群、
农耕文化等项目8个，并推
动厦大研学基地落地。

近年来，龙浔镇以财政
部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试验区以及农业产业强镇为
契机，以项目为抓手，以丁
墘、高阳、英山、丁溪村为试
点试验核心区域，有序铺开

“一镇四园”(凤翥白瓷古镇、
乡村振兴产业园、江山美人
生态茶庄园、淮山精深加工
产业园、高阳林下立体农业
园)建设，打造文旅项目、农业
智慧产业园、立体农业产业
园等 19 个项目，总投资达 4.1
亿元。其中，凤翥白瓷古镇致
力于打造白瓷和柴烧为主业
态的新场景，因地制宜融入
田园风光和生态产业，有效
促进“产业+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打造具有龙浔特色的
乡村振兴样板。

凤翥蜕变展新颜凤翥蜕变展新颜

引入业态焕生机引入业态焕生机

“我们对很多办事流程不熟
悉，特别是在水电、办证、项目环
评办理上存在很多疑问。幸好
有园区企业服务站的专员全程
参办，让我们省了不少心。”福建
省同鑫陶瓷有限公司项目负责
人林丽玲对园区的“一窗通办”

服务留下深刻印象。
为了整合党建优势资源，

将党建活动和企业职工帮扶相
结合，浔中镇企业园区推行“一
站式便民服务大厅”工作机制，
园区所有职工，既是党建工作
指导员，也是服务事项代办

员。今年以来该中心累计为群
众办事200余件，调解企业纠
纷30余次；实行双联工作会议
制度，协调解决园区企业办证、
环评、水电等问题29个，提出
涉及党建、职工服务等整改意
见83条。

□ 王璟淳 吴有森 林秋云

探索园区党建新模式 点燃产业发展新引擎

“成立企业园区型‘党建+’
邻里中心后，我们通过发挥党员
示范引领作用，形成集‘党群服
务中心’‘人才服务站’‘企业服
务站’三合一的‘党建红立方’，
全力助推城东工业园区产业高
质量发展。”浔中镇企业园区“党
建+”邻里中心的党务工作者小
王介绍说。

在城东工业园区，浔中镇构
建“143”园区中心党建体系，即发

挥1个园区党委统筹协调作用，依
托4个企业促进会，细分陶瓷配套
市场，建立陶瓷花盆、包装彩印、
竹木加工等3个同业联盟，有力推
进党建、园区一体化建设。浔中
镇还定期组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
等活动，形成产业链企业党组织
之间互联互动、党员之间互学互
促、党员作用充分发挥的良好氛
围，促进党建工作同推进、共提
升。

“我们通过人才之家平台，与
入驻园区的企业资源共享，招工
引才。目前，已开展8场人才主题
活动，参与人数达500多人次，已
与90余名技术人员达成初步就业
意向，成功引进28名急需紧缺人
才到岗任职。”德化县人力资本有
限公司的刘经理说。

企业园区依托人才圩日、“新
德化人”之家、浔中镇企业生产力
发展促进中心、金融会客厅等“X”
功能，建立健全“一核引领”“两
新”组织、“多元协同”园区党建体
系，完善党群抱团、产业抱团以及
党建引领“1+N”共建共享服务机
制，注重优秀人才带动，严格课程
培训，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思路，
统筹抓好产业规划布局，让党建
在园区开出绚丽之花。

整合资源 打造邻里“服务圈”

创新功能
打出邻里“特色牌”

创活机制 激活邻里“新动能”

一年春作首，万
事行为先。年关刚过，
浔中镇城东工业园区
的企业就一派繁忙，
同鑫陶瓷、龙鹏集团、
阿嫲家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等等一批龙头企
业都纷纷开工，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

浔中镇党委坚持
“ 同 心 同 德 匠 心 筑
梦”的运营理念，把推
动园区党建水平作为
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的有力引擎，通过探
索实施“组织联合共
建、阵地联用共享、活
动联动共抓、党员联
抓共管、保障联促共
筹”为内容的“五联五
共”园区党建新模式，
促进园区党建“扩面
增效”。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 平安出行平安出行

□ 郑智得

陈孝业与俞健在研究改进陶瓷作品陈孝业与俞健在研究改进陶瓷作品

美美墘墘堂堂

猫头鹰微景观猫头鹰微景观

德化蛙谷德化蛙谷

蛙谷生态水系蛙谷生态水系

凤翥白瓷古镇展示墙凤翥白瓷古镇展示墙

工作人员向企业宣传人才政策工作人员向企业宣传人才政策流动党员线下读书分享会流动党员线下读书分享会
社区工作人员为企业办理业务社区工作人员为企业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