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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温丽芬）六月夏风起，青枝杨

梅熟。眼下，正是杨梅大量上市的时节，在

山前街道水北村，一颗颗杨梅挂满枝头，果

香四溢。6月 15日，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周

末晴好天气，三三两两携伴而至，在这里沉

浸式体验“林间寻宝”的采摘乐趣。

走进福鼎市绿健生态家庭农场的杨梅

采摘园，只见漫山遍野的杨梅树肆意生

长。游客们提着篮子穿梭在杨梅树下，精

心挑选着色泽鲜艳、饱满多汁的杨梅。“早

就听说这里的杨梅品质好，这次特地从市

区开车过来，不仅可以让孩子亲近大自然，

还能体验劳动的快乐，这趟太值了！”带着

孩子前来体验采摘的市民王女士说。

据了解，该农场杨梅种植面积达 60亩

左右，品种以东魁杨梅为主，因其色美、味

甜、个大，深受消费者青睐。每年一到杨梅

采摘季节，大量订单便纷至沓来。去年，该

农场推出了自助采摘的项目，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一同采摘。“最近每天都有游客过

来体验采摘，多的时候一天能有数十人！”

该农场负责人江绍建一边忙着接待游客，

一边高兴地介绍道。

作为村里首批试水自助采摘的农户，

江绍建见证了传统农业向体验经济的转

型。“过去守着满山杨梅发愁销路，遇上滞

销只能眼睁睁看着果子烂掉。”他望着满山

红果感慨，“批发商压价厉害，一斤杨梅到

手没几块钱，忙活一年扣除成本根本赚不

了多少。”如今，游客入园采摘每斤售价

13—15元，线上订单通过微信、电话源源不

断。

据了解，水北村地处市区北郊，由于地

理位置优越，土壤肥沃，十分适宜杨梅生

长，种出来的杨梅酸甜可口，深受大众喜

爱。目前，该村杨梅种植面积 1000多亩，每

年杨梅成熟时，不仅吸引浙江苍南一带的

客商批量采购，更成为福鼎当地的乡村旅

游打卡地。

小小杨梅果，蹚出“共富路”。随着杨

梅采摘游的持续升温，水北村正以农旅融

合为抓手，不断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描绘

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美好画

卷。2024年，水北村集体经济收入 30万元，

人均年收入 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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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磻溪镇仙蒲村，绿意盈盈，从高

处俯瞰，一座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错落分

布，仙蒲溪由南向北穿村而过，组合成了一

幅充满诗意的田园画卷。在离村委会不远

处，一家来自上海的文创企业流转改造了

几溜废弃老宅，建成了一座融合现代设计

理念与传统建筑风格的特色民宿——仙蒲

山房。

位于磻溪镇西南端的仙蒲村是全镇距

离市区最远的村落，缘何吸引上海企业落

子？民宿负责人秦伟诚给出了答案：“在当

下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渴望回归自然，寻

找内心的宁静，仙蒲村正是这样一个远离

城市喧嚣、亲近大自然的地方。”

一开始，该团队想以“修旧如旧”的理

念保留全木结构，却因百年主梁坍塌不得

不重构，最终采用钢木与砖混结构结合的

方式，将原宅雕花、形制等元素完整保留，

让明末建筑风格在现代工艺中得以延续。

这种“抢救性保护”模式，既保留了古宅的

韵味，又赋予了其新的生机。

民宿正式落地后，与村内文旅资源形

成联动，游客不仅能在此体验“慢生活”，还

可在村内探访明清古祠、邂逅百年古树群、

观赏天然瀑布、体验采茶乐趣，使仙蒲村从

“藏在深闺”的传统村落，蜕变为承载文化

记忆的文旅打卡地。据了解，节假日期间，

民宿入住率达 100%，其中还有不少“回头

客”。

民宿经济的涟漪效应正改变着仙蒲

村。“民宿建设期间就带动了村民就业。”仙

蒲村党支部书记林加育细数项目红利：施

工阶段村民参与房屋修缮建设，建成后保

洁、杂工等岗位吸纳闲置劳动力，“洗衣服、

做卫生，家门口就能挣钱”。

村民胡赛玉平时在村里开小卖部贴补

家用，2018年民宿建成后，她通过培训成为

保洁员，如今每月固定收入 4000元，“走路

几分钟就到民宿，既能照顾家里，又不耽误

开店。”胡赛玉笑着说。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村里人气的变化。

“以前村里冷清，现在游客争着来住民宿、

看古建。”林加育表示，上海团队设计的民

宿本身就成为“引流密码”，不少游客因民

宿慕名而来，进而深度体验仙蒲的瀑布、古

树与祠堂文化。人气跃迁倒逼村容升级：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仙

蒲村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村容村貌提

升，游客纷至沓来的同时，村民的环保意识

也在不断增强。

眼下，随着暑期的临近，这座深山里的

民宿即将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目

前，民宿已接到 7月暑假旺季的多批次订

单，“四天三晚”的深度游成为主流，游客在

体验明末建筑美学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消

费农产品、土特产等，直接带动村民增收。

“留住老房子的魂，才能引来新发展的

根。”林加育表示，今后将持续强化村内古

建筑保护举措，构建“抢救性保护—创新性

活化—系统性传承”的可持续发展闭环，让

古建筑群成为激活乡村活力的新引擎，推

动传统村落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

□ 温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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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618”年中促销活动开启，福

鼎市邮政分公司店下支局邮递员王怀君的工

作愈发忙碌起来。

从店下支局出发，翻越莽莽青山，再沿着

绵延海岸线骑行抵达每一个投递点，完成投

递任务……这条 31公里的邮路，王怀君已经

跑了 30多年。

“乡村邮递员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我活得

很充实、干得很开心。”在山海间奔波的王怀

君受访时说，平均每天要处理近 800份报刊、

邮件、包裹等，最多一个月快递量达到 4000

多件。

乡村邮递员任务繁重，而王怀君所负责

的溪岩、阮洋、巽城等村邮路又是店下镇最

偏、最远、最高的一条邮路。对其而言，这条

邮路，有一番“家风传承”的意味。

王怀君的父亲从部队退伍回来后成为一

名乡村邮递员，一干就是 30余年；母亲则是

家庭主妇。彼时，家庭虽然不富裕，但父辈的

坚守在年幼的王怀君心底扎下了根。1989

年，22岁的王怀君也成为一名乡村邮递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交通条件

落后，王怀君每天必须靠双腿走完 31公里路

程，风雨无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

年下来，鞋子都要穿坏七八双。”王怀君笑道。

邮路上的几个村子陆续修起了水泥路。

2009年，为了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王怀

君自掏腰包买了辆摩托车，作为投递送件的

交通工具。一天天在乡村里绕行，王怀君与

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大家常常托他代

缴电话费、电费，代寄（领）包裹、汇款……只

要力所能及，王怀君从不推辞。

“现在通信发达了，写信的人少了，但还

有各种报纸杂志和包裹要送，乡村邮递员的

事一点也不少，大家都念他好。”谈到王怀君，

乡亲们满是赞许。

每年的八九月，是高校考生等待录取通

知书的时间。每逢此时，王怀君总是格外忙

碌，每天顶烈日、冒热浪，想方设法及时、准确

地把录取通知书尽早送达：考生不在家，就跑

第二趟、第三趟；地址不准确，就通过各种方

式打听考生的住址，送上喜报……王怀君说，

十二年寒窗苦读，每个参加高考的学子都非

常希望自己能被高校录取，这份通知书承载

着学子的无限期盼。

30年多来，王怀君走遍了辖区内每个村

落，没脱过一次班、漏过一个投递点。1万多

天的投递岁月里，他走过了 60多万公里的邮

路，也从一个小伙子走成了“小老头”，但他的

脚步始终不停，并陆续被评为 2015年全国提

升邮政投递服务质量劳动竞赛“五星投递员”

称号、“福鼎市劳动模范”称号、福建省第二届

“最美快递员”等。

“乡村邮递员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我的

热爱与习惯。”王怀君说。 □ 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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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易吓清 叶菲菲）日前，我市举

行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授牌仪式，首批

24个涵盖“友好小区”“友好商超”“友好餐

厅”“友好诊所”等服务站点正式挂牌启

用。

据悉，随着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我市

现有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

就业群体约 6420人。他们穿梭于城市的大

街小巷，是城市运转的重要“毛细血管”。

此次授牌的“友好场景”站点包含小区、餐

饮、商超、医疗等多种业态，通过“设施友

好”“人际友好”“治理友好”三大维度，为新

就业群体打造全方位的服务。

“我们经过深入调研，在人流密集区域

优选首批‘友好场景’，就是要让服务真正

触达需要的人群。”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林

黎思说。

在小路社区幸福佳园“友好小区”站

点，笔者看到这里不仅配备了休息座椅、充

电设备，还提供免费茶饮。小路幸福家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臻介绍：“我们希

望通过这些暖心服务，让奔波在外的新就

业群体感受到家的温暖。”

市委副书记林乃平在授牌仪式上表

示：“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是我市

提升城市温度、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创新

举措。要在新兴领域加强党建工作，不断

丰富‘暖新’服务内容，持续完善服务保障

体系，让新就业群体在福鼎找到归属感。”

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服务站点集中授牌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服务站点集中授牌

本报讯（朱灵塬 王婷婷）日前，市卫健

局、福鼎市红十字会在福鼎市医院百胜院区

举办无偿献血活动。福鼎市卫健系统 7个单

位 130余名职工参加活动，为生命健康注入

温暖力量。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登记处，工作人员

仔细核对每位献血者的信息，依次进行填表

登记、体检初筛、血液采集等流程；献血车内，

献血者们挽起衣袖，看着鲜红的血液顺着导

管流入血袋，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据悉，在临床医疗中，血液是抢救急重症

患者、实施手术治疗不可或缺的“生命资

源”。活动当天，56人成功献血，采血量 17700

毫升，造血干细胞入库 20人，将为众多亟待

输血治疗的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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