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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夏来，五月的湄洲岛，天
蓝海阔。位于集镇区的革命老区村
寨下村，屋舍井然、游人如织，不
少人在上岛朝圣度假的同时，选择
来此感受渔家生活，顺道购买海产
品。

寨下村位于湄洲岛中部，这里
是闽中海上游击队驻地旧址，80年
前，曾活跃着一条“海上红色交通
线”，有力支援了闽中游击革命斗
争。

记者昨在该村走访了解到，坐
落于寨下村沿海一侧的毛哩哆阿公
庙，正是当年闽中海上游击队领导
干部开会和指挥战斗的场所，至今
保存尚好。

在革命战争时期，寨下村许多
村民纷纷走上战场。今年77岁的林
金火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告诉记
者，自己的爷爷林吾辉、奶奶林吓
六、父亲林文钦、母亲林梅治都是
闽中海上游击队联络员，在家中建
立地下联络站，负责为游击队秘密
探听传递情报，并掩护时任中共莆

田县委书记张伯庭等人。1945年，
“东吴事件”发生，闽中海上游击队主要领
导人被捕牺牲，游击队被解体。1952年，林
吾辉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出曾参加地下党，于
乌丘岛遭枪杀牺牲。

先人前仆后继保家园，后人开拓进取谱
新篇。80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
红色的印记却始终没有褪色。传承闽中海上
游击队革命精神，寨下村民们敢闯敢拼，在
做好“海文章”上找到了发展新路，演绎着

海岛村的沧桑巨变。
寨下村一面临海，拥有1.5公里海岸线，

为村民滩涂养殖、海洋捕捞、水产品加工创
造了有利条件，这些产业是当地经济发展的
坚实基础。早期，该村虽然坐拥得天独厚的
海洋资源、旅游资源，却苦于交通不便、销
售渠道闭塞，渔业为村民们带来的收入仅仅
可以维持温饱。寨下村村委会主任蔡玉全介
绍，在上个世纪末，为了寻求生计，村里大
多青壮劳动力外出打拼，村里总人口6000多
人，常住人口不到2000人。

红色精神铸魂，特色产业富民。为改变
村民单打独斗、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的局面，
增加村民收入，该村充分利用临海优势，找
准发展路子，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主抓手，致
力擦亮渔业这块招牌。2000年，寨下农贸市
场投用，成为全岛唯一的农副产品、海产品
的交流贸易中心，村民们的海产品销售渠道
随之拓宽。村两委还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海产养殖指导，并帮助村民联系销路，统一
集中销售，提升全村海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如此一来，既增加了销售利润，又减少了运
费，以海带养殖为例，每亩较之前增收约500
元。

在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同时，寨下村干
群聚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开展村容村貌整治，让全村人居环
境既增“面子”，又添“里子”。

“变化太大了，以前成片破败的小瓦房
都变成栋栋新楼房，交通也越来越便捷，很
多在外的乡亲这几年陆续回来发展。”村民
王元剑说，马西自然村是湄洲岛最低洼地
带，以前这里多为石条、土木结构的瓦房，
每逢台风、雨季，雨水必然漫进屋内，居住

于此的村民叫苦连天。2013年，寨下村实施
“造福工程”，对马西自然村60户村民的住
房进行就地改造，并抬高整体地基，让村民
彻底告别过去“年年受灾、家家进水”的苦
日子。

蔡玉全告诉记者，一个数据的变化可以
印证寨下村的发展：全村常住人口由上世纪
末不到2000人变成如今的4000余人。

红色基因植根于寨下村这块红土地，在
奋勇前行的振兴之路上印证着传承的力量，
孕育着新希望。眼下，随着崇福路、环岛路
等路段的建设投用，湄洲岛旅游景区的声名
远扬，寨下村正着力引导村民乘上东风，参
与民宿、餐饮等行业项目，吃上渔业、旅游
“两碗饭”，过上更高品质的生活。

（陈祖强）

日前，记者在位于北岸经开区的两岸生技
产业园项目一期A地块看到，7栋厂房主体建
筑全部完成，部分企业在抓紧进行内部装修。
该园区目前已与瑞康医药、奥泰医疗等26家企
业签约，首批入园11家企业，涵盖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多个领域。

千方百计为企业破解难题，当好服务企业
的贴心人。今年以来，北岸经开区坚持把“再
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有机融入党史学
习教育中，努力创新体制机制，全力优化营商
环境，让优质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有力推进了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

湄洲湾临港产业园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宋
剑锋介绍，在两岸生技产业园与企业对接入驻
的过程中，管委会得知部分制药企业存在热负
荷需求，立即根据企业性质采取“一事一议”
方式，斥资400余万元购买10部蒸汽机，快速

解决企业投产的瓶颈问题。同时，举一反三，
全面收集两岸生技园、妈祖健康城及临港工业
企业的热负荷需求，与国投云顶湄洲湾电力有
限公司共同编制了《供热专项规划》《热电联
产规划》，以满足入驻企业快速投产。

结合“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
北岸经开区着力聚焦“体制机制改革”“临港
产业、新兴产业、医疗健康产业”“敦风化俗
和创造乡风文明”“做大做强福建核心港区”
四大课题，深入查找差距，明确主攻方向，采
取领导挂钩、部门负责、个人落实的形式，把
问题解决在一线、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同时，
围绕“五个一批”，推动实现一批历史遗留问
题解决、一批重大项目落地、一批中转港建
成、一批好机制成型、一批生态岛崛起，在实
干中创造“北岸速度”。

罗屿港口是目前东南沿海最大的矿石码

头，拥有我省面积最大的露天保税堆场。今年
一季度，罗屿港口吞吐量达317万吨。眼下，
罗屿作业区9号泊位已具备40万吨级船舶相匹
配的进港航道、锚地、回旋水域等条件，并具
备优良的公路、铁路疏港和水水中转条件。罗
屿港口开发有限公司正全力推动9号泊位改扩
建工程有关工作。针对港口的发展需求，北岸
经开区积极为其排忧解难，帮助做好各环节审
批筹备工作。目前，该项目改扩建工程使用岸
线已获得交通运输部正式批复，有望本月内实
现首靠40万吨船舶的目标。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北岸经开区健康产
业的招商布局、临港产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坚
实的基础，大发展趋势逐步呈现。”北岸经开
区党工委副书记翁良达介绍，结合“再学习、
再调研、再落实”活动，北岸经开区实行挂图
作战、动态管理、压茬推进、全程跟踪，认真

梳理各项目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入研讨
论证，形成解决清单，着力解决部分历史遗留
问题及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的瓶颈制约问题，
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相关项目业主运用好现有
政策、寻找发展突破口，确保各项目有力有序
推进，以优异成绩献礼建党100周年。

（陈祖强）

日前，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仪式在
江苏南京举行。福建省莆仙戏剧院副院长、国
家一级演员黄艳艳凭借现场竞演剧目莆仙戏
《踏伞行》的精彩演绎，摘得梅花奖，成为本
届福建省唯一获该奖项的演员。这是继市艺术
学校校长、国家一级演员王少媛于2000年以莆
仙戏《叶李娘》夺得莆田首个梅花奖后，时隔
21年莆田市又添一朵“梅花”，展现了“宋元
南戏活化石”莆仙戏的独特魅力。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经中宣部批准设立的中
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本届梅花奖经过全国
推介和层层选拔，共有53名演员参加初评；包
括黄艳艳在内的17人进入终评，涉及莆仙戏等
14个剧种。

5月8日至18日，本届梅花奖竞演在江苏南
京举行，终评评委通过现场观摩，差额评选出

15名获奖演员。黄艳艳领衔主演的现场竞演剧
目莆仙戏《踏伞行》，于5月10日在南京市文
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亮相，她在剧中饰演王慧兰
一角。最终，黄艳艳在激烈比拼中脱颖而出，
以戏曲类名列前茅的成绩，顺利“摘梅”，成
为莆仙戏盛开的第二朵“梅花”。

据了解，黄艳艳2000年从福建省艺术学校
莆田分校毕业，师承黄宝珍、王国金、王少媛
等多位著名莆仙戏表演艺术家。她的唱功尤为
突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唱法，既
甜美醇厚，又别有戏曲韵味，唱、念俱佳，声
情并茂，属莆仙戏当家名旦。她在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江上行》，国家艺术
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海神妈祖》，福
建省百花文艺奖获奖作品《江梅妃》，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目连救母》

《玉簪记·琴挑》等剧目中担任主演。她的旦
角科介示范被拍摄成莆仙戏传统科介影像资料
公开发行，成为莆仙戏表演界的重要教材。
（吴伟锋 蔡蕊）

莆田鄉情 13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農曆四月十七）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五彩稻田”初具雏形即日起至7月上旬可前往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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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湖片区荔浦安置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激情担当 躬身实干

——北岸经开区着力破瓶颈抓项目催生发展新动能

                     

湄洲岛致力打造全国首座“零碳岛”

 

日前，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2020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初评启动，泉州
的 安 溪 青 洋 下 草 埔 冶 铁 遗 址 进 入 初 评 名
单 ，
系 福
建 省
唯 一
入 选
项
目。

据了解，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候选项目包括各发掘资质单位主动申报
的参评项目31项，评选活动办公室将组织投
票，推荐产生20项进入终评。

进入初评候选项目包括安溪青洋下
草埔冶铁遗址，以及贵州贵安新区招果
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山
西夏县师村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
址、陕西府谷寨山遗址、湖南华容七星
墩遗址等。

下草埔冶铁遗址位于泉州安溪县尚
卿乡,是宋元时期泉州冶铁手工业的珍贵
见证，也是构成“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出口商品生产的代表
性遗产要素。

该遗址是中国首个科学考古发掘的
块炼铁冶炼遗址。2019年以来，在国家文物

    泉州24个村（社区）获评高级版“绿盈乡村”

莆仙戏演员黄艳艳喜摘梅花奖
  为本届福建省唯一获奖者，也是莆田市第2位该奖项得主

线上线下互动增进同胞福祉
妈祖诞辰日期间，各地妈祖宫庙纷纷恭

请分灵妈祖奔赴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在
大陆台商颜佑育、吴韦琦夫妇一行25人恭请
分灵妈祖从福州前往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
香。

“ 台 湾 妈 祖 文 化 氛 围 浓 厚 ， 还 在 台 湾
时，我就与台湾高雄狮甲慈明宫结缘。来大
陆后，我和丈夫一有机会就会恭请分灵妈祖
到祖庙谒祖进香。天下妈祖，祖在湄洲。湄
洲岛是妈祖文化的心灵原乡，台湾的朋友对
我们能经常来祖庙都十分羡慕，”吴韦琦还
说，“这次来祖庙，我们还特地联系了高雄
狮甲慈明宫主委黄土城，请教了很多进香的
细节。”

黄土城是最早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
之一，多年来一直同湄洲妈祖祖庙保持密切
联络，在弘扬妈祖文化的同时切实推进两岸
交流。1992年，时任台湾嘉义笨港港口宫主
委黄土城率团抵湄洲谒祖进香，同祖庙缔结
“至亲”。担任高雄狮甲慈明宫主任委员
后，他依旧同祖庙保持频繁的互动。

多年来，湄洲妈祖祖庙一直践行“两岸
一家亲”的理念，持续发挥妈祖文化在两岸
民间交流中的桥梁作用，频繁与台湾各宫庙
保持线上线下互动，多举措增进两岸同胞的
亲情和福祉、增强两岸同胞在文化上的认
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系两岸同胞的骨
肉亲情。 （周建国 朱丽花）

传统鞋业搭上“智能智造”快车

图为寨下村美丽新村貌。 杨怡玲 摄

(福建侨报供稿）

5月14日，湄洲岛管委会与国网（北京）
综合能源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莆田
供电公司三方友好协商，共同签署《关于湄洲
岛“碳达峰、碳中和”规划编制工作的合作协
议》，致力将湄洲岛打造成为全国首座“零碳
岛”，进一步保护好湄洲岛。该合作协议旨在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碳
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部署、省委省政府和
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细化落实“再学习、再

调研、再落实”活动任务清单。根据协议，将
测算“十四五”期间湄洲岛直接或间接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
排、提高高效清洁能源供给、加强居民生产生
活电气化应用推广等形式，实现二氧化碳“零
排放”。

湄洲岛管委会主任林锋表示，今年是向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迈进的元年，三方
将尽快落实工作细节，围绕湄洲岛低碳产业结

构、高效清洁电能供给、低碳交通、生产生活
低碳化、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节能环保
等重点内容，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实现优势
互补、互惠互利、联合发展。力争到2022年实
现碳达峰；到2025年，建设成为全国首座“零
碳岛”“碳中和文旅岛”，推动湄洲岛生态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吴伟锋 许悦）

图为昨晚仪式现场，黄艳艳获颁梅花奖。 徐聪 摄

图为两岸生技产业园项目一期A地块厂房主体完工。 杨怡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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