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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仙游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
仙游上宫支部的旧址所在，这里有与“海上女
神”妈祖林默、“临水夫人”陈靖姑并称莆田
三大女神的吴圣天妃，这里还有四壁犹如斧劈
刀削，石崖高耸云天，似巨龙穿凿而过，周遭
群山起伏的龙穿城风景区……

兴化故郡，红色上宫，吴妈福地。游洋
镇素有“千年古邑”之称，是一块弘扬革命传
统的红色圣地，是一片历史底蕴深厚的“古
色”福地，是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的绿色乡镇。

“古色”绵长,“红色”炽热,“绿色”清
新。近年来，该镇探索走出增长与转型良性互
动、发展与生态相得益彰、经济与社会协调并
进的发展路径，“三色”在游洋大地汇聚融
合，交相辉映，散发出既独特又感人的魅力，
描绘出了新时代莆田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游洋画卷。

1小时生活圈�通衢大道串起千里沃野�
从市区驱车经莆炎高速，不用1小时即可

到达游洋镇，这在过去可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地处仙游北部山区的游洋镇，平均海拔

495米，解决交通不便的难题，曾是镇里几代
人的心愿。

如今，多年夙愿一朝成真。打开地图，
一条条贯通南北、承东启西、便捷通达的公路
交通格局一目了然。游洋镇境内现有莆炎、沈
海复线两条高速公路，总长度达8公里，还有
一个高速公路互通口；联二线、纵三线两条国
省干线贯穿全镇，总长度达15公里，和石苍
乡、庄边、钟山等乡镇相连。

“十三五”期间，新建及拓宽的乡道建
设有11条，公路里程达60公里；新开新建及拓
宽硬化的村道建设达50多条，总长度达120多

公里。17个行政村的100多个自然村五年间全
部实现村道硬化。

昔日山水阻隔，而今大道通途。该镇党
委书记杨国石说，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公路，把
游洋大大小小的村落串联起来，联二线、纵三
线开通后，该镇17个村距离高速出口都在15公
里左右，将实现村村20分钟就可上高速走向全
国。更是与福州、莆田、仙游城关均实现1个
小时生活圈，让游洋逐步成为仙游北部山区交
通枢纽。一条条崭新的道路，逐步成为了山区
群众的幸福路、致富路。

擦亮“红色”“古色”�多彩游洋风景
这边独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今年
“红色主题教育”掀起高潮。连日来，位于该
镇东北部兴山村馨山书院的中共仙游上宫支部
旧址成为我市众多党员干部向往的“网红”打
卡地，也吸引了周边地区群众参观学习，每天
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参加活动的“学员”。

作为仙游县第一个党支部的中共仙游上
宫支部建立之后，成为仙游革命的发源地，以
星火燎原之势，领导仙游地区革命斗争，进而
强有力地支持莆田、闽中地区乃至全省的革命
斗争，在福建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色已然成为游洋最鲜明的标识，给游
洋的画卷添上了浓厚重彩的一笔。为更好用活
红色资源，游洋还引进莆田市尖兵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依托“中共仙游上宫支部被授予福建
省国防教育基地”，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军
旅教育基地，以军事观光为内容，融合爱国主
义教育、国防知识教育、民兵预备役集训、学
生军训、夏冬令营、企业培训为一体的新型休
闲旅游体验基地，进一步打造游洋“国防教育

研学+”品牌。从2020年9月份第一期项目正
式投入使用至今，累计对外接待游客10000多
名，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肯定。

游洋镇素有“千年古邑”之称，自唐之
前游洋镇称游洋洞，唐代始称游洋镇。

游洋一直是莆田北部山区一带的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境内名胜古迹繁多，
不一而足。

境内有与“海上女神”妈祖林默、“临
水夫人”陈靖姑并称莆田三大女神的吴圣天
妃，吴圣天妃信俗被列入第六批省级非遗名
录，吴妈祖宫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兴角
山上的全球最高、高20.15米的“吴圣天妃”
铜像，以及其他存留的古村、古井、古道遗
迹,更是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四方游客。

近 年 来 ， 游 洋 人 在 擦 亮 “ 红 色 ” “ 古
色”招牌上下足了功夫。杨国石说，绿色是游
洋的底色，红色是游洋的鲜明色，古色则是游
洋的独特色。

结合景点奇特的龙穿城，耸立于苍莽林
海中，山奇、林茂、岩峭、洞幽的天马山风景
区，获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聚
仙堂，“桥头不见桥尾”的惠政桥等丰富的自
然景点，游洋着眼保护青山绿水，开展粗溪小
流域治理、绿化提升和生态护岸工程，将红色
元素、文化元素、绿色元素注入各个环节，魅
力老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驻足休闲。

深耕绿色产业 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游洋镇是国家级生态乡镇，森林覆盖率

达81.85%，常年平均温度20℃。有耕地面积
2.3万亩，山地23.77万亩，是仙游台湾农民创
业园（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重要区域。其
中毛竹林近7万亩，为福建省九大毛竹丰产林

培育基地之一。
可 以 说 ， 绿 色 是 游 洋 发 展 最 靓 丽 的 底

色。镇长蔡永杰介绍，立足游洋生态绿色资
源，该镇积极作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
种植甜柿、猕猴桃、桔柚等特色水果，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农业产业，逐步打出了游洋名优水
果品牌。

截至目前，该镇已种植6300多亩甜柿；
种植桔柚1300多亩，桔柚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种植猕猴桃300亩，新改建有机茶园
920亩，新建设油茶示范片2000多亩，种植赣
南桔200多亩。

独特的气候、肥沃的土壤，让水果口感
甘甜美味，远销各地。绿色产业已然成为村民
致富的“摇钱树”。

充分激活的农村经济发展潜力，实现了
给乡亲们带来美好生活的愿景。数据是最好的
说明，全镇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67户1145
人全部脱贫，7个贫困村全部摘帽；2020年，
该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6550元，是2015年的
2.28倍，绘就出了一幅乡村全面振兴的美丽画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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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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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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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开元寺内的凤凰木花开正艳，火红
夺目，成为夏日美景，吸引游客们争相打
卡。（王柏峰 摄）

刘建洋李建辉:加强宣传策划 讲好莆田故事

“6·18”仙游县对接项目100个 总投资5.94亿元

 6月29日，市委书记刘建洋、市长李建辉
与来莆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福建总站召集人刘
涛、副召集人公海泉一行座谈，双方围绕加强
合作交流、深度宣传推介等进行了互动交流。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桂芳参加座谈。

刘建洋说，当前，恰逢“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莆田正处在全方位推
进高质量发展超越的重要时刻。全市上下正深
入实施强产业、兴城市“双轮”驱动，全方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作出莆田贡献。希望双
方强化沟通合作，对接优势资源，加强宣传策

划，讲好莆田故事，传播莆田好声音，展示莆
田良好形象。

刘涛表示，莆田是“新闻富矿”，也是
福建总站关注的重点。将充分发挥宣传舆论平
台优势，通过务实合作，宣传报道好莆田市的
新发展、新变化、新面貌，持续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为推动莆田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氛围。

在莆期间，刘涛一行还到中共闽中第一
支部成立旧址哲理钟楼调研。

（湄洲日报记者 黄国清）

 6月18日，第十九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
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6·18”），在福州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仙游县结合地域产业
特色和产品特点，筛选代表产业发展方向、技
术含量高、有创新特色的展品。　　

此次，仙游参展展品有“带托泥四弯足
花架”“四出头雕花鸟官帽椅”“明式长方形
素面茶桌配翘头官帽椅”等经典仙作产品；
4K、8K超高清大屏幕显示面板；自主品牌
“Norman Walsh”和“PINNIP”成品休闲鞋；
一体式和两片式轻量化轮毂；曲面发电瓦技术

和产品等。
据悉，截至目前，仙游已上报对接项目

100个，总投资5.94亿元，涉及电子信息、光
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轻纺、现代农业、生
物及新医药、新型材料等方面。征集企业技术
需求25项。

当天，副县长谈振军代表县政府，与上
海移昱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共同建设碳中
和太阳能产业集群项目。

（今报记者　唐伟　文/图）

产品展示

中共仙游上宫支部 游洋兴山吴妈圣像 天马新村

龙穿城

莆炎高速游洋互通口

莆田学院
香文化产业学院成立

“红色”炽热 “古色”绵长 “绿色”清新

——游洋镇全力打造“多彩游洋”重焕山区小镇新活力

6月30日，莆田学院香文化产业学院揭牌
成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阮军、副主任沈萌
芽，副市长胡国防，莆田学院党委书记宋建
晓等出席揭牌仪式。

莆田学院香文化产业学院由莆田学院和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香文化艺术专业委员会共
同成立，是国内首个香文化产业学院，旨在
进一步推动香文化产业发展，为产业培养专
业人才。

据悉，莆田学院将发挥工艺美术、文化
传播、电子商务等学科及专业优势，通过开
设香文化专业辅修班、建设香文化实践教学
场所、联合申报课题项目等形式，搭建高素
质香文化人才培养平台，以满足莆田香文化
产业发展对本科应用型人才的需要。中国工
艺美术学会香文化艺术专业委员会将利用自
身专业优势，以实操和实践为主要方向，促
进学生全面了解香文化及其市场现状，为学
生创造更多创业就业选择，努力打造国内本
科高校“香文化教育”第一品牌。莆田是目
前国内最大的沉檀香集散中心，香文化产业
学院的成立将助力莆田打造 “中国香料贸易
中心”“中国香文化艺术中心”，为产业发
展提供人才保障。

（湄洲日报记者　周凌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