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橙色

世代向海而生的塔头刘村民，骨子里有一股海
洋文明与生俱来的拼劲与冲动，一旦时机成熟，必
然迸发出十足的激情和惊人的爆发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这
个一向以讨小海和农耕为主的小渔村。借由党和
政府对革命老区的扶持政策，村里办起了一批拉丝
厂、铸造厂、吹塑厂、紫菜培育场。这些社办企业的
开办，除了增加村民和村集体经济收入之外，更重
要的是拓宽了村民的视野，培养了村民的经商意识
和企业管理能力。

好风可借力，第一家港资企业在塔头刘诞生
了。时年三十出头，早年远赴香港谋生的乡贤刘贤
棋返回村里，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回乡办起了“塔
兴”服装加工厂。由此也开启了塔头刘村最早一批
服装企业家的发展历程。一时间，塔头刘人心中的
那团热火似乎被点燃了，村里企业办的风生水起，
远近闻名。较有名气的有村民刘全通、刘清池等人
办起的雨伞厂，以及刘清展等人办的五金加工厂。
如今，村企“雨梦丝”已成为国内伞业的标兵，也是
东石乃至晋江伞业的一面旗帜。

从土机台到引进自动化机器，从家庭小作坊到
现代企业经营，从来料加工到出口贸易，塔头刘产
业发展渐入快车道，也完成了单纯的渔业农耕村向
多产业并进的华丽转身。如今，伞业、服装业、五金
配件业、渔业、海产养殖业等行业，筑起了塔头刘产
业兴旺的发展格局，全村年产值达10多亿元。

是的，蓝色，一直就是塔头刘人向海而生、开疆
拓土、敢拼会赢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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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直宽阔的金东路自西北
向东南延伸，川流不息的车流
把塔头刘村一分为二。北片区
伸向大陆腹地，有连片厂房和
平整开阔的耕地；南片区临海，
屋舍密集，1500 米海岸线绕村
而过，曲折而又缠绵。

塔头刘，一个与红色结缘
百年的老区村，一个世代讨海
为生如今产业兴盛的闽南传统
村落，一个曾经土地贫瘠穷困
不堪的沿海小渔村，近年来是
如何走出一条人和业兴、宜居
宜商、环境优美的乡村振兴之
路的呢？

答案或许在这八个字：结
丝成线，拧线成绳。

相传，为孩子系五彩丝线
是端午节的重要习俗，有祈福
纳吉的美好寓意。在塔头刘，
这五色丝线则是全体村民齐心
协力打拼的象征，而把五条丝
线拧成一股绳的，则是村党支
部这个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数年磨砺，这股五彩绳越拧越
坚固，越拧越耐用，张弛有度，
历久弥坚，高高拉起塔头刘这
艘航船的风帆，驶向幸福光明
的彼岸。

塔头刘村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与
荣耀：塔头地下革命交通站。这个 1952
年第一批获批的革命老区村，把数十年
前的光荣历史都镌刻进村中新近修缮完
成的塔头刘村革命斗争陈列馆。

“全塔头刘共有 3700多人，大家有
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感。”村党支部书记
刘永进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数百年来忠
孝相传而融入血脉里的因子”。他骄傲
地告诉记者，八十年前，数不清的共产党
人来到塔头开展革命工作，但从没有一
人被出卖过。

在这里，不仅有中共党员朱汉膺、何
邦基、曾炉、李刚等人前来播下革命火
种，还有泉州地区革命斗争的重要领导
人如黄国璋、许运伙、何必然、苏棠影、吴
珊、郑种植、祝增华、郑家玄等先后来此
开展革命活动，并培育了一批信仰坚定
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红色，是塔头刘的底色，它使塔头刘
焕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渐渐又内化为
特有的文化基因，成就新时代阔步前行
的底气。这一点，当你越是走近村党支
部一班人，就越发真切地感觉到了。

从2012年至今，这个支部连续干了
三届。九年来，村支委成员基本保持稳
定，干事有冲劲，成事有办法，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丝丝入扣，拧股成绳。
而塔头刘，也在点点滴滴变化中化蛹成
蝶，展翅飞翔。

九年来，原先的村主干道从不足 3
米拓宽成 6米，村中形成三横三纵的交
通路网，进出村企的大型货车可以直接
开进厂区了。

九年来，新迁建的占地30亩的晋江
廷都小学拔地而起，扩容后学生800多
名，辐射周边六个村。

九年来，全村环境整治稳步推进，休
闲公园、环村慢道相继建成，村公厕改造
完成，极大方便了群众。

九年来，慈元文化节越来越红火，既
给全村带来了文明新风和时尚气息，也
成为村民津津乐道的文化大餐。

九年来，陈规陋习渐渐消退，全新村
规民约深入人心，村民邻里和谐共处安
居乐业，乡村振兴稳步推进。

红色，是这股绳最厚重也是最鲜艳
的底色，也成为助力塔头刘推进乡村振
兴最重要的精神给养。

晋江廷都中心小学的校徽，图案主体
是一簇跃动的橙黄色火苗，设计者显然对
村里这所前身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小学有
着颇深的了解。

2012年，当新上任的村支书刘永进把
村道拓宽当作大事来抓的同时，他没有忘
记，这所村小学的扩建已是迫在眉睫。彼
时的廷都中心小学，只有两幢相邻而立的
三层教学楼，已经满足不了村民群众对优
质教育的需求，特别是相对陈旧且局促的
校舍，也制约了小学的进一步发展。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句口号不能仅
停留在口头上。

村支部首先想到的是扩建，但随即就
否决了。因为村小学位于村中部，周边腾
挪空间小，扩建余地并不大。而且扩建要
动用到村幼儿园，扩建完成后，幼儿园也就
被挤占了，显然行不通。

经过周密调研，很快，一份廷都中心小
学迁建计划书出炉了。根据计划，新小学将
建在村西片区一片占地约30亩的地块上。

方案一出炉，两大难题也接踵而至：一
是征地，二是资金。

这块地，涉及村里约 30多户人家，少
的几分，多的数亩，占地情况不一，村民能
同意吗？征地能顺利完成吗？

村两委立即行动，由村党支部牵头，与
村委会、老人会成立了4个工作组，把30多
户村民分别归组，针对不同情况做工作。

令刘永进没想到的是，征地异常顺利，
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全部完成。“这显示出

塔头刘村民的胸襟和远见，多数村民一听
到是为办小学办教育征地，都义无反顾。”
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水平介绍，当时占地面
积最大的一户有近 6亩地，主人刘文吨却
非常支持，第一个签下协议。

紧接着是筹措资金，初步预算达 3500
万元的建设资金，除了市镇的配套外，还需
村里自筹的资金也是天文数字，这要从哪
打开缺口呢？

关键时刻，长期热心公益事业的村民
刘基川捐出 100万元，而一向关注支持村
里发展的刘丕周老先生也捐出 300万元。
启动资金解决了！2014年正月，村里又抓
住乡贤回乡过年的契机，召开学校迁建座
谈会，发动乡贤踊跃捐款。

自此，廷都小学迁建有序推进，这离不
开塔头刘村民、企业、乡贤、老人会及社会
各界总计达1800万元的爱心奉献。

廷都中心小学的前身是塔头中山小
学，也是塔头地下革命交通站火苗点燃的
起点。秉承红色革命历史的荣光，新廷都
小学从 2013年动议到 2020年最终完全竣
工，历经三届支部，实现迁建新生，这既是
村党支部把全村的力量与爱心拧成一股绳
坚持不懈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新时代赋
予村党支部的历史责任与神圣使命。

放学了，廷都中心小学草绿色操场上，
尽情玩耍的孩子们在欢呼雀跃，左胸校徽
上闪耀着的那团橙黄色的火苗，格外亮眼。

橙色，成了这股绳最亮丽最动人的一
抹。

村九队仓库原先是村南片的一块脏乱
废地。现在，这里平平整整，黄色车位线清
晰醒目，十多部小车停放得整整齐齐。

滨海堤岸内，原先是一条只能通摩托
车的沙地小道。如今，这里建起了环带状
的滨海休闲公园，绿化带顺着海岸线绵延
伸展。夏日傍晚，这里成为村民纳凉放歌
的好去处。

除北片区外，塔头刘的东南西中四个
片区，位于金东路南侧，这里人口稠密，屋
舍密集，村道狭窄。由于大部分村民靠讨
海谋生，全村一度是渔具遍地堆放，海蛎壳
随处可见，生活垃圾随意丢弃，村容村貌是
典型的脏乱差。

环境治理，塔头刘选择从村主干道拓
宽整治开始。2013年，这条名为中山路的
村道拓宽改建正式动工；全村停车位施划
同步进行，村两委对荒地仓库等废弃地进
行回收改造，无中生有地“变出”了 100多
个车位。

2016年4月，滨海休闲公园动工，不到

两个月时间占地 21亩的公园即告完工。
同年9月，新港桥到公园路段进行改造。

2017年 6月，环村西路人行道改造启
动，村道绿化一并完成。

2017年 9月，占地 4100多平方米的渔
民休闲公园竣工。

2017年下半年开始施行厕所革命。村
中两座公厕拆旧翻新，一座公厕内部改造，
并新建两座公厕，村民“方便”更方便了。

2019年6月，村一号路环境整治启动。
2019年8月，观海慢行通道开工，同年

11月完工。
如今的村南片区，形成三纵三横路网，

路桥通畅，绿树环村，房前屋后整洁有序。
走在村里，村民心里是无比的轻松与畅快。

从村容脏乱差到环境“优乐美”，村党支
部在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民生活品质方面
的目标，经由三棒奔跑接力得以完成，实现
了为人民谋幸福，为乡村图振兴的愿望。

绿色，为塔头刘吹来一股文明清新之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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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绘伞、南音会演、剥海蛎比赛、环村“迷你
马拉松”……不久前举办的塔头刘村第八届慈元文
化节，是一个由“佛生日”演变而来的一年一度的文
化节，已成为群众翘首期盼的节日。

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升了，村民文化阵地
的掌控和精神生活的引导，成了村党支部一班人思
考和努力的方向。

宋朝慈元皇后是塔头刘村村民的集体宗教信
仰，在移风易俗之前，每遇慈元诞辰，塔头刘村村民
家家户户都会举办“佛生日”宴，大操大办宴请亲
友，不仅浪费，还易发生酒后闹事。

为改变这一陋习，村两委会联合老人会，将“佛
生日”改为文化节，用文体活动代替户户宴席，“大
道理”变成“小故事”，“普通话”变成“闽南语”，理论
宣传、思想教育接了地气，乡风民风更加文明。

新旧文化阵地的交替，不是说说就能成的。与
这场新旧民俗的交锋一样，村两委和村老人协会在
全村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的行动中，起到了带头
引领作用，特别是村主任刘长春带头取消侄女 16
周岁宴，第一个唱起了“白脸”，也由此重塑了塔头
刘新时代的村规民约。

从2018年推选新村规以来，村民喜事新办，白
事简办已成为新风尚。16岁宴基本不办，寿宴满月
宴举办也大幅下降，家家户户不再搞排场，不大操大
办。

公家唱“白脸”，村民得实惠。移风易俗不仅减
轻了村民不必要的负担，更为村里的公益事业添砖
加瓦。几年来，村民简办红白事共捐资300多万元
支持村里的慈善、教育、养老等公益事业。

公事面前唱“白脸“，而在面对家庭及个人事业
方面，村党支部一班人却常常红了脸：在历经三届
的村两委里，有人原来办企业已经很成功，毅然选
择为村民办事为村庄造福；有人家里仍在办厂，但
因全心投入村中事务，对企业反而疏于管理；有人
原先开店生意不错，但现在只能找人合开；有人工
程专业毕业，因村务工作繁忙，都很少接外地工程；
更有人从事村务工作二十多年，常无暇照顾家庭
……在个人家事与村务公事的天平上，这群人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一边倒的倾斜。

白色，是塔头刘共产党人的担当、坦荡与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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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头地下革命斗争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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