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晋江磁灶镇大埔村，宽阔
笔直的村道两旁点缀着绿树红花，
整齐有序的欧式风格大洋房之间，
一处处错落有致的园林景观格外养
眼；新近完工的“白改黑”村道上，黄
白相间的交通标线一路向村内延
伸，与整洁美观的村貌相辅相成，犹
如一条镶嵌在村间的黑色丝带。

近年来，在“晋江经验”的指
引下，晋江市紧扣乡村振兴战略
20字方针，坚持党建引领，以农村
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努力走出一
条兴旺、和谐、美丽的乡村振兴发
展之路。

回看晋江的乡村振兴，如何有
效解决乡村发展的“人、钱、事”难
题是关键。

农村强不强，关键看“头羊”。
1997年，在外事业有成的吴

金程回乡被推选为磁灶大埔村主
任。善于经营的他，很快抓住泉州
百个旧村改造的机遇，请来专业的
规划设计院对全村进行总体规划
设计，并提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
改造思路。

旧村改造初期，面对群众的不
理解，吴金程顶着骂声耐心化解；面
对项目改造资金缺口，他自掏腰包
垫资100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2003年起，吴金程被推选为村党组
织书记兼村主任至今。

从曾经有名的穷村，到乡村振
兴的示范村，大埔村在吴金程的带领
下先后完成一期、二期、五期旧村改
造工程，并改造了村中的小学、建起
了幼儿园和现代化的村级敬老院，村
容村貌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感逐年攀
升。一个好的“带头人”，成为推动大
埔乡村振兴重要因素之一。

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晋江
市以抓人才的思维来抓村党组织
书记，出台30条措施，全国首创农
村治理人才认定机制，创新农村发
展党员孵育机制，培养储备后备人
才，引导一批懂经营、会运作、威望
高的各界能人加入乡村治理队
伍。2018年村级换届中先后开展
6轮协商，全市 395个村党组织书
记有近70%来自企业界、10%来自
社 会 组 织 ，“ 一 肩 挑 ”比 例 达
42.8%。截至2020年底，晋江已认
定农村（社区）治理人才100名。

乡村要振兴，经济是基础。
2015年，全国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启动，晋江是福建省唯一
试点县。2016年年底，晋江又被
赋予“农村土地征收”和“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两项改
革试点任务。农村“三块地”改革
为晋江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在金井镇围头村美丽的金沙
湾畔，一座高端商务酒店已开工建
设。这块5.24亩的土地，涉及3宗

宅基地、若干集体用地，权属关系
复杂。

为有效盘活土地资源，围头村
鼓励宅基地有偿退出，收归集体，
再将整块“熟地”以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最终，晋江市恒禾
海景酒店有限公司以 260万元拿
地，围头村集体获得182万元的收
入。

“不仅有真金白银的收益，商
务酒店还将有力带动围头旅游业
的发展和提质，对乡村振兴意义重
大。”围头村党支部书记洪水平说。

晋江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统筹
推进“三块地”改革，探索实施组团
片区改造、旧村整体改造、生态景
观提升、空心村盘活、产业带动和
借地退出等 6种宅基地综合利用
模式，累计盘活闲置农村低效用地
1.35万亩。2020年1至11月，全市
383个村（社区）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 17904.37万元，比增 13.72%；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20万元
以上的村 258 个，占比 63.36%。
2019年，晋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25793元，比增8.5%。

在永和镇巴厝村，一场“百姓
议事会”吸引近百名村民代表、党
员、老年人协会代表及村两委班子
参加。村规民约章程、公建项目、
房屋整治民约等多个议题拿上台
面，逐个研究、逐个商议、逐个定
论。随着“百姓议事会”机制逐渐
成熟、常态化，巴厝村乡风文明、乡
村治理有了新气象。

在解决乡村振兴“事”的问题
上，晋江紧抓“牛鼻子”，全力解决
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为打通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
“最后一米”，晋江全面推行基层议
事协商机制，强化群众在基层自治
中的主体地位；面对群众对基层服
务组织的新期待，晋江全面规范村
级组织权责，在全省率先构建“一
个中心、若干网格”村级运行机制；
针对农村常见的大操大办、铺张浪
费等遗风陋俗，晋江以深化移风易
俗为抓手，引导企业群众把节约下
来的开支捐赠给慈善公益。截至
2020年底，晋江慈善总会募得善
款超34.8亿元。

“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项系统的长期工程。”晋江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许建林表示，

“十四五”期间，晋江还将继续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重点实施产业
转型、环境提升、集体创收、改革创
新、协调发展、乡风和美、乡村善
治、人才建设等“八大行动”，力争
2025年率先实现“两个一百”的目
标，即 100 个村实现村财年收入
100 万元，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

“晋江样板”。

今年46岁的张龙春是内坑黎山村的普通村民，原本
对村里事不太关心的他，因一条村间小道的改造，开始关
注起村庄的建设发展。

张龙春家门前原是一条背街小道，早年因邻里的无
序建设，小道越来越窄，不仅车不能通行，还成了污水横
流、鸡鸭屎遍地的脏乱地带。对于门前的乱象，张龙春一
家想要改变，但谈何容易。

2018年，以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创建为契
机，黎山村策划推进系列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其中，脏乱
差的背街小道改造是重点之一。

在镇、村干部多次踏勘过后，张龙春家门前的小道被
列入首批改造项目。项目启动初期，由于村道改造涉及
10多户村民土地利益，工作推进一直滞后。

2018年底，为解决环境整治遇到的难题，以张龙春家门
前小道改造项目为试点，黎山村探索施行民主协商议事制，
邀请镇相关领导、人大代表、村老人会代表等各界乡贤，与村
两委干部、涉及道路改造的相关利益方集中面对面座谈，探
讨改造方案、化解群众心结。

在镇、村两级干部和社会各界乡贤的共同努力下，针
对张龙春门前小道改造项目的民主协商圆满成功，相关
利益方全部赞同让地或拆墙、拆房修路。其中，张龙春家
三兄弟退让最多。

“拆房让地修路，看似丢了眼前的利益，其实获益更
多。”张龙春说，改造完的门前道路扩宽至4米，两头与村
里其他的干道串联起来，自家出行方便了，私家车能开到
家门口了，硬化后的路面更彻底解决了原先脏乱的现象，
全家人的生活品质有了明显提升。

继张龙春家门口道路改造后，黎山村借势又快速推
进村中其他3条背街小道和4条石板路的改造拓宽，并彻
底整治村中卫生死角，相继改造乡村微景观11处和1个
水库景观公园，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

“这两年，看到村庄实实在在地变化，厝边们都很满
意。”张龙春笑言。

2018年初，西园屿头社区在晋江市第二批“最美乡村”综合考
评中位居全市第一。而在屿头社区党支部书记洪金塔眼里，建设

“最美屿头”，就是让社区更富有、环境更优美、居民生活更安乐。
洪金塔今年65岁，在社区工作已有26个年头，屿头

的蜕变，他历历在目。
“刚到村里（屿头于2003年‘村改居’）工作不久，恰好赶

上土地股份制度改革，毕竟是‘第一个吃螃蟹’，怎样迈出这
一步，扭转群众的观念是关键，也很难。但我们坚信，这条
路是正确的。”洪金塔介绍，1997年，屿头社区率先参与晋江
市土地股份制度改革，是全市仅有的2个改革村之一。改革
之初，有无数个日夜，他和其他村干部一起逐家入户，反复
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这一年，屿头社区将960多亩耕地收
回集约经营，统一发包给村民和外来种粮大户集中经营。
同时，将闲置的土地建成15栋标准化的物流仓库，通过出租
收益，村民按股份分红。

改革释放了红利，群众尝到了甜头。在社区党支部的
带领下，2009年3月，屿头成立社区改造建设投资管理公
司，建成富仕山庄小区，4栋住宅楼解决了200多户居民的
用房需求，其中，拆迁对象、困难家庭优先照顾。

洪金塔说，在屿头社区，男性60周岁以上、女性55周
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还能领到100元的养老金和近500元
的失地补偿金。不仅如此，社区全体居民的养老保险、城
乡基本医保、财产保险，以及去年10月刚试行的长护险也
全部由社区统一出资承担，极大减轻了居民的家庭负担。

让洪金塔感到自豪的是，在屿头，从老人到小孩，人人
都是“幸福的人”：实现了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屿头人的子
女教育也从“幼有所育”变成“幼有优育”。2013年，屿头社
区集体出资980万元，参与建设晋江第四实验小学，居民的
子女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洪金塔继续梳理道，这些年来，屿头社区通过固定资
产出租、“九十九溪”等项目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盘活了集
体土地资产，探索出一条发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的有效
途径。作为晋江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批试点社
区，屿头现有集体资产超过7500万元，每年集体经营性
收入达500多万元。当前的屿头，富仕公园、主干道“白
改黑”等项目相继启动；占地2.5亩、配置有120个床位的
社区敬老院和老人活动中心也已建成。

社区美了、产业旺了、居民富了，在屿头社区，幸福度
正在升温。

卫生死角变景观、闲置空地
成公园，村道上垃圾遍地、污水横
流的乱象不见了，村民大操大办
婚礼丧事的现象也少了。

作为一名扎根晋江基层的街
镇记者，我见证了晋江乡村环境
的变化，感受着晋江乡风文明的
转变，更经历着晋江乡村振兴的
快速推进。

近年来，晋江相继推进“美
丽乡村”“最美乡村”创建和乡村
振兴试点村建设，全市各村立足
村庄实际，因地制宜搞建设、谋
发展。

在英林镇，乡村振兴从细微

之处入手，全镇20个村将人居环
境整治作为重点，打造 155 个微
景观，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东石
镇潘山村、磁灶镇岭畔村等地，乡
村振兴从文化入手，传统木雕、木
偶、陶瓷等既是扮靓村容的元素，
也是推动村级产业发展的载体；
在安海新店村、内坑亭顶后库自
然村等地，乡村振兴从文明抓起，
村民破陋习树新风，把反对铺张
浪费省下的资金转化成推动乡村
振兴发展的公益金……

从2012年至2020年底，晋江
已先后培育环境整治型、生态旅
游型、文化保护型、田园风光型、

产业推动型五种类型的“美丽乡
村”“最美乡村”162个，其中不乏
省、泉州市示范村，乡村振兴呈现
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当前，晋江的乡村振兴试点
村建设正全面推进，在市、镇两级
乡村振兴办的指导下，晋江各村
纷纷制定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力
求通过科学的规划引领，循序渐
进补短板、强弱项，进而实现全面
振兴。如果把不同类型的“美丽
乡村”“最美乡村”比作是乡村振
兴的单科“尖子生”，相信再过不
久，晋江乡村振兴将很快涌现出
一批“全优生”。

大风起兮云飞扬

张龙春：“村庄变化实
实在在，我很满意”

洪金塔：
“社区富美民安乐，就
是最好的‘最美乡村’”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晋江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503元

18166元

25793元

2012年 2015年 2019年

群像

观察者说

打好“人、钱、事”三张牌

●省级乡村振兴特色乡镇2个

●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20个

●泉州市级乡村振兴试点村21个

●晋江市级乡村振兴试点村31个

截至目前，晋江市已确定

此诗出自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劲吹，浮云飞扬。当下，全国上下正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深化农村改革。晋江的乡村振兴正是乘着这股大风扶摇而上，晋
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在这股大风中稳步推进。

一直以来，晋江各级统筹谋划、科学推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
兴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着力写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

行棋观势，落子谋篇；提笔泼墨，大道通衢。在乡村振兴这条路上，晋江必将乘此“大风”，引吭高歌，走得豪迈而昂扬！ 本报记者 赖自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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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立足农业资源多样性和气候适宜优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要以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为抓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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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历 者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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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历 者 说

农村居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图为英林镇东埔村热火朝天的基层篮球赛现场。（图片由羿鼎国际传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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