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头村三面环海，自然资源丰富，
历史记载悠久，人文底蕴浓厚，早在唐
宋时期就以“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
地”而名扬；宋元时期，围头古港已是泉
州“海上丝绸之路”四大出海口之一。

以“小渔村大景区”为发展理念，
多年来，围头村充分发挥地理区位、滨
海景观、战地观光、人文历史、海丝遗
址等独特优势，深入挖掘战地文化、滨
海文化、渔村文化、侨台文化、海丝文
化等文化资源，不断整合优势资源，大
力发展休闲渔业和乡村旅游业，目前
已形成“东线滨海休闲带”和“西线战
地观光带”两条旅游观光带。东线滨
海休闲带有古渡观光渔港、海角地质
生态公园、东线和平公园、金沙湾、月
亮湾、东海湾，形成“一港二园三海湾”
的发展格局；西线战地观光带有“八·
二三”战地园区、毓秀楼、达屋楼、战地
文化广场、永平古城广场、渔港中心广
场，形成“一区二楼三广场”的发展格
局。同时借助举办“海峡两岸七夕返
亲节”和“闽台旅游文化节”的双节效
应，大幅提升了围头乡村文化旅游知
名度。

“2007年，围头村以晋江市‘百村
示范、村村整治’为契机，确定了‘振兴
围头·二次创业’的‘一年一台阶、五年
一跨越、十年初步实现宜居宜业宜游、
二十年全力打造海峡名村’的方向标、
路线图和时间表。”洪水平说，14年来，
围头村始终坚持以“保护生态、保护文
化、发展乡村旅游”为主线，持续推进
乡村生态振兴，久久为功，获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鲍鱼）、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国家级最美渔村、中国乡村旅游
模范村、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 20个

“国字号”殊荣，福建省金牌旅游村、泉
州市乡村振兴示范点、晋江市美丽乡
村等70多项省、市、县各级荣誉。

如今，通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盘活优势特
色资源，围头村已形成了“看金门、探
炮洞、泡海水、抓鲍鱼、吃海鲜、住民
宿、逛古街、听故事”等八大旅游特
色。同时，围头村还鼓励村民作为经
营主体，从事乡村旅游服务产业，完善
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千方百计吸
引八方游客，有效地带动了产业发展
和农民增收。

2018年，围头村在全省率先实行
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质押融资，村集体
获得金融授信 2亿元。同年成功推动
晋江市首宗集体建设用地成功入市，
该做法得到农业农村部集体经济改革
调研组的充分肯定，并作为“晋江经
验”典型案例在央视《新闻联播》栏目
播出。

目前，围头村已建成海产品养殖
基地近万亩，海上养殖鲍鱼超过100万
笼，年产量超过 2000吨，有渔家乐、农
家乐 30 多家，有营业执照的民宿 18
家。围头村从1990年人均年收入不足
千元，到 2019年全村经济总产值 3.85
亿元，村集体收入超过 300万元，人均
年收入 3.8万元，村民走上了共同富裕
路，过上了美好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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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围头心，浸润着红色情；一
面红色墙，铭记着围头村。6 月 25
日，晋江金井镇围头村“颂建党百
年 做时代新人”暨福建省“模范民
兵哨所”命名三十周年系列活动在

“八·二三”战地公园举行。“围头心·
红色墙”主题墙揭幕、晋江市关爱

“五失”青少年工作示范点授牌、两
岸筑梦共同家园《围头·海峡第一
村》大型油画揭幕……一项项振奋
人心的仪式，见证的是围头这个昔
日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如今变成了

“精神美、产业美、环境美”的海峡第
一村。

围头村将以庆祝建党100周年暨
“模范民兵哨所”命名30周年为新的启
航，持续打造强有力的党员干部队伍，
传承“八·二三红色精神”，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围头村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最南端，围头半岛凸
出部，是祖国大陆距离大金门岛最近的地方。

1958年，围头村成为“八·二三”炮击金门的主战
地，围头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组织全村老少疏散
到后方 57个村庄，300多位党员和民兵踊跃报名支前
参战，有160多人受表彰，其中66人荣立二等功、三等
功，7人进京受表彰。

当年，5万多枚炮弹没有击毁围头，反而成就了如
今“英雄的围头”“美丽的围头”。昔日围头人“舍小家、
为国家”的高尚情操让这个村留存了一笔宝贵的“八·
二三红色精神”。

今年，福建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公
布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等100个单位为党史学习教
育参观学习点，围头“八·二三”炮战遗址入选。随即，
围头村开展了一场“学党史 悟思想 围头红色故事会”
主题党日活动。在刚刚修整完工的“八·二三”炮战遗
址毓秀楼里，围头村党支部党员、民兵哨所民兵、围头
娘子军成员、围江小学少年军校学生等齐聚一堂，聆听
炮战故事，重温烽火岁月。

聆听一段红色故事，走进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
光，每一段故事背后，都蕴藏着无声的力量。据了解，
围头村作为当年炮战的主阵地，保留有许多战地遗迹，
主要有毓秀楼、安业民烈士纪念碑、达屋楼、“八·二三”
坑道、一号防炮洞、一号碉堡等，构成了围头“八·二三”
炮战系列遗址。

“毓秀楼就是当时的战地党支部，我们就是想把它
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新起点。”围头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洪水平说，毓秀楼作为红色遗址，蕴含
着深厚的革命情感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围头村党支部希望能够继续
讲好身边“红色故事”，让红色精神传承深入人心，激发
奋进力量。围头村也将以“八·二三”炮战遗址入选党
史学习教育参观学习点为契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据了解，围头村两委班子以“八·二三红色精神”为
内核，已出版了《围头八·二三炮战纪事》等文化记忆图
书12册，拍摄中国名村影像志等影视作品10余部，修
编《围头村志》，倡导“围江姓氏一家亲”，凝聚乡愁记
忆，形成“战地文化、滨海文化、渔村文化、侨台文化、海
丝文化”等5大围头文化。

此外，围头村还通过“党员主题日”“村民主题日”
“综治主题日”，让党员干部“走出去”，让村民乡贤“走
进来”，开展一系列村民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讲
文明，树新风”活动，立足深入浅出，力求生动活泼，努
力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大家能明白的理。不断弘扬

“围江南洋精神”“八·二三红色精神”，培育新时代“爱
党、爱国、爱军队，为乡、为民、为家庭”“三爱三为”的

“围头家国精神”，拉近“党干群”关系，提高村民综合素
质，改变围头村精神面貌，提升村文明指数，激发全体
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情，共同参与建设美好家
园新征程。

“围头有‘神鸟’，可以作为生态旅游的一个热
点……”今年 4月，洪水平收到了这么一条微信。
这条微信是泉州观鸟协会会员凌飞鹤发来的，原来
他在围头拍到了传说中的“神话之鸟”。

中华凤头燕鸥，是中国最珍稀的鸟类，被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物种，现今全球总数不
到 100只，是研究者眼中难得一见的“神话之鸟”。
前两年春季，中华凤头燕鸥群体在围头湾曾出现
过，今年，观鸟爱好者在围头村鲍鱼养殖区又发现
了它们的踪迹。

“神话之鸟”多次出现在养殖区，也引起了围头
村党支部的高度重视。为了守护好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围头村很快成立了全国首支村级保护海
上野生动物志愿队。

注重生态环境，坚持绿色发展，这也是围头村
近年来打造碧海银滩美好家园的一项准则。

据了解，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村庄建设，
围头村建立了“智慧渔村服务与治理网格化平台”，
采取“一中心、两片区、六大网格、八十八个互助站”
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形成了覆盖全村的“抓点、连
线、成面”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格局。

开展全村污水管网和垃圾处理站等工程建设，
完善村庄人居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同时，创新环卫
保洁机制，采取专职环保人员加志愿者服务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村庄保洁。结合各类节庆活动举办“美
丽海洋，美丽围头我们在行动”等农村环境整治主
题活动，激发“党干群”参与热情，呼吁引导广大村
民共同行动起来，共同开展垃圾分类、污水整治和
厕所革命，改善村庄环境，保护海洋环境。

开展“水通、路通、沟通、卫生厕、屋外刷白、屋
内整洁、庭院美化、人畜分离、旧房拆除、垃圾池建
设”等专项行动，村级道路开展全天候保洁，定期开
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注重宣传引导，通过围江学
校、村党代会、广播、党员小喇叭和六大网格微信群
等渠道进行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宣传教育，营造绿
色发展氛围，按照村民“门前三包”内容开展一年一
度的“星级卫生红旗户”评选，调动全体村民参与的
积极性。

截至 2020年 6月，围头村共投入 8000多万元
用于“绿色渔村、蓝色海湾、白色沙滩”的生态环境
建设，完成了6500米海岸线生态修复，完成公厕改
造 12座，厕所改造 350多户，改水 270多户，改厨
320多户，改圈80多户，污水处理工程已完成88%，
村内绿化率达40%。

讲好身边红色故事 围头精神美

依托独特自然资源 围头产业美

注重生态绿色发展 围头环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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