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晋江滨海旅游，素有“赶海妙境，醉鲜湖尾”美誉的英林镇
湖尾村，绝对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滨海风光旖旎，人文底蕴深厚，
是闽南文化传统村落和滨海体验旅游胜地。

捡海螺、挖贝壳、抓螃蟹、摸鱼……来到湖尾村，游客可在赶小海
滩涂牧场上抓鱼、抓螃蟹、挖贝壳等，深度体验原始的渔民劳作方
式。上岸后，游客还可以体验套圈圈、泡泡水枪大战、摸泥鳅等活动。

你以为湖尾村的旅游项目仅限于此吗？其实，除了滨海旅游
区域，陆域核心区也颇具特色。

湖尾滨海古村落保存着老湖尾人割舍不掉的记忆。这里有着71
幢有代表性的古建筑，分布集中、类型丰富，是湖尾村传统风貌集中区
域，融合了闽南特色的侨乡文化、宗族文化、宗教文化、渔村文化。

“我们立足资源禀赋，深挖村庄现有的古民居、滨海、侨文化资
源，全力打造‘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点’。”湖尾村党支部书记苏文宣
介绍，借乡村旅游发展契机，湖尾村改造老旧农房、闽南古民居，融
合滨海滩涂风光，建设20个“微景观”，带动“休闲农业观光”“乡村
旅游”业态发展，成功入选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随着湖尾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今年，湖尾村还引
进专业运作团队，对活动内容进行提升。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

“晋江赶海1号”项目试营业，日均游客达到3000人次。
在晋江乡村，闽南文化、华侨文化、滨海文化等多元文化相互

交融、相映生辉。如何更好地将这些特色呈现于世人？晋江通过
打造精品旅游项目，坚持保护与利用并举，策划休闲旅游精品线
路，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个、省级乡村旅游村9个、省级金牌
旅游村2个。其中，充分挖掘新塘街道梧林社区闽南文化、华侨文
化资源，将梧林传统村落项目打造成为近年来大受市民欢迎的国
家3A级旅游景区。

晋江的“美丽”蜕变之路，可以追溯到 2017年。当年，在著名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的指导下，晋江首次尝试开展“双微
创”(乡村微景观、都市微菜园的创意竞赛)，探索采用“微改造”方
式来开展乡村建设。

之后，晋江进一步延伸，逐渐形成了以“微景观、微菜园、微庭
院、微森林、微墙绘”为主要内容，以“大学生夏令营、国庆建造营、
校园双微创意营、大树微景观工作营、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营”为
主要平台、以大学生农业农村创业创新为抓手的“五微五营双创”
活动体系，一大批原生态、乡土味、有创意的做法不断推出，为乡村
建设带来了新思路、释放出大能量。

一点一滴汇聚大力量，一砖一瓦造就新气象。如今，随着乡村
“五个美丽”建设掀起新热潮，一个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不断破茧而出，一幅幅生活安逸、环境优美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
开；户户皆是景、村村留乡愁也将成为晋江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生动
注脚。

本报记者 沈茜 秦越 文图

乡村蝶变，向美而
行。这是晋江在传承弘
扬“晋江经验”、统筹城
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发
展的道路上，锲而不舍
的追求。

从“一个人”到“全
村人”，从“一处美”到

“处处美”，这几年，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
居宜业美丽新农村，晋
江始终步履坚定，铿锵
前行。

今年以来，晋江以
开展美丽乡村庭院、美
丽乡村微景观、美丽乡
村小公园（小广场）、美
丽田园、美丽乡村休闲
旅游点“五个美丽”建设
活动为抓手，打造小而
实、小而精、小而优的乡
村美景，由点及面、带动
辐射，持续提升村民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今年以来，晋江已
完成建设 523 个美丽乡
村庭院、249个美丽乡村
微景观、16 个美丽乡村
小公园、2片美丽田园、1
个美丽休闲乡村。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在灵源街道曾林社区的不
少居民家中，古诗词中的美景都被搬进了现实生活。房前屋后干净
卫生、室内窗明几净、庭院鲜花绽放，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起步闻香，
人居环境舒适怡人。

你瞧，在70岁老人吴金章家门口的庭院里，就有这样一处别样风
景：藤蔓丝瓜绕藤而上，一旁菜地里的葱、地瓜叶长得郁郁葱葱，三角
梅也开得正艳。

记者见到吴金章时，他正拎着水壶，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庭院里忙
碌着。直到菜地的土壤都“喝饱”后，他才心满意足地坐下休息，惬意
地点上了一根烟。

“每天傍晚忙活完，闻着泥土清香，看着满院子的绿意，抽上一根
烟，心情舒畅极了！”吴金章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自从有了这个
庭院，忙是忙了点，倒也乐在其中。”

要知道，2019年以前，这里曾是一片堆满杂物和废弃用品的闲置
地。

之后的一次活动，让这片庭院脱胎换骨，也彻底点亮了吴金章的
晚年生活。2019年暑期，曾林社区举办了“乡村微庭院”绿化造景竞
赛活动，逐一入户号召居民报名参与，社区申请了市级相关建设补
助，并邀请大学生帮忙创作设计，共有8户居民参与了社区首次微庭
院创建。

通过创建活动，曾林社区整治了一批居民庭院内的乱搭乱盖，美
化了居民的房前屋后，在扮靓社区环境的同时，也鼓舞动员了更多的
居民主动参与到社区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时任曾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吴丽秀也是这次活动的受益者。她家
侧门边上有个宽敞的空地，曾经也被乱搭乱盖，圈养鸡鸭，臭气熏天，
和周边的小洋楼建筑显得格格不入。

借由此次微庭院的建设，这个庭院摇身一变，成了周边居民
每天来休闲的场所。坐在小石凳上，徐徐微风夹杂着各种
果香味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果树上挂着的梨子、
橘子、香蕉让人垂涎欲滴，一旁的菜地也随着周期
种着花菜、包菜、葱……这是菜园、果园，更是一
个人人可来观赏、休闲的美丽庭院。

去年晋江村级组织换届，吴丽秀从村
党支部书记一职离任，开始了退休生
活，也因此有了更多时间来打理庭院。

除草、浇水、施肥，每天下午，村
民总能看到吴丽秀在庭院里忙得不
亦乐乎。她说，如此宜居的环境，让
她的退休生活更加充实、满足。

曾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吴国洲
介绍，曾林社区位于风光秀美的
灵源山麓，现仅有 1000余名人
口。这个以“人少、村秀、别墅
美”著称的“美丽社区”，一直以
来都十分重视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打造美丽庭院，“一院一景”

“一户一韵”，社区随处可见鸟语
花香，绿树青草，既提升了社区的

“颜值”，也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庭院是乡村的“细胞”，是千家

万户的生活缩影。晋江抓紧“庭院”
这个乡村小“细胞”，做好美丽宜居大
文章。2020年开始，晋江市农业农村
局连续三年联合晋江市妇联开展“美丽
庭院”评选活动，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以点
带面、示范引领、整体提升，让“小家美”带动

“大家美”。

建于唐开元年间，迄今有千年历史，有千年古迹青莲寺、明代贡
井，曾有20多名地下革命工作者，是老革命许集美的家乡，是台湾弦
管祖师爷许逊瑞的故里，有年近百岁的剪纸艺人许书调……

安海新店村，一个流淌着红色血液的宝藏乡村，是如何被越来越
多人所熟知，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网红村”的？近几年来，新店村利
用微景观建设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先后打造了14个微景观，并在
市镇两级微景观创建竞赛中，5次摘得桂冠，吸引了很多兄弟村庄组
团来参观学习。这个有着光辉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村落，渐渐被人
们揭开神秘面纱。

来到新店，传统古朴、精致美观的文化小景观，恰如其分地嵌在
这片涌动着红色基因的土地上，落入每个游客的眼帘。户牖园、安忆
园、红憩园、春夜喜雨园……沿途走过，每一帧优雅的画面，让人不由
得放慢脚步，驻足观赏。

这些微景观的用地，原是东家一分苗地，西家一厘菜地，或是村
民房前荒地、屋后旱厕，又或是路旁倒塌的旧宅。

新店村党总支书记许文宝告诉记者，近几年，新店为改变原先
脏、乱、差的人居环境，掀起了一场针对荒废古厝的整治和改造热
潮。村委会利用“借地协议书”“鸣谢状”“金点子奖”“零星拆除法”等
创新做法，成功拆除了不少“古董鸡舍”，将旱厕、猪舍、鸡窝等脏乱点
一一整治，将整治出的地块进行微景观创建或绿化，使全村的人居环
境焕然一新。

为了消除前期村民土地方面的顾虑，新店村创新思路，在全市首
创和村民签订“借地协议书”。后来，大伙儿看到环境大大改善，都表
示“不用签”，甚至还有村民主动找到村里想要供地。

村里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柴砖银行”。村里鼓励村民将自家
已经不用的水磨石、瓦片、石条、瓦缸等老物件贡献出来，存到“柴
砖银行”里，为后续微景观建设和维护提供物料支撑，减少村财支
出。新店村还设置“金点子奖”，鼓励村民参与微景观设计。

这些创新举措，让每一处微景观，都“与村民有关”。村民
有了更强烈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主动让地的例子比比皆是。

村里老人许自素家旁边原是多个旱厕, 他一开始不同意让
地，后来看到其他地方的环境改善，除了提供地块，还带头捐款
6500元用作道路硬化，并从自家接出水管，定期给花草浇水；尤
香菇阿婆的老宅荒废许久，她同意利用一块做微景观，现在建成
了户牖园；还有村民捐出市场价值数十万元的地，用于微景观建
设，受到村里不少人称赞……

“目前，村中14个微景观都是向村民借地的。很多村民从最初的
不理解、抗拒，到看到乡村变化后，主动支持和参与村庄建设。”新店

村党支部副书记许自荣表示，共同维护环境，共建美丽乡村，成了
村民统一的共识和自觉的行为。

98岁的老人许书调，从 2017年村里第一
个微景观建成开始，就闲不下来了，自发当起

“护花使者”。即使腿脚不便，许书调也坚
持给微景观灌溉、除草。此前，乡村微

景观建设需要用到他家的土地，他更
是说服家人，主动借地用于建设。

在他的带动下，村里许多老人也
纷纷加入了这项公益事业。

得益于微景观，新店村
凝聚了合力，引来了人气，
村里积极探索乡村文化旅
游新模式，将村里的非遗
文化提线木偶、剪纸艺
术，红色文化、农耕文化
及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整
合展示于大众。14 处
“微景观”打卡点，也带
动了周边村集体店面升
值，村集体每年增收 15
万元以上。

无独有偶。东石镇
潘山村通过打造佛雕手
工艺品展示长廊和中小学
生游学教育基地，带动该村

手工艺者每年增收 5万元以
上。将乡村传统技艺融入“微

景观”，打造文创特色品牌，已
成为晋江带动农村集体增收

项目新模式。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每一个人共同的生活
愿景。

在紫帽镇，有一个浓荫蔽空、果树繁茂，恍如世外桃源的村落，
如北斗七星般散布着7个自然村，从天上俯瞰就像北斗七星。当地
人戏称，这是个“七星宝盒”。

傍晚，夕阳西下，今年 64岁的李先生在村口处水果摊前，和几
位年纪相仿的村民聊得不亦乐乎。

李先生是泉州人，住在紫星村附近，两三个月前才开始来这里
摆摊卖点西瓜、李子等水果。没多久，他就和附近村民相当熟络了。

“我很喜欢这里。说实话，水果赚不了多少钱，但我就是爱来这
儿，和朋友聊聊天！”老李说，每每他在树下乘凉时，看向紫星，入眼
皆是青山绿水，呼吸的都是清新空气，周边道路干净整洁，别提心里
有多舒坦了！

老李身后，就是村里的一处面积约一百多亩的田园风光——生
态溪公园，沿溪两侧种植着多种观赏性植物和果树，随着季节更替
而出现周期性的变化，是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驻紫星村第一书记李少峰告诉记者，这条生
态溪经过前几年的整治，宽度从一米多拓展到五六米，旁

边种植了何首乌、草莓、丝瓜等果蔬，策划了采摘项
目。目前，紫星村已经引进一家文创工作室，

与台湾农学专家共同探索发展田园农业、
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等特色农
业。

然而，仅仅在几年前，紫星村还
是一个经济薄弱、发展缓慢的村
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紫星
人饱尝了交通不便带来的痛苦。

穷思变，变则通。2012年，
紫星村开启了蜕变。

“保护好绿水青山，我们才
能拥有金山银山。”带着这样的
信念，紫星村委会决定实行优先
保护再改造提升的思路，利用自
身“有山、有水、有田园风光、有
生态、有历史、有名人、有传说”的

优势，再造新紫星。
紫星村以“七星宝盒”为旅游主

题，打造“德福园－茂榕盘石·晋江树王
候选”“天禄园－官帽石·感受奇石”“颐

寿园－农耕文化馆·体验传统农耕活动”“千
禧园－三对情侣树奇观·体验中国传统许愿文

化”“丰财园－百年名木古树·感受生态”“醉美园－
生态溪·欣赏田园风光”“追梦园－开闽王氏家庙·考察中国

传统地理文化”七个公园作为旅游品牌，并提炼为福、禄、寿、喜、财、
美、梦七大事物，运用白堀后、古楼自然村两个革命基点村的革命历
史，开发红色旅游。

通过全方位的发展，如今的紫星村，既保住了绿水青山，又为
“绿水青山”生态价值转变为“金山银山”经济价值寻找到一条现实
路径。这里步步有景，游客只要走上一圈，就可以感受这里的田园
风光、百年古树群及公园景观，真正实现出门即公园。

紫星村党总支书记王诗智表示，村庄通过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人居环境整治活动，让居民不仅成为青山绿水的守护者，更成为宜
居环境的受益者。

不搞大拆大建，保留乡村风貌，坚持从“微”处着力，是晋江近年
来提升乡村品质过程中坚持的基本原则。晋江依托原有的生态基
底和乡土景观，策划河道、庭院、村口、公厕、大树、池塘、老宅、村道、
田园、广场等十个系列的“微景观”建设，累计治理村内水塘635座、
清理残垣断壁931处，整治裸房2262栋，建设157个生态公园，打造
277个“绿盈乡村”、1个“绿盈乡镇”，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品
质生活。

面朝绿油油的千亩良田，背靠郁郁葱葱的永光山，自然风光美如画
卷，在磁灶镇洋宅村，这样的乡村美景已成为现实。

眼下，是玉米生长的季节。蓝天白云下，田间地头披上一片新绿，
玉米正在茁壮生长，迎风而立。走在洋宅村田园观光休闲道上，除了身
旁潺潺流淌的九十九溪支流，放眼望去，四周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让
人仿佛身处大自然的怀抱。

洋宅村党总支书记李荣海告诉记者，这片绿海般的农田，早在前些
年，还是块荒芜之地。后来，村里将这片土地统一流转，由种粮大户承包
经营，如今这连片农田，形成了村里一道靓丽的生态景观。

“这里早已成为厝边们茶余饭后的休闲所在。”洋宅村民老李笑着
说，这片田园风光可是洋宅独有的。每当夜幕降临时，田间观光休闲道
上的景观灯便亮起。置身其间，身旁蛙虫鸣叫，不远处，村里家家户户
亮起的灯光有如星火点点，别有一番景致。

近年来，洋宅村注重依托自身丰富的农地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型现代
农业，既美化了村容村貌又提高了村民的收入。同时针对小洋楼多的特
点，重新进行高起点村庄规划，同步实施村庄整治，走出了一条“生态宜
居”的美丽乡村建设路子。通过土地流转，引进有种植经验的专业公司进
行农业种植，从而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

德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洪维乐深耕农业已有10多年，一直
在深沪、龙湖、金井三地种植蔬菜。2020年4月，洪维乐扩大种植规模，
承包了洋宅村557亩连片种植基地，种植玉米、地瓜、白萝卜等农作物。

“这里地好、人好、政策好，之前干旱时期，我们因为有九十九溪，没
有受到太大影响。”洪维乐说，市农业部门、镇政府大力扶持，相关政策

“组合拳”让他吃下定心丸。如今，他在洋宅村的发展越来越好。
“我们积极推进晋江市农田标准化建设，前期已整治农田200多亩，

稳步推动形成洋宅村‘千亩良田’计划，既保障洋宅村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又能符合田园风光的特点。”李荣海表示，前期村集体通过人居环境
整治系列工作的开展，建设了一条 2.5公里依附农田的田园景观步道，
不仅优化了周边环境，而且为本村及周边群众增加一良好的健身去处，
使群众的生活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今年，村里还计划继续招商引资，对村里一百多亩的山地进行林分
改造建设，重点以种植水果及种树进行绿化，打造农耕研学、文创农业、
亲子旅游、特色种植等项目，不仅维护生态的平衡，也可为村集体带来
相关效益。

在晋江，还有一处秀美壮观的万亩田园，已成为传承展现晋江农耕
文化新的文旅名片。

九十九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是自然的田园生态系统与典型的闽南
风格村落共存的区域，不仅承担着保护耕地、传承农耕文化的历史责
任，还将起到“城市中央公园”的游憩休闲、生态调节、三产融合发展的
重要功能。

晋江还在全市 11个乡镇 85个村，整合 8万多亩田园，策划建设水
稻、蔬菜、红萝卜等14个田园风光重点片区，重塑乡村魅力、打造田园风
光、传播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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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处处景色新 幸福生活踏歌行

晋江 你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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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前埔许承志最美庭院

磁灶三吴村农耕体验观光公园 英林镇沪厝垵村旧厝群微改造 安海新店微景观

龙湖镇福林村庭院微改造

磁灶镇洋宅村田园风光磁灶镇苏垵村九十九溪两岸景观

英林镇锦江村乡村小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