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

▶7 月 15日，靖安县仁首镇团结村村民在田间机收早稻。小暑时节，靖安县

3.5 万亩富硒有机早稻成熟，村民们顶高温、战酷暑抓紧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7 月 9 日，瑞昌市武蛟乡，国网瑞昌市供电公司电力工人正在 10千伏线路

上带电检修作业。眼下，正值盛夏用电高峰期，电力工人顶着高温，对重要供电

线路、变电站进行巡视检修作业，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特约通讯员 魏东升摄

盛夏时节，穿梭于瑞金市的

传统村落，青砖黛瓦的客家古建

筑随处可见，游人或聆听讲解员

讲述古建筑的历史文化，或触摸

岁月沉淀沧桑的古墙，并不时用

手机拍照打卡。

传统村落是文化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保存着珍贵的历史信

息与文化景观，极具文明价值和

传承意义。瑞金市拥有传统村落

10 个，其中国家级传统村落 7 个、

省级传统村落 3 个，分布在壬田、

九堡、叶坪、武阳等 6 个乡镇。连

日来，记者深入瑞金市，探访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的生动实践。

建立常态化管护队伍

7 月 17 日，在瑞金市叶坪镇

洋溪村，村民刘占石穿着红马甲，

穿梭于村里各处老房子之间，认

真检查用水用电安全及卫生清洁

情况。

“每天中午和下午，我都要对

村里的老房子进行巡查，及时排

查安全隐患。”作为传统村落义务

管护员的刘占石告诉记者。

2014 年，洋溪村被列入第三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现有 47 处

古 建 筑 ，7 处 革 命 文 物 旧 址 等 。

近年来，得益于瑞金市传统村落

修缮保护利用及和美乡村建设的

政策支持，该村结合实际，全面修

缮相关建筑，完善生活垃圾清理

和污水治理体系，改善人居环境，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村子比以前美多了，要让这

种美持续下去，必须确保革命文

物旧址和古建筑日常安全得到有

效保障。”洋溪村党总支书记程长

林介绍，洋溪村成立了一支由党员志愿者、村干部等

组成的管护队伍，负责村里古建筑和革命文物旧址

的日常巡查工作。

前不久，刘占石在巡查中，发现该村造币厂旧址

屋顶存在漏水情况，他及时告知洋溪村村委会，在村

委会的协调下，相关部门安排人员进行修缮，消除了

隐患。

在瑞金，有 61 名像刘占石这样的管护员活跃在

传统村落保护巡查一线，用心用情守护历史遗存。

乡贤助力传统村落保护

青砖黛瓦藏岁月，几缕轻烟绕屋梁。记者走进

壬田镇凤岗村八工坵小组的钟首南公祠。2017 年，

凤岗村被列入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单，钟首南公

祠 是 该 村 古 建 筑 之 一 ，始 建 于 1742 年 ，建 筑 面 积

1872 平方米，见证了百年风雨沧桑。瑞金市相关部

门及该村乡贤共同努力，对该建筑进行保护利用，使

其再现往日的辉煌。

上世纪 90年代，受岁月侵蚀，钟首南公祠逐渐破

败。为改变这一状况，凤岗村积极号召在外乡贤助

力钟首南公祠修缮。1993 年，该村在外乡贤钟腾性

率先通过修缮理事会募集 20 余万元资金，拉开了钟

首南公祠修缮的序幕。2016 年，时任八工坵村民小

组长的钟跃平再次号召村民捐款，共筹得 20 余万元

资金，继续推动修缮工作；2021 年，凤岗村钟建章、钟

水林两位乡贤筹集了 50万元资金……通过乡贤不断

接力，钟首南公祠的修缮工作得以圆满完成。

“乡贤助力古建筑修复，一方面能充分凝聚乡贤

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能发动更多群众参与

古 建 筑 修 缮 保 护 ，让 宝 贵 的 历 史 财 富 能 够 代 代 相

传。”凤岗村党总支书记钟益辉说。

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并举

悠悠深巷、古韵依依，乡野风光与九堡镇坝溪村

这个传统村落相映成趣。游客行走在鹅卵石铺成的

小道上，欣赏精致的屋檐雕饰、精美的木构窗花……

坝溪村是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迄今已有 800 多

年历史，有数量众多的祠堂建筑以及古驿道、历史街

巷等。

“我们聘请专业人员，对传统村落内的古建筑进

行细化评估，打造专业工匠队伍、专业保护队伍，对

古建筑进行修缮和保护。围绕古建筑的活化利用，

我们将传统村落与红色文化、观光农业、数字创意等

结合起来，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九堡镇党委书

记曾康华介绍，该镇依托坝溪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及

历史文化遗产，打造“红色主题+教学+体验”乡村旅

游产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

瑞金市通过对传统村落进行活化利用，实现小

乡村向旅游胜地的华丽转变。人气的提升，业态的

发展，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村集体经济强起来。如

今，走进瑞金的传统村落，苏区“红色”、田园“绿色”、

深巷“古色”交相辉映，游客或聆听红色故事，或欣赏

秀丽景色，或品尝浓郁的香茶，静静感受历史的厚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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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果园里干活不仅可以获得收入，还能学到柑橘的种

植管理技术。”7 月 9 日，广昌县千善乡村民谢龙里一边除草

一边笑着对记者说，在家门口就业，还能照顾家里，日子越

过越好。

谢龙里是千善乡现代柑橘产业科技示范园一名员工。

该示范园通过千善乡商会牵线，由广昌县志泰蜜橘种植专

业合作社与村办公司共同投资建成。示范园引进先进的种

植管理技术，实现果园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提高了本

地柑橘产量、品质和市场竞争力。目前，示范园柑橘年产

量可达 30 万公斤，年产值超 100 万元，带动 16 户农户每户

年均增收 6000 余元；辐射全乡 300 余户橘农，每户年均增收

4000 余元。

千善乡商会是广昌小商会做好产业发展大文章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广昌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在推进“万企兴

万村”行动中，充分发挥乡镇商会作用，依托商会地缘、人

才、商缘优势，推动村企结对，拓宽乡村振兴路径。

该县借助乡镇商会商缘优势，通过“以企带农”，探索出

商会协助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赤水镇商会会员谢

远财通过与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应用微生物研究所合作，成

立广昌县远泰食药用菌研究所，带动村办公司扩大林下仿

野生菌类种植基地 1200 亩，为村民提供务工岗位 100 余个，

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 2万元至 3万元。

同时，广昌县还充分发挥乡镇商会经济能人优势，对商

会吸纳的农民企业家、乡村能人、专业大户等乡土人才，采

取选、聘、挂等方式予以使用，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

才支撑。目前，该县已成功吸引 108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

任村办公司名誉董事长。

此外，广昌县还以乡情为纽带，借助商会平台持续开展

“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支持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广

昌籍大学毕业生等回乡领办创办企业、发展特色产业，并定

期举办乡贤座谈会，收集乡贤对家乡产业发展的各类意见建

议，有效推动柑橘、水稻制种、林下种植等产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今年 6 月，广昌县已成立 9 个乡镇商会，这些商会

今年以来已经撬动 2000 多万元的产业发展。据介绍，今年

广昌县将完成全县 11个乡镇商会的组建工作，实现乡镇“小

商会”全覆盖。

9个小商会撬动2000万元大产业
——广昌县借乡镇商会之力推动产业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珍 吕诗俊

多年来，遂川县以一棵古树、一棵茶树名动四方。迎着

夏日的风，记者骑行在五斗江国家湿地公园，目之所及，群

山叠翠，河汊纵横，古木苍翠，垄垄茶树排列成行，仿佛置身

于一幅江南写意的水墨长卷。同行的衙前镇党委书记赖国

琛告诉记者：衙前美景只是遂川县发展全域生态旅游的一

个缩影。

遂川县是全国生态旅游大县、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还

是中国绿色名县、中国生态魅力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近年来，当地不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在生态保

护与利用双赢的探索中展露出勃勃生机。

多措并举让古树名木“老有所依”

在衙前镇流传着“不去衙前看猛楠，游遍遂川也枉然”

的说法。

每逢周末节假日，衙前镇溪口村茶盘洲浓荫如盖的楠

木林里，总有三五成群的游客在林间小径穿行。林中有一

棵栽于宋代的金丝楠木，又称“宋楠”，围径 5.45 米，树高 26
米，树冠覆盖面积 800余平方米。

2019 年，省绿化委员会组织的“江西树王”“十大古树”

评选结果出炉：茶盘洲这棵四五名成年人才能合抱的楠木

获评“楠木王”。当地还有“柏木王”及 9 个树种 14 棵古树获

评各树种“十大古树”，是全省古树名木入选数量最多的县。

遂川县究竟有多少古树？经过近一年的古树名木专项

调查，该县摸清了家底：全县古树名木 1.5 万余棵，其中楠木

古树数量、集中成片分布规模、种群保存完好程度均居全省

前列。

为进一步做好古树保护，县林业局在古树调查成果的

基础上，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全县古树名木数据库，创新

采用大数据保护举措；为全县古树更新挂牌，牌上记录了古

树的名称、树龄、保护级别，并附带二维码。通过手机扫码

即可获知古树更详细的信息。不仅如此，二维码有一个隐

藏功能：备案了每棵古树的定位，一旦古树受到破坏也能很

快找到方位，为古树保护上了“保险”。该县利用推行林长

制的契机加强古树管护措施，千余名生态护林员、公益林护

林员、天保工程护林员与爱树护树的群众组成了一张覆盖

全县的古树保护网。2020 年，该县又对“楠木王”“十大古

树”进行立碑保护。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遂川县就开始营造楠木人工林。

如今，楠木作为当地林业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政府出台补

助政策鼓励楠木造林及苗木繁育，全县每年投入楠木建设

与保护资金 140余万元，楠木人工造林及苗木培育规模不断

扩大，年培育楠木苗 600 多亩，出圃 3600 多万棵，苗木年销

售额达 2880余万元。

“以茶立县”激活绿色发展动能

茶业是遂川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富民产业。为此，

该县确立了“以茶立县”的总体思路，打出系列组合拳，以狗

牯脑茶为代表的茶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2010 年，当地政府对达到一定面积的连片茶园给予奖

补，全县种茶面积以燎原之势扩展，进行多元包装，积极宣

传推广，组织茶企参展参评，连锁店开进“北上广”，走入了

千家万户。

“老仙茶”“玉山茶”“昂掌坪”……遂川县已有 10余家茶

叶企业，但一家一个品牌，质量参差不齐，不利于长远发展

和扩大影响。政府收回了被企业承包的狗牯脑品牌，于

2013 年实现县域内共享，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小、

散、杂、弱”等问题。

近年来，当地充分发挥狗牯脑茶的品牌优势，积极引导

脱贫户发展茶产业。县财政每年投入 3000 万元，用于奖补

茶叶基地建设、市场营销和品牌宣传、企业设备升级和创新

等，全县每年新增种茶面积约 1万亩。通过推广“合作社+基

地+脱贫户”等模式，让脱贫户持续获得股份分红、土地租金、

劳务薪金等多重收益，成为茶叶种植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新江乡横石村的百亩茶园里，茶农们正在锄草、施肥。

“纯有机种植的茶叶有不少老客户预订，网络销售渠道也很

畅通，今年产茶量逾千公斤。”茶园的承包者、脱贫户杜造海

介绍，一路走来，创业并非坦途，但 20万元贴息贷款落袋、县

农技员指导病虫害防治、产业技能培训，让他全面掌握了茶

叶的种、管、采、制技术，一跃成为小有名气的茶叶种植大

户，茶园效益越来越好。

数据显示，该县连续 12年进入中国茶业百强县，目前全

县茶园面积 30 余万亩，茶叶年产量 1.1 万吨，综合产值达

29.28亿元，狗牯脑茶品牌价值达 44.16亿元。

良好生态增进民生福祉

“遂川山清水秀空气好，天蓝景美茶叶香。我身后就是

狗牯脑生态有机茶园，辛勤的茶农正在采摘……”在遍野翠

色的汤湖茶海景区，抖音主播正向镜头前的观众热情推介

狗牯脑茶和当地的山水，提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就是生态。

汤湖茶海景区、草林红圩特色小镇、左安桃源梯田等组成

了遂川“问茶寻春”之旅线路，先后入选“绿色生态之旅”“红

色茶乡之旅”“春季踏青到茶乡——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老茶馆、客家民宿、研学基地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到当地采茶品茶，赏万亩梯田、尝客家美食，寻找记忆中的

乡愁，让当地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左安镇桃源村村民钟传科参加全县组织的电商、抖音

直播带货等免费创业培训后，瞅准商机，利用自家民房开办

了集餐饮、住宿、销售土特产为一体的农家乐，年增收超 5万

元。闲暇时，他通过抖音等平台分享桃源梯田的风土人情，

获点赞无数。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的生态故事
——遂川县探索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之路

李书哲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超然

7 月 13 日，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梅岭漂流景区火爆，

游客乘坐橡皮艇顺流直下，享受漂流的刺激和戏水的乐

趣。连日来，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各地水上游乐项目备

受游客青睐。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