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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仙都镇的乡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和
谐秀美的田园风光图。笔直的柏油村道干净且
平整地延展在乡间，小巧精致的公园开阔洁净，
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民居错落有致地
镶嵌于如画的绿水青山之间，生机盎然的三角
梅在风中热烈绽放，与古朴典雅的白墙黛瓦民
居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

生态廊道傍依身旁，清澈的溪水潺潺流
淌。以往，河道垃圾堆积、淤泥堵塞，当前借助
人工与机械清淤，水系得以畅通无阻，景观也华
丽升级。这不仅是生态治理的成果，更是乡村
颜值与气质共同提升的生动见证，一幅生态宜
居的田园诗画跃然眼前。

全民总动员破解农村人居治理顽疾。在仙都镇，村干部带
着干，村民也跟着一起干，一场以“清脏、治乱”为核心的整治行
动正持续升温。通过广泛发动村民参与，整治成效逐渐显现。
清理村巷道杂物、积存垃圾、清除沟渠淤泥…… 一系列扎实有
力的举措，正促使村庄环境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场始于房前屋后的环境革命，如今已演变为全县推进的
生态振兴实践。当传统村落遇上现代治理智慧，华安正在书写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样本。

如今，乡村颜值与气质并重，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双赢，一
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承载得住乡愁”的美丽图景正在仙都镇
徐徐铺展。

（王玉林 陈涌泉 刘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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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华安县，漫山茶园碧波涌动，空气中飘散着铁观
音特有的兰花香。这座拥有“中国名茶之乡”“全国重点产
茶县”“全国特色产茶县”“中国茶业十大转型升级示范县”
等诸多荣誉的山城，茶叶种植面积达10.5万亩，年加工毛茶
2.49万吨，全产业链年综合产值40亿元。

日前，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公布 2025年农业产业融
合发展项目名单，福建省乌龙茶产业集群入选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项目立项名单，华安是创建区之一。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华安的茶产业仍面临着传统
工艺效率不高、年轻消费群体流失等挑战。当前，一场
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茶产业变革正悄然兴起。

在华安县九鱼茶叶有限公司新建的厂房内，500米
长的全自动乌龙茶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茶青经过不落
地传输，在自主研发的颗粒乌龙茶加工设备中完成摇
青、杀青、揉捻等工序，每个环节的温度、湿度数据实时
显示在电子屏上。

“传统制茶全凭老师傅的手感，同一批茶青可能做
出不同品质的茶叶。”九鱼茶叶负责人谢杰全站在生产
线旁，手指轻点触控屏调出生产日志，“这套设备能标准
化复刻老师傅的手艺，产能最高达6万斤，但我们主动控
制在3万斤，确保品质稳定。”

去年10月，为适应市场对可溯源茶叶和新茶饮行业
对标准化原料的需求，九鱼茶叶投资近3000万元建设茶
叶初制现代化工厂。“现 在奶茶头部品牌企业要求每批
茶叶农残检测、加工参数可追溯，传统小作坊很难达到

如此严苛的要求。”为此，谢杰全向设备厂商提供传统工
艺数据模型，以优化机械结构，并与集美大学科研团队
合作，攻克智能控制系统。如今，仅一条生产线每天就
可生产5至6吨茶叶。

目前，该企业已带动周边千亩茶园转型，茶农只需
提供合格茶青，后续加工、销售风险由企业承担。“过去
茶农凌晨4点就要起来摇青，现在交完茶青就能回家，彻
底告别了‘卖茶难’焦虑。”谢杰全说。

距九鱼茶叶15公里外的龙赞茶业车间，则呈现出另
一番景象。茶青送入杀青机后经热风循环系统将茶香
收束在仓内，但摊青、摇青环节仍由老师傅手工完成。

“这是传统与科技的平衡。”福建省龙赞茶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蒋林森说。

在此模式下，企业日产能峰值从1000多斤提升至最
高 1.7万斤，人力成本降低 30%。蒋林森认为，要传承老
师傅的手艺，但不能被效率拖垮。因此，在关键的摊青、
摇青环节，企业仍使用竹制摇青筛，由资深茶师把控茶
叶碰撞的力度与频率。

“‘90后’‘00后’更偏爱奶茶和果茶，铁观音的销量
在过去十年里大幅下降。”蒋林森坦言，企业如今采取

“两条腿走路”策略：粗制茶供应新式茶饮品牌作为原
料，高端茶则瞄准收藏市场，创新推出炭焙茶和小包装
伴手礼。

为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华安县还引进华安砚茶
春茶商旅创业园项目。项目一期于 1月开工，现已进入
主体施工阶段，预计今年 12月建成投产。建成后，将引
进3条具备自动化、智能化、清洁化等行业领先功能的茶
叶精加工生产线，预计产能可达5000吨/年，进一步提升
当地茶叶的加工能力和品质水平。

加快茶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是破解产业瓶颈的关
键。近年来，华安已有 17家茶企完成改造提升，今年全
县新式茶饮供应量将突破1.5万吨。华安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李文强表示，将以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为契机，
持续推动生态茶园改造提升和茶企自动化转型，为做强
茶产业注入新动能。

（李妙珠 陈 蕾 黄建和）

华安：绿叶里的“新质密码”

明媚初夏，走进依山傍水的华丰镇大燕村，
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村庄道路干净整洁，临溪栈
道上绿意盎然，恬淡和谐的田园气息扑面而至。

这得益于近年来大燕村在人居环境整治上
下足功夫。2016年开始，大燕村将人居环境整
治纳入村规民约，及时曝光破坏环境的行为；聘
请保洁队伍每日对村庄主干道进行清扫，常态
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眼见村里的人居环境越来越好，慢慢地村
民的意识也就跟上了。”大燕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黄明辉说，村里的美丽庭院越来越多，
随着休闲公园、临溪栈道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村民的幸福感倍增。

陆上乡村悄然蝶变，水面整治双管齐下。
前不久，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局共同推介的
一批“醉美闽南水乡”村落名单出炉，大燕村榜
上有名。去年，温水溪（大燕村段）竹筏漂流项
目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不少游客竞相“打卡”。

依托着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优美的自然环
境，让大燕村成功“出圈”。黄明辉介绍，近段时
间以来，大燕村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
整治攻坚月行动，不仅持续开展村庄人居环境
整治，更是花大气力在水面治理。

连日来，在温水溪大燕段拦水堰改造提升工
程现场，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紧张施工。该项
目主要包含拦水堰改造、固滨笼护岸建设等。建
成后将优化水流动态，改善区域水环境，有效稳
固河岸生态，进一步提升河岸景观实用性。

与此同时，大燕村溪坂竹筏码头项目也同
步建设中。该项目依托拦水堰水面购置竹筏，
打造“鱼鳞坝”等亲水景观，不断提升河道水环
境，增加游客体验感。

随着全县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整治攻

坚月行动展开，华丰镇已然掀起活动热潮，各村
居纷纷行动，精准发力，推动乡村焕新颜，全力
打造生态优美、整洁有序的幸福家园。

罗溪村位于华丰镇南部，全村共有 13个村
民小组 2829 人，村民种植的东魁杨梅颇有名
气，华安乡村振兴华丰产业园也落户于此。

“村民的生活富裕了，可不能让环境卫生拖
了后腿！”大家有这样的共识。近年来，罗溪村
多次在县里组织开展的人居环境整治评比中获
得较好成绩，这与村里聚焦长效管理，推动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成为常态化、制度化，形成人人有
责、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息息相关。

去年，罗溪村全村道路“白改黑”工程施工完
毕，进一步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及生活品质。
村里“趁热打铁”，号召全村党员、村“两委”干部等
一批人带头示范，率先整治自家庭院。房前屋后
的闲置地被巧妙打造小花园、小菜地，主干道两侧
的商户，成了集销售、展览于一体的奇石庭院。

卫生死角、陈年垃圾得到清理；专人对垃圾投
放点进行巡逻，劝导村民文明投放，规范投放；对
危旧破损房、旱厕、禽畜圈、违章搭盖等建筑进行
全面拆除……一项项用“心”做，一点点在改变，罗
溪村在变美，变得更加宜居。 （李小星 黄建和）

华丰镇：清洁家园 扮靓人居

九鱼茶叶全自动乌龙茶生产线九鱼茶叶全自动乌龙茶生产线

仙都镇动员志愿者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仙都镇动员志愿者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大燕村不断提升河道水环境大燕村不断提升河道水环境

华安县作为福建省乡村振兴重点县，近年来以"农村人居环境"破题，通过全民共治机制激活乡村治理末梢神经，让"美丽乡村"
建设从盆景式示范向全域化风景蜕变，以“全民共治、全域提升”为路径，推动乡村从“局部美”迈向“全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