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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魁）昨日，“学习贯彻
二十大精神 助力乡村振兴”平和县书法作
品展在漳州市平和县博物馆启幕，现场共
展出近百幅书法作品。平和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李真表示：“此次作品展，旨在引
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基因，也
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唱响时代主旋律，展
现新面貌、新作为。”

当天上午在展览现场举办了简朴
而隆重的开幕式，平和县人民政府党组
成员、副县长吴映红出席并致辞；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厦门日报书画院院长
叶韶霖向平和县博物馆捐赠了一幅八
尺书法大作。随后，作为开幕式的配套
活动之一，主办方还邀请叶韶霖举行了
书法鉴赏讲座。

据悉，本次书画展是平和县以文化
推动乡村振兴的系列活动之一，展出的
书画作品均由平和本土书法家、书法爱
好者，以及多位与平和有着渊源和深厚
情感的书法名家创作。作品内容包括党
的二十大报告金句以及体现平和风土人
情、文化底蕴的诗文，篆隶楷行草五体俱
全，有碑学的雄浑，亦有帖学的典雅，集
中展现了平和县的书法艺术水平。

据介绍，平和不仅是蜜柚之乡、白芽
奇兰之乡，还是闽粤赣边区革命老区，有
着红色文化的基因与传承，同时还有着
明代大儒王阳明奏请立县、现代知名作
家林语堂故里等历史积淀。近年来，平
和县以全域旅游为发展方向，深入发掘
本土文化内涵，以文化浸润乡土、赋能乡
村振兴，成效初显。

本次书画展由平和县委宣传部、县
文联、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坂仔镇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福建平和旅游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平和县书法家协会、平和县博
物馆承办，展览将持续至11月15日。

翰墨颂赞新时代 文化助力乡村兴
漳州平和县举办“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助力乡村振兴”书法展

四季旅游主题活动

平和县文体旅局近年来着力
打造，春天蜜柚花开时节启动“柚
见花开·心归平和”赏柚花主题旅
游季活动，邀约游客来平和欣赏漫
山蜜柚花开、香沁心脾的特色景
观；夏季发起“醉美茶缘·香约平
和”白芽奇兰之旅主题旅游季活
动；秋季则有“蜜柚采摘游”、冬季
还有“文化观光游”。可以泡温泉、
品奇兰、读林语堂、登灵通山、游三
平寺……一年四季皆有不一样的
体验，感受不一样的美丽。

平和林语堂故居

位于坂仔镇宝南村，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是林语堂的出生地和
童年居所。2005 年依原貌修整，
2007年又兴建了林语堂文学馆，馆
名由季羡林题写，建筑风格融汇中
西，内部分四部分展示了林语堂的
一生历程和文学成就。

三平风景区

位于平和县文峰镇，以千年古
刹三平寺为中心，这里古代与现代
文化相融合，自然与人文景观相映
衬，是闽南旅游朝圣的胜地和闽台
文化中三平祖师信仰的发源地，也
是红三团与红九团胜利会师地，建
有红军三平会师纪念馆。2004年被
定为第六批省级风景名胜区，2005
年被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高峰谷景区

位于平和霞寨镇，是国家3A级
景区，群山环抱千亩茶园，景区以

“幽、险、奇、秀”为特点，集茶文化
体验、生态休闲、养生度假、观光旅
游为一体。景区入选全国优选旅
游项目名录，并荣获全国三十座最
美茶园之一、全国百条红色茶乡旅
游精品路线之一、福建省“十三五”
旅游重点项目、福建省避暑清凉福
地、福建省养生旅游休闲基地、福
建森林康养基地等。

灵通风景区

位于平和县大溪镇，号称“闽
南第一山”。以中生代火山岩峰丛
地质地貌和峡谷景观为特色，奇峰
怪石、悬崖幽谷、瀑布清泉等自然
景观奇特秀美，古刹名寺、摩崖石
刻等人文景观丰富多彩。最著名
的三大景观为天然大佛头像、千米
飞瀑和被称为“中国南方悬空寺”
的灵通寺。2012年经国务院批准
为第八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19年由国家林草局命名为“国家
地质公园”。

南胜窑址

南胜窑址分布在平和全县，主
要代表包括南胜花仔楼窑、田坑
窑，五寨大垅窑、二垅窑、洞口陂沟
窑、田中央窑等六处。2006年被定
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2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组成部分纳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南胜窑址
（洞口陂沟窑）被国家文物局确定
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首批
申遗遗产点。2022年列入第二批
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文脉串起茶柚香
平和积极发掘本土文化底蕴走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今年上半年，平和县文化体育和旅
游局印发了《平和县创建福建省全域生
态旅游示范县工作方案》和相关任务清
单，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工作。“平和有着
丰富的文旅资源、独特的农业优势,近年
来文旅产业的兴起对于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有着相当重
要的意义。”平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吴映
红表示。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也是乡村振兴
的内在动力，平和构建西坑乡村振兴综
合教育实践基地、打造坂仔省级乡村振
兴重点特色镇，背后都有文化、文旅赋能
的身影。而在发掘文化文旅资源的道路
上，平和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平和县积极申报第二批省级考古遗
址公园，今年5月平和南胜窑考古遗址公
园被列入第二批福建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立项名单。”平和县文体旅局介绍。这也

意味着平和正在整理挖掘海丝文化的脉
络。此外，平和还在推进庄上大楼、绳武
楼、陈氏家庙、崇福堂、前山胡氏家祠等土
楼宗祠建筑的修缮维保，保留传承平和乡
土文化，也为文旅发展积聚更多势能。

据介绍，以乡土文化为依托，平和近
年来重点打造“行旅世界·心归平和”品牌
形象已然深入人心，得到了广泛认可。在
此基础上，平和县文体旅局、福建平和旅
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携手，对平和现有的
旅游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一系列开
发运营、宣传推广，有效助推了平和全域
旅游的发展。如“柚见花开·心归平和”
2022年赏柚花主题旅游季、“醉美茶缘·
香约平和”白芽奇兰主题旅游季活动等，
也都收效显著。据悉，平和旅投近期针对
本地的居民还策划了“平和人游平和”活
动，希望推动更多平和人在游览中了解本
地优秀文化，夯实全域旅游的民众基础。

近年来，坂仔镇以创建国家4A级景
区为目标，以打造省级乡村振兴重点特色
镇为主线，积极打造了七个乡村振兴示范
村，各显其美、生态宜居、百姓富裕、乡里
和谐，共同展现了一条具有坂仔特色的乡
村振兴之路。

“除了主打红色文化的西坑，还有主
打温泉度假的民主村、语堂文化名片的
宝南村、北斗七星土楼群的东风村、商贸
物流特色电商的心田村、现代农业休闲
观光的仁山村、森林公园生态文化的山
边村，七个村庄按照不同侧重点投入建
设。”坂仔镇党委副书记吴炎清介绍说。

在打造七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基础

上，坂仔镇还着力培育三条特色线路、两
大示范片区，例如，“民主—宝南—东风”
特色线路将林语堂文化博览园、林语堂
故居、北斗七星土楼群“串点连线”，打
造“语堂特色文化、温泉康养文化、土楼
风情浓郁”示范线；“红色研学+文旅+康
养”示范片区则以西坑为核心，将石起
山附近的五个村、峨嵋山附近的三个村
连成一片，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生态好
的特点，连点成面。如此，以平和特有
的红色文化、乡土文化和语堂文化为脉
络，串起现代农业、旅游业、商贸物流和
新农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整镇推
进”。

昨日下午，十余位参展书法家、书法爱好者
来到坂仔镇西坑村，参观被誉为平和党史学习教
育“网红打卡点”的西坑党校，并进行了学习交流
和书法笔会。“勇毅前行”“春华秋实”“新时代的
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
出来的。”……书法家们现场挥毫，为西坑党校留
下多幅书法作品。

西坑位于平和县坂仔镇西北，是著名的老区
村、山区村。西坑党校经过多次升级之后，已经
成为汇聚坂仔红色记忆的“中共党史教育展览
馆”，展示坂仔镇作为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中
共漳州中心县委、闽南特委机关所在地的革命历
史。党校自2019年9月份以来，共接待500多批
次、四万余名党员干部参观学习，所开设的课程
广受学员欢迎。书法家们站在这里回望历史、展
望未来，并留下具有精神力量的书法作品，无疑
有着特别的意义。

干净整洁的道路，郁郁葱葱的山林果木，错
落排布的农舍民居，质朴大气的党建学院……依
托于对红色文化的挖掘，这里也发展成为一处集
教育培训、主题党日、红色旅游、党史学习等功能
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综合教育实践基地，展现出一
幅产业兴、村民富、生态美的乡村画卷。据悉，作
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西坑村已然探索出“红
色教育基地+乡村旅游运营企业+村委会+合作
农户”的乡村产业振兴“西坑模式”。

提起平和，许多人想到的是蜜
柚，近年来，依托以蜜柚和白芽奇
兰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平和特色旅
游产业发展初现规模，在此基础
上，平和县注重发掘本土文化资
源，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昨日，在平和县博物馆启动的“学
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助力乡村振
兴”平和县书法作品展和在坂仔镇
西坑村举行的书法笔会就是其中
的一幕。

书法作品赠老区
“红色文化”缔造西坑模式

农文旅研融合发展
坂仔“整镇推进”乡村振兴

深挖文化底蕴
平和文旅发展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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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上大楼庄上大楼》》 陈俊杰陈俊杰 摄影摄影

▲▲作品展旨在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品展旨在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江毅张江毅 摄摄））

文/本报记者 王飞颖 蔡魁

书法笔会现场书法笔会现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江毅张江毅 摄摄））

《《禅寺印象禅寺印象》》陈俊杰陈俊杰 摄摄

《《林语堂故居林语堂故居》》 刘永明刘永明 摄摄

《《名山古寺名山古寺》》 曾炎山曾炎山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