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美涂岭景独秀
康养小镇客常来

有泉港“生态后花园”之
喻的涂岭镇，古称“桃岭”，早
在商周时代就有古闽越先民
在此繁衍生息，文化古迹众
多，生态资源独特丰富。当
前，该镇依托景观资源、空气
资源、农耕资源、美食资源和
人文资源，深入挖掘长寿文
化、红色文化、森林康养等文
化内涵，将文化元素融入“吃
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着力
培育康养旅游产业，推动文
旅产业跑出“加速度”。

正是枇杷成熟期，在涂岭
镇秀溪村、三青园、绿笛山庄
等枇杷重要产区，累累硕果挂
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甘甜的
芳香。大人小孩们在林下穿梭
着，寻找又大又甜的“枇杷
王”，欢声笑语传出好远。

水果采摘体验是解锁涂
岭镇乡村旅游的一个切入
点，而该镇的朝拜祈福、文化
体验、风光揽胜、美丽乡村游
等旅游项目同样热门。雨后
空气清新，开车行驶在拓宽
改造后的朝阳公路上，很快
抵达天开观音洞。望文生义，
天开观音洞系观音山上一处
天然石洞，仰首端详，惟妙惟
肖。四月山上花木繁盛，步出
古洞，手抚栏杆远眺：泗州水
库、红星水库、菱溪水库、虎
岩寺、湄洲湾隐约可见，鸟雀
清鸣声近在耳畔，让人颇有
心灵感悟。

可以逐个景点游玩，也可
以串点成线，在涂岭沉浸式
游玩一两天。记者了解到，早
在2022年，涂岭镇党委、政府
隆重发布了涂岭四大文旅线
路产品，期待带给游客美好
的综合体验。分别是：以樟脚
村（陈平山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陈平山故居）——涂岭红
色古街（红色涂岭展厅、“火
花”支部展馆、吴敦仁烈士纪
念碑、魁星楼、恒德堂）为主
的红色记忆传承线，让人赓
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以 朝 阳 前 欧（红 星 生 态
园）——蒙古小坝（特色村
寨）——油画樟脚（古民居、
金樟谷）——七彩黄田（漂
流、花田、古驿道）为主的朝
阳秀丽示范线，乡村美、山花
甜，彰显乡村的无穷魅力；以
涂岭红茶非遗体验馆——泗
洲茶场——清濛岭茶场——北
山茶场为主的茶香农韵体验
线，茶香醉人，带人品茶香、
赏农趣；以笔架山寺——观音
山洞寺——云门寺——闽林
始祖——虎岩寺——玉笏朝
天为主的闽南祈福文化线，
集朝圣观光、修身养性于一
体，可以从这里寻迹悠远绵
长的祈福历史。

记者得知，得益于独厚的
森林生态景观资源，以及不
断成熟的“吃住行游购娱”配
套，引领健康生活方式的森
林康养产业也在涂岭壮大成
势。目前，涂岭镇获评全国森
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乡镇、
福建省级森林康养小镇；金
樟谷森林康养基地、红星生
态园森林康养基地和伊思梦
湖森林康养基地先生获评省
级森林康养基地；涂岭富硒
红茶、樟脚豆皮、枇杷膏等一
系列康养产品正逐步得到市
场认可，好评不断；通过举办
猪脚节、红茶节、枇杷节，进
一步打响涂岭区域品牌、振
兴涂岭地方产业，展示涂岭
康养福地风采，带动涂岭康
养产业融合发展。

核心提示

拥山揽海 常来长寿
泉港启动“中国长寿之乡·泉港”福传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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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住宿酒店全部爆满、餐
饮销售额比平时增长近1倍……
3月底，泉港区举办的2024“中国
长寿之乡·泉港”半程马拉松暨高
校校友马拉松系列赛（首发站），
延续了今年以来该区举办的中国
首届惠屿电影岛诗歌电影春晚、
第三届“灯耀泉港·龙腾锦绣”元
宵花灯展等活动的红火，实现了
万人参赛和全区动员，直接将赛
事的流量变成了消费的“能量”和
经济的“增量”。“跑道十分平坦，
雨后的天气很舒适，我全程都在
享受运动的乐趣、欣赏沿途的美
景。”来自厦门的李女士对此次赛
事“人在景中行”的特色给予了很
高评价。

泉港依山傍海，四季如春，山
水秀美，风光旖旎。该区高站位、
大格局拓展空间载体，做好“山水
景城海”一体的文旅经济发展规
划。同时，大力推进文旅融合，以
文促旅，以旅彰文，山和海交相辉
映，诗和远方深度融合，城景共
融、城乡一体、主客共享的文旅格
局基本形成。在文旅方面，基本建
成“一心、两带、三镇、四线”格局
（即：山海泉港文化旅游集散中
心；西部绿色旅游休闲带和东部

蓝色旅游休闲带；“大美涂岭”“智
汇前黄”“海城峰尾”三镇；西部生
态休闲、中部文化休闲、东部滨海
休闲和乡村旅游四条旅游线路）。
现有国家3A级景区1个（红星生
态园），各级文保单位66个（国保
1处，为土坑村古建筑群，省保7
处），国家级特色村13个。著名伴
手特产有涂岭红茶、涂岭桂圆干、
樟脚红茶、惠屿紫菜、惠屿鲍鱼、
福船模型等，名小吃有浮粿、涂岭
卤猪脚、口酥、蚵饼、鳗鱼浮、海蛎
煎、九层糕、麦煎、糖粿等。

都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一场
成功的文旅活动，能够带动游客
沉浸式感受山水景城海，助燃人
们游玩热情，促进文旅经济红火
发展。去年以来，围绕“一镇一主
题、一村一特色”，泉港区开展特
色节庆活动、文旅商融合展演、体
育赛事和镇村特色节庆四大类文
体旅活动超300场。

下阶段，该区将结合“五一”、
中秋、“十一”等假日节点，持续
组织开展文旅推介、专题展览、文
艺快闪、庙会市集、优惠促销等宣
推活动，做到“一季一节一主
题”，持续造浓“中国长寿之乡”

“福传泉港”氛围。

陌上好时节，总是
数春色。迎着春风，乘着
时速350公里的福厦高
铁，来一趟“中国长寿之

乡·泉港”福传游吧。这里，有绿
意葱茏的涂岭山林，有海阔天空的惠屿岛，有满载
历史的千年古刹，有耕海牧渔的峰尾古城，有光影
交织的山腰盐场……这里，还有很多美景美食、烟
火人气，邀请你一起来感受和体验。

为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泉港，近年来，泉港区
持续加大招商力度，策划系列文体旅活动，为文旅
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推进文体旅的融合和文旅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融媒体记者 陈淑华 通讯员
巫永祥 林汶美 庄晓芬 王慧芬

一季一节一主题
文旅商火热融合

时序四月，导演江小鱼在
惠屿岛上体验生活已有100多
天。在此期间外出多趟，每次回
岛他都是归心似箭。“我在岛上
越待越舒服！每天看着海水与
阳光之间的互动变化，感觉特
别的奇妙。”江导毫不吝惜地形
容道，这是“地球上最有诗意而
浪漫的生活”。

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泉州
市唯一海岛行政村，为何如此
吸引人？记者多次上岛访亲探
友游玩，发现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丽、宁静和安全。岛屿形似大
虾，横亘于湄洲湾咽喉要冲，自
古以来被视为“龙虾出海穴”的
宝地。岛上西面山石耸立、林木
茂密，海水碧清，沙滩十分洁净
宽阔，大人小孩嬉闹其间，乐在
其中。岛上东面保持着原生态
的渔家作业生活，有着闽南独
特的淳朴民风。近些年，在各级
政府的帮助支持下，惠屿海岛
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日臻
完善，“邂逅惠屿”“镜天映海”

“福报绵长”“松风水月”“波浪
栈道”等一批景点相继建成，整
体村容村貌由整洁向和美跃
升，游客络绎不绝。

诗歌是高雅的艺术，自古
以来群众基础深厚。为了让惠
屿岛成为更多人的“诗与远
方”，今年春节前夕，诗歌来了！
怀揣“打造电影岛梦想”的江小
鱼导演，在泉港区领导的推介
下，携手港澳台及海内外40多
位知名电影演员、导演、歌手、
诗人进岛，在大澳沙滩上搭设
舞台，面朝大海，开启了一场诗

歌和电影融合、诗情与

热情兼具的渔村春晚。通过共
办这次活动，江小鱼看到了泉
港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局、
南埔镇党委政府等主办单位和
海岛村民的干事热情和执行能
力，感受到国内外电影界同行
对惠屿打造中国电影岛前景的
认同度，圆梦之心更加迫切。

事实上，一直以来，惠屿
岛都有建设岛上惠屿、海上惠
屿、陆上惠屿的“三个惠屿”发
展规划。牵手“中国电影岛”
后，这一构想进一步具象化。
惠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肖清林告诉记者，今后，“岛
上惠屿”将引入电影拍摄、文
学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舞蹈
等业态，招商建设餐饮、住宿、
娱乐等配套项目，打造宜居宜
游宜业的生态旅游渔村；“海
上惠屿”将利用海上养殖产
业，打造集养殖、垂钓、餐饮、
观光入住体验等于一体的现
代化休闲养殖基地；“陆上惠
屿”鼓励村民们成为电影岛股
民，前往陆地置业发展，让海
岛保持适度的开发与保护。

目前，惠屿岛已签约多个
电影拍摄项目，其中短视频剧
和院线电影近期将开拍。“五
一”及今后进岛，游客们很可
能会邂逅在沙滩、礁石、树林
中拍摄电影的演职人员，与他
们共享诗意的海岛生活。

激情马拉松激情马拉松 （（郑华明郑华明 摄摄））涂岭茶园风光好涂岭茶园风光好 （（李集彬李集彬 摄摄）） 惠屿岛全景图惠屿岛全景图 （（南埔镇供图南埔镇供图））

一 颗 枇 杷一 颗 枇 杷
甜美一个乡村甜美一个乡村

（（陈颖聪陈颖聪 摄摄））

邂逅诗歌与电影
和美海岛向精彩

扫一扫，观看
“中国长寿之乡·泉
港”福传游视频

奇峻秀美的涂岭观音山奇峻秀美的涂岭观音山 （（黄彬阳黄彬阳 摄摄））

沙滩沙滩、、渔排渔排、、波浪栈桥……来惠屿岛体验诗意生活吧波浪栈桥……来惠屿岛体验诗意生活吧。。
（（南埔镇供图南埔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