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女精神’就是大海的精神，也是福建
精神的代表。”

“它的实质是包容、爱和自由。”
“‘惠女精神’为诗歌创作提供宝贵文化

资源。”
……
以诗为媒启新篇，“惠女精神”永相传。在

“新时代惠女精神的诗歌书写”座谈会上，名
家诗人齐聚一堂，畅谈眼中的“惠女精神”。

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王山表示，“惠女精神”是一种本土
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草根文化，是在历
史、现实紧密相关的土壤里诞生的，有着强大
的生命力，非常值得在新时代继续继承和发
扬光大。

福建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汤养宗认为，“惠女精神”是中国一张很有意
义的伟大文化名片，惠安女的形象非常美，无
私、勤劳、坚韧、坚贞，今后将创作出更多有关

“惠女精神”的诗。
著名诗人熊焱则表示，“惠女精神”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那种
拼搏不息、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精神值得
弘扬、传承。

活动现场，大家对“惠女精神”赞誉连连，
纷纷表示要将诗作融入传统、加以延伸，真正
对“惠女精神”、对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境
界有所发现、有所挖掘、有所提升。

九州诗友聚惠安，“惠女精神”续华章。
接下来，惠安还将开展“惠女精神·传承有
我”系列活动、“英雄古城·崇武有约”系列
活动、惠安女服饰设计大赛、“我为惠安写
首诗”主题征文大赛、“最美海岸 风情惠
安”推介活动、“惠女秀风采 匠心承非遗”
旅游线路推广、“行走惠安 邂逅惠女”主题
活动、“传承闽台非遗 展现惠女风情”海峡
两岸非遗项目体验周、“世纪惠安女”系列
主题展、《惠女精神的时代传承》学术研讨
汇编等十大系列活动，以诗为魂、以文为
脉，进一步传承弘扬“惠女精神”，促进惠女
文化永续传承，让“中国诗歌之乡”惠安品
牌熠熠生辉。 （惠宣）

传承弘扬“惠女精神”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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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共建的安溪铁观音茶科技小院
获评“全国科技小院典型工作案例”、组
建农业遗产保护专家服务团队、发布安
溪县茶树种质资源阶段性成果、发布安
溪茶园碳中和研究成果……5月茶季忙，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不负“茶香”，喜
结累累硕果。

频频落子的背后，是安溪县与福建农
林大学校地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发展的一
个缩影。自2011年合作办学以来，校地双
方携手，紧紧把握住每一个攀撑向上的机
会，在升级进化之路上画好“同心圆”。学
校生源数从最初的339人上升到目前的
4638人；专业从以茶学系为主，扩展到数
字经济、电子科学与技术、大数据管理与
应用等系列专业，并形成“本硕博”完整人
才培养体系；产学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成立“三茶”统筹发展研究院、“三茶”统筹
宣讲团，围绕茶产业链关键技术开展协同
创新，达成多个揭榜挂帅项目并合作攻
关；从始建茶学院，到新增数字经济学院，
到升格为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再到校
地共同谋划创建光电产业学院，促进安溪
校区与当地茶产业、藤铁家居工艺、光电、
信息技术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共赢发
展，校地合作硕果累累，步履不停……

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
校区崛起彰显“安溪速度”

时光拨回到2009年6月。彼时，作为
“全国产茶第一县”的安溪，茶业是最大
的民生支柱产业。为推动茶产业永续发
展，2009年 6月，县委、县政府提出创建
一所茶专业院校的构想并进行全面论
证。2010年，划拨1200亩土地作为茶学
院建设用地；出台《安溪茶学院捐资兴学
奖励办法》；发动社会各界、海内外安溪
华侨华人、乡贤等慷慨解囊，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为茶学院建设集腋成裘，聚沙
成塔……安溪举全县之力，全力做好要素
保障，推动茶学院落户。

2011年6月，县政府成功与福建农林
大学签订《关于合作创办安溪茶学院的框

架协议》。
2013年秋季，安溪茶学院首批2012

级学生正式入驻安溪校区学习，从签订协
议开工到正式招生入驻仅用短短20个月
时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为了推动校区
建设，县委、县政府组建‘六组一班’，立体
作战，超常规运作，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
风雨交加，只要符合施工要求，工作组都
坚持保质保量保速度推进校区建设，确保
如期开学，令人动容。”谈到校区从无到有
的历程，作为校地合作的亲历者、参与者、
见证者，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管委会主
任、安溪茶学院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黄
成茂由衷感慨。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这背后是校地
共情共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安溪速度”的
生动写照。

扬帆再启新程。2023年，安溪县立足
实际，投入1.67亿元启动安溪校区扩容工
程项目，全面提升学院办学水平。自项目
开工以来，县委书记吴毓舟、县长刘永强
等主要领导多次带队到现场调研、召开座
谈会，与校方协调解决项目推进问题，有
力有序保障项目建设。

“该项目新建学生宿舍楼3幢、教学
楼2幢，新增学生床位2500个，教室座位
5000个，预计于今年8月交付使用，届时
校区规模将达到7000人。”福建农林大学
安溪校区管委会主任、安溪茶学院（数字
经济学院）院长郭玉琼介绍，安溪校区还
同时启动400亩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建设
茶树种质资源圃。

“学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十多载峥
嵘岁月，足见安溪‘速度’。”这是郭玉琼对
校区发展的评价。她表示，背靠安溪县委
县政府和福建农林大学两棵大树，福建农
林大学安溪校区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办
学成果，都迎来质的飞跃。今后，该校区将
不断深化内涵建设，提升服务地方发展水
平，打造高端产学研平台，努力写好高校
服务地方发展大文章。

产业引领 本硕博贯通
校地合作渐成“新范式”

如何克服校地合作中的“水土不服”？
这就需要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办

学格局，充分释放办学体系的内生活力和
发展动能。安溪县和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
区同时把目标瞄向了“产业”，深耕“人才
链”赋能“产业链”，促进产城、产才的“双
向奔赴”。

“一开始学院设置了3个本科专业4
个方向，分别对接茶产业链5个关键领域
人才需求，为安溪茶产业发展培养了一批
高端管理、科研人才。”在郭玉琼看来，福
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的落地，强化了安溪
茶产业的智力支撑，实现了“农学优势”和

“安溪茶叶”的成功嫁接。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栖。“学在安

溪、留在安溪，才成就了今天的我！”福建
农林大学安溪校区茶学院首届毕业生刘
云云讲述了自己从进入安溪校区学习，到
成长为安溪一家龙头茶企优秀品质管理
者的亲身经历。

“安溪是全国茶叶主产区之一，茶文
化底蕴深厚，喜欢茶学专业当然首选安溪
茶学院。”刘云云坦言，留在安溪与其说是
专业对口，不如说是看中安溪茶产业的发
展前景。

事实上，刘云云的成长经历只是安溪
县与福建农林大学积极探索实践扎根县
域办学，携手各方共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为安溪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缩
影。自2012年办学以来，该学校累计为社
会各界输送近3900名优秀人才，其中在
泉州占比达到15%，这一大批优秀的专业
人才满足了不少茶企的人才需求。

“茶学院培养了高素质的茶人，不仅
工作‘上手快’，而且对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有想法，企业的人才库因茶学院不断充
实。”福建安溪八马茶业总工程师林荣溪
表示。

产业迅猛发展，学科层出不穷，叩问
未来办学蓝图，如何做好两者的完美衔
接，让校地合作更趋精细？

2023年，在办学十周年的重要节点
上，福建农林大学与县委、县政府经过深入
沟通、多方论证，决定在安溪茶学院的基础
上组建数字经济学院。同年5月8日，福建
农林大学与县政府合作共建的福建农林大
学安溪校区、安溪茶学院、数字经济学院正
式揭牌，标志着双方合作办学站在新的发
展起点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共同揭开校
地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数字经济学院设有数字经济、网络
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本科专业，紧
扣产业发展需求，全方位加强在科技创
新、产业发展、人才培育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为安溪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智力
支撑。”郭玉琼介绍。

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
近年来，安溪县光电产业也强势崛起，汇
聚了晶安光电、天电光电、中科生物等一
批国内有影响力的行业龙头企业。校地双
方决定加快推进创建光电产业学院，投入
2000多万元支持建设光电与网络工程实
验室，为促进学院与安溪乃至泉州光电信
息、大数据等新业态的深度融合提供硬件
条件支撑。

专业学科的广度和深度花开并蒂，安
溪校区如一轮旭日冉冉升起。“学院设置
茶学、技术经济与管理、农业管理、电子信
息等4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及茶学二级学
科博士点，实现‘本硕博’贯通，为安溪产
业发展培养高端人才。”郭玉琼说，安溪人
在自己家门口，实现“从幼儿园到博士阶
段”的全覆盖教育，并为当地产业发展贡
献智慧力量已然成为现实。

战略机遇多重叠加，发展态势春意盎
然。与此同时，学校创新产教融合形式，新
增科技特派员协助建设“安溪铁观音茶学
社”等专家智库；组织专家教授进企业，为
其出谋划策解难题；实施“产业人才培训”
工程，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大专班等各类培
训班……

重磅引才 招贤选能
点燃办学“新引擎”

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实现校地共赢
的关键是人才。近年来，安溪县与福建农
林大学安溪校区紧紧牵住人才这个发展
核心要素的“牛鼻子”，实施系列人才政
策，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实现人才强校。

“捧出一颗真心，留下一串脚印。”这
是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教师时卫平最
深的感受。时卫平来自江苏，是中国人民
大学的博士生，2023年 11月来到该校。

“归属感来自省市县叠加的引才政策。”时
卫平坦言，安溪提供了住房补贴以及高校
博士生的各项补贴，吸引力十足。此外，安
溪山好水好，学校学术力量雄厚，是他安

家落户又一原因。
近年来，在省、市出台的人才政策基

础上，安溪县调优扩容惠才措施，集成优
化和迭代升级原有人才政策。“除了有工
作、住房、生活等方面保障外，完善叠加配
套奖励、固定津贴、子女入学等政策，学校
成了高层次人才的聚集‘洼地’。”黄成茂
对安溪的人才政策了然于心。

“硬核”人才政策，激活了一池春水。
在安溪县人才政策的强大助力下，福建
农林大学安溪校区办学以来，累计吸引
全国各地高校48名教师奔赴而来，其中
博士生就有27名，更让不少老师举家迁
到安溪。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台籍老师徐淑媚就是其中之一。

“好的子女入学政策是我来安溪的动力因
素。安溪非常重视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
引才聚才，出台专项政策支持安溪校区人
才队伍建设，按照目前的政策，安溪校区
正式教职工的子女可按个人意愿选择在
全县范围内的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就读。”县委人才办专门出台的《安溪
县鼓励和支持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
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让徐淑
媚极具幸福感，“2020年，我们毫不犹豫
从台湾举家搬迁到安溪，这里让我们全家
工作顺心、生活舒心。”

“除了选优配强高素质教师队伍，福
建农林大学也全力支持两地师资共建共
享，开通通勤车往返福州安溪两地，推动
优质资源流向安溪。”郭玉琼介绍，通过搭
建更高更好平台、提升福利待遇等，聘任
本土产业专业人才做“高校产业教授”，强
强联合，更有助于补齐教育链短板、支撑
产业链升级。

稻花香里话共赢。“安溪要全方位推
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具有茶乡特色的
现代化中等城市，出路在发展、在转型、在
创新，关键靠人才。”县委书记吴毓舟、县
长刘永强表示，在这场高校与地方的“双
向奔赴”中，在福建农林大学高度重视下，
安溪将持续举全县之力，助推安溪校区提
优办学水平，围绕安溪县域经济发展，不
断探索办学模式，培养与产业发展相适应
的高素质领军人才，与茶乡安溪高质量发
展融合共生、校城共赢，画好“同心圆”。

（吴梅珍）

安溪与福建农林大学携手打造校地合作新标

学科跟着产业走 专业围着需求转

以诗为媒启新篇“惠女精神”续华章
——2024年惠女文化节暨惠安诗会名家名刊惠安行采风活动综述

“悠悠惠女，如玉清泉，德音孔
宣，兰蕙猗妍……”6 月 13 日下
午，在惠女文化节活动现场，随着
音乐响起，设计成诗歌卷轴的主
舞台背景缓缓打开，吟唱着歌赋
的惠女们从卷轴里款款走来，在
诗歌之中穿梭，向来宾朋友们展
现诗歌里的惠安，画面清新隽永、
歌赋动人心弦。

活动现场，福建“三大渔女”惠
安女、蟳埔女、湄洲女首次齐聚惠
安，同台朗诵长篇诗歌《海的女儿》
（节选）；情景剧《百年风华》展现了

惠安女服饰伴随惠安女一生的重
要场景；《笠境繁花》惠女服饰秀以
3大主题、56位模特，带领大家探
寻惠女服饰的前世今生；压轴节目
《最美的你》则是一首“惠女精神”
新时代赞歌，唱出惠安女巾帼不让
须眉的英姿飒爽。

此外，活动现场配套展示惠安
女服饰和惠安民俗文化相关内容，
包括“世纪惠安女”主题艺术作品
展、“著名诗人写惠安”作品展、惠
女服饰岁月长廊、银腰链/惠女服
饰配饰展示区、“缀仔”百花墙、民

俗展示墙和文创展示等，并同步展
示蟳埔女、湄洲女服饰和习俗。舞
台上、展区前、人群中，亮点纷呈的
现场活动让人目不暇接。

当天，惠安还荣获“惠女精神”
诗歌、文学双料创作实践地。同时，
中国诗歌学会宣布正式启动“我为
惠安写首诗”全国征文大赛，来自
全国各地的诗人与诗歌爱好者，将
以诗歌为桥梁，连接过去与未来，
让“惠女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
璀璨的光芒，共同书写惠安的美丽
与精彩。

反响热烈“惠女文化”活了

一 城 三 山 半
面海，卷有山海诗
有情。6 月 13 日至
15 日，60 多位名家
诗人齐聚“中国诗
歌 之 乡 ”—— 惠
安，参加 2024 年惠
女 文 化 节 暨 惠 安
诗 会 名 家 名 刊 惠
安行采风活动。他
们以诗为媒、以笔
为舟、以情为帆，
共同书写“惠安文
化”动人诗篇，掀
起 一 场 文 化 兴 城
新风尚，为惠安提
升文化软实力、核
心 竞 争 力 注 入 澎
湃动力。

以诗为媒，共叙雅韵。
“场场有非遗，处处是惠女，句句说惠安，堪称一

场文化饕餮盛宴。”近日，惠安这场为期3天的“笠境
浪歌 诗语惠安”主题采风活动，吸引了来自北京、安
徽、云南、河北、江西等地60多位名家诗人前往参加，
其中不乏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在无匠堂艺术馆、雕艺文创园，名家诗人无不惊
叹于惠雕的精美绝伦与工匠们的“巧夺天工”；在千年
古刹净峰寺，探寻弘一大师足迹，品味净峰寺深厚的
文化底蕴；在小岞特色展馆，感受原生态的渔耕惠女
文化历史；在小岞惠女林场，倾听“沙滩变绿洲”的先
进事迹，为爱拼敢赢、勤劳勇敢的惠安女点赞；在崇武
古城内，访古迹、寻历史、品海丝，沉浸式感受惠安浓
郁淳朴的海洋文化、屯兵文化、渔家文化；在惠女风情
园，名家诗人纷纷跃跃欲试，亲身体验惠安女服饰，饶
有兴致地合影留念……

“惠安在我的心中已经很久了，终于得此一游，发现
惠安不仅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更是我们文化的沃土。”

“惠安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美好的，山好、海好、人
更好。”

“惠安多元丰厚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有很多的
亮点，值得我们的作家、诗人前来走走看看，书写、传
播‘惠女精神’。”

期间，名家诗人纷纷被奇而不俗、艳而有韵的惠
女文化，半城青山、半城碧海的惠安风光以及百转千
回、韵味独特的惠安故事所折服，也频频点赞“中国诗
歌之乡”——惠安。

“惠安诗会的举办，为我们搭建了一个交流思
想、碰撞灵感的平台，让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作家
能够在此共享文学之美，共谋文学发展之未来。此次
活动不仅是对惠女文化的传承和探索，是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深情致敬，更是对惠安乃至中国
东南沿海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提升。”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家非遗领导小组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白庚胜对采风活动盛赞不已。

大咖云集“诗歌之乡”火了

诗人身着惠安女服饰诗人身着惠安女服饰，，打卡惠女风情园打卡惠女风情园。（。（惠宣惠宣 供图供图）） ““新时代惠女精神的诗歌书写新时代惠女精神的诗歌书写””座谈会座谈会（（庄秀萍庄秀萍 摄摄））

20242024年惠女文化节暨惠安诗会名家名刊惠安行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年惠女文化节暨惠安诗会名家名刊惠安行采风活动启动仪式 （（惠宣惠宣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