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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港区南埔镇惠屿村——

抓住新时代机遇 从“最穷孤岛”到“最美渔村”

扫码观看专题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
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惠屿，坐落在泉州最北端，是泉州唯一
的海岛行政村。21年前，惠屿村是人均年收
入仅2450元的泉州市倒数第一村。21年的
谋变之路，惠屿村抓住新时代的机遇，乘着
党和政府扶贫开发政策的春风，从粗放捕
捞到精细耕海，从简单索取到和谐共生，从
单一产业到多元发展……如今，惠屿村人
均年收入近 10 万元，逆袭为泉港第一村。
惠屿村的变迁，是这个海岛渔村谋求幸福
发展的奋斗史，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跨越山
海、引领时代的生动篇章。□融媒体记者
张晓明/文 陈小阳/图（除署名外）

扶贫春风唤醒沉睡孤岛

泉州市最贫困、落后的一个渔村，这
是早年烙在惠屿身上的印记。

时间回拨到2003年以前，孤岛渔村的
经济滞后、民生困顿，不仅没有水和电，连交
通、通信都不便利。每晚8点半，发电机暂停
轰鸣，整个岛屿就陷入黑暗中。几十年来，岛
上的人生活贫苦，岛外的人也不愿意来。

“可以说就是穷得什么都没有，因为穷，
没人愿意嫁到岛上。”51岁的惠屿村党支部
书记肖清林是土生土长的“岛民”，回首当
年，他感慨道，老一辈传统思维是“靠海吃
海”，20世纪80年代以前，下海捕鱼每个月
能挣到两三百元，而当时外出打工每个月基
本工资才二十几元。日子一眼就望到头，孩
子不用读书长大后跟着出海就行。可是好景
不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渔业资源逐渐
衰减，村里人想外出打工不仅没文化连普通
话也说不好，只能继续守着孤岛。

在惠屿人迷茫困惑之时，国家“扶贫
开发”政策如春风吹来，一个个扶贫项目
在惠屿落地生根。2003年，作为泉州市重
点扶贫项目的跨海供电工程竣工，惠屿岛
结束了不通电的历史，实现24小时不间

断供电；2009年，政府投入上千万元实施
跨海供水工程，岛民喝上了干净的自来
水；2010年，“泉港号”钢制渡轮通航，解
决了岛民的出行难题；2015年，村里通上
了有线电视；2019年，惠屿岛新码头和游
客服务中心建成……随之而来的，还有村
卫生所、公厕、生态污水处理厂、垃圾中转
站等，民生工程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惠屿岛
落后的面貌，岛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

诚信民风铺就致富道路

穷怕了，村民的“思变”种子也发芽破土。
在许多交通不便的村落，“要致富先修

路”是开启财富大门的朴素办法。但对于惠
屿岛，无路可修，唯有变革。改变的路径始于
2003年，作为当时的村干部，肖清林清晰地
记得，那一年村民代表和村“两委”班子去霞
浦等地考察学习，回来后开了一场村两委会
便决定：“必须做好海的文章，发展养殖。”

要发展养殖，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短缺，
村干部便去镇上找农信社寻求信贷支持，
由村委会担保。肖清林回忆说，在村民集体
大会上，村“两委”对村民们说：“我们穷得
一无所有，连亲戚也借不到钱，但是银行
肯。所以从今以后，银行就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哪怕砸锅卖铁，也要到期还钱！”

当天，大家一致通过“养殖户用房产做
抵押，贷款必须用于养殖，如果恶意赖账就
卖房偿还”等条款。抱团发展，互相担保，村
民们义无反顾地走上摆脱“靠天”吃饭的转

型路。很快，第一笔26万元贷款批下来，为
惠屿转型发展注入活水。从最早的90亩牡
蛎开始，村民们很快就赚到第一桶金。其
间，南埔信用社从未上岛收过钱，每到还款
日，岛民们总会亲自过海送钱还贷。

3年后，良好的信用吸引了农行的光
临，把每户的信贷额从三五千元提到了三
五万元。2011年，农商行给出力度更大的
金融授信，直接带动升级了高端海产养殖
业。21年来，惠屿人以“一分不欠、一日不
迟”的完美信用记录让这个偏远海岛成了
远近闻名的“金牌信用岛”。

海岛渔民过上美好生活

盛夏的海边，海风习习，涛声阵阵。在
惠屿村海上养殖升级改造示范区，黄蓝相
间、整齐壮观的新型渔排与碧海蓝天、飘
扬的红旗共同组成一道渔旅相宜的海上
田园风光。

52岁的肖良森正在自己的渔排上忙
碌。眼下正好是下牡蛎苗的好时节，一年一
茬的牡蛎，从分苗到挂苗，每一步都需要依
赖人工，操作并不轻松，但肖良森从不喊累。

肖良森的祖辈都生活在惠屿，几代人
以海为生。从小看着父亲出海，这位渔民
的孩子自然也走上了这条路。不同的是，
这条养家糊口的路越走越宽了。自从转型
养殖业，这几年，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
了，从牡蛎、海带到鲍鱼，肖良森的养殖业
也越做越大，一年有二十几万元的收入。

事实上，像肖良森这样的养殖户，在惠
屿村随处可见。闲不住的惠屿人，时刻都想
着让自己富起来。如今的惠屿岛，三四层的
楼房鳞次栉比。在这里，农业是有奔头的产
业，农民是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了安居
乐业的美丽家园，耕海牧鱼就是“铁饭碗”！

“海上养殖让大家的口袋鼓了起来，全
村共发展海带养殖近 1万亩、鲍鱼养殖
5000多口、海参养殖1200多口、牡蛎养殖
800多亩，整个村产值达3亿元。2023年，村
民的人均年收入增长到约9.3万元，从泉港
倒数第一逆袭为第一村，更是入选了全国和
美海岛，获评全国最美渔村、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和福建省乡村振兴
示范村等荣誉称号。”肖清林自豪地说。

勾勒海洋经济的新画卷

近年来，韵味十足的闽南海岛风情吸
引了远近游客。把握好时机，渔民们端起
了“旅游碗”。

惠屿客运公司经理肖锦斌被人们称
为“船长”，2艘船，每天18次轮渡，迎来送
往。肖锦斌曾是岛上最早试吃“旅游饭”的
一批人。随着游客渐多，2018年，肖锦斌
在自家房子里开起民宿。“一共6个房间，
家人自己打理，夏季游客多，高峰期每个
月有近万元收入，冬天就长租给鲍鱼养殖
工人。”他笑着说。

开发旅游，惠屿人其实酝酿已久。2019
年，村里请来专业机构，开启新一轮规划，以

“美丽海岛生态旅游示范村”为目标，以生态
保护为前提，“多规合一”打造“海岛、共享、
友好”的乡村慢生活品牌。2020年，惠屿村
以集体企业惠屿岛渔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主
体，投资5300多万元对周边海域的养殖网
箱进行升级改造，成为泉州市最大的现代化
新型塑胶网箱养殖示范基地，改造好后村集
体年收入预计可增加200万元。

在惠屿南部的大澳沙滩上，黄沙细腻柔
软，与蓝天碧海“撞”出鲜明的对比色。曾经，
这里是废弃养殖设施、渔船乱堆放的荒滩。

“近3年，我们共获得4000万元项目资
金，用于大澳沙滩修复整治、全岛绿化景观
提升二期工程。”肖清林说，近年来，“岛上惠
屿”和“海上惠屿”构成了这个生态休闲渔村
独特的旅游资源，生态游、文化游、研学游等
新兴旅游模式在海岛上逐步兴起，形成了可
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目前，惠屿岛年吸引
游客20多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近2000万
元，每年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0多万元。

“小海岛也有大梦想，关于惠屿岛的未
来，蓝图已经擘画——未来将充分利用海
岛资源，振兴产业发
展，让‘民房变民宿、
岛民变职员、资源变
资产’，开辟惠屿岛独
有的乡村振兴道路。”
肖清林充满信心，在
共美共富共享的振兴
路上，惠屿岛将走向
更好的明天。

▶▶惠屿岛惠屿岛
渔民转型养殖渔民转型养殖
业 致 富业 致 富（（惠 屿惠 屿
村供图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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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杜婉琼 通讯员赖良德）26日下午，由
鲤城区鲤中街道联合泉州承天寺共同开展的“逐梦远航·情
满鲤中”金秋助学活动暨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承天寺举办。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鲤中街道辖区部分困难学子发
放助学金。据了解，此次共资助146名学子，发放助学金13.9
万元，其中本科生、大专生37人，一次性资助2000元；高中
生、中专生21人，一次性资助1000元；初中生、小学生88
人，一次性资助500元。

“希望受到资助的学生能圆满完成学业，成为社会有用
之才，并接过爱心棒，做爱心的传递者，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社会公益等社会实践活动，努力做到奉献爱心、回报社会、回
报家乡。”承天寺方丈向愿法师告诉记者，助学活动不仅是为
了延续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希望通过传承和弘扬助人为乐
的传统美德，引导更多人参与其中。

“这份助学金，对于我们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来
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激励与鼓舞。”
就读于集美大学的陈同学表示，她将努力学习，不断进
步，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奋斗，为建设美好社会贡献
自己的力量。“我也会在今后的生活中积极传递爱心，帮
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据悉，由鲤城区鲤中街道、泉州承天寺主办的金秋助
学活动已连续举办13年，截至目前，累计资助金额达170
余万元，为1700多名经济暂时困难、品学兼优的学子送
去爱心，帮助他们延续学业。

暖心助学13年
1700名学子受益

琴声不绝 道尽刺桐之声

黄宝辉的工作室内收藏着大量
古琴实物图谱和理论文献。翻开一页
页文书记录，他向记者介绍起泉州古
琴的历史。

泉州古琴起源于唐五代，南宋时
期，皇族入居泉州带来宫廷文化，七
弦古琴得以普及。元、明、清时期，泉
州涌现出大批弹琴、斫琴、论琴的名
家。其中，明代孔希岛以抚琴、斫琴为
业，其位于南安九日山的墓碑是历史
上少有的琴者之墓；李贽著有《琴
赋》，提出了著名的“琴者心也”思想。
清代泉州有斫琴师许宗鸣，并出现了
以李光塽（shuǎnɡ）为代表的“安溪琴
派”，其所著《兰田馆琴谱》详细记录
了古琴的形制、徽位、装弦法、调弦
法、漆灰的配方以及琴谱等内容。

泉州有不少古琴流传保存至今，
如明代的松石间趣琴，是弘一法师生
前用过的古琴，现藏于泉州开元寺；
明代的清磬琴，由泉州民间收藏家收
藏，其琴身刻有温陵黄传扶题的琴
铭，刘理顺诗句及“曾在周筱屏处”印

章；清代的泉州府学古琴，是府文庙
举行祭祀大典时所用礼乐器，龙池内
刻有“福建泉州府学官用”等字样。

遇见古琴 坚守斫琴匠音

黄宝辉与古琴的不解之缘要从幼
时说起。1991年，黄宝辉出生于一个
木匠家庭，家中世代以制作家具、工艺
品为生。由于技艺精湛，早些年间，经
常有江浙一带的人家找上门，委托他
父亲帮忙赶制琴坯。别具一格的琴坯
造型，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学时期，他第一次听到古琴演
奏的声音，立刻被其浑厚苍古的音色所
吸引。2009年，他开始学习古琴演奏。
2013年，他正式拜入浙派琴家黄德
源先生门下，深造古琴演奏技艺。

大学时，黄宝辉考取了泉州师范
学院美术专业，在精进专业及琴艺的
同时，对斫琴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
克服对漆料的过敏反应，开始学习漆
艺制作方法。当时斫琴技艺相对缺
失，他在泉州、福州、台湾、温州、杭州
等地遍访名师，博采众长。为了支撑
起长期学琴、制琴的花费，大学期间，

他做兼职，做家教；大学毕业后，在开
工作室的同时，在多所中小学兼课。

一刨一凿 百道工序斫制

在黄宝辉看来，泉州在古琴制作
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本地生长的
杉木，纹理顺直，不易开裂变形，声音稳
定，是古琴制作的上乘之选。髹（xiū）漆
通常采用传统的大漆工艺，而泉州温
暖潮湿的气候，则为大漆的阴干提供
了绝佳条件。

“古法斫琴工艺十分复杂，斫一
床古琴往往要花两年时间。”他介绍，
古琴斫制流程包括选材、造型、配底
板、挖槽腹、合琴、裱麻布、刮灰胎、打
磨、髹漆、装足、上弦等 100 多道工
序。如此烦琐的工序极其考验耐心，
非静心者不能成。

挖槽腹是斫制古琴的核心工序，
很大程度决定了古琴的音色品质。为
求达到自己想要的音韵效果，他不厌
其烦地上弦试音、挖槽修正，有时一
个下午就要反复试上数十次。

髹漆必须一遍又一遍地上漆、阴
干、打磨，工序更为烦琐。“第一遍漆

上完后，要放一两个月等晾干，然后
再上漆再晾干，如此反复百来遍。”他
说，单单髹漆这一道工序就要耗费一
年半的时间，遇上低温或阴雨天气，
时间就更长了。

传承创新 推广古琴文化

古法斫琴，每一床古琴皆蕴含着
独一无二的灵魂与温度。研斫古琴11
年，黄宝辉已经斫制出不少古琴，其
中十之八九仿自古代名琴，但在传统
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在琴面设计
上，他巧妙融入漆画技艺，结合漆料
材质特性及书法、国画等艺术元素，
使古琴的纹理、颜色更加多变，赋予
了古琴更多的审美意趣。

近年来，为了传承及推广古琴文
化，他广泛搜集古琴图谱与典籍，翻
阅府志、县志史料，整理泉州古琴历
史，汇编《刺桐琴韵》，并积极为古琴
制作技艺申遗。同时，他设立培训班，
与学校共建教育基地，推动古琴文化
进校园。开展古琴公益活动，通过古
琴文化体验、古琴制作技艺展示等方
式，引领更多人走进古琴的世界。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陈静芳 通讯员傅萍萍）
日前，洛江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洛江区自然资源局、泉州湾
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发展中心、洛江区法院等部门在洛江
区图书馆举办“构建绿色家园，共建美丽中国”全国生态日
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各部门代表向“我与鸟儿的故事”征文、绘
画大赛获奖者颁奖，鼓励中小学生用写作和绘画的形式，
主动参与感知、发现、探索自然环境活动，树立保护生态
环境和动植物理念。

当日，检察干警向现场中小学生发放破坏环境资源保
护犯罪类案例汇编、
环境保护法宣传图
册、重点保护动物图
册等材料，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普及珍贵、
濒危动植物保护法律
常识，引导学生做生
态环境保护的参与
者、宣传者、践行者。

检方联手部门
宣传生态保护

青年斫琴师潜心钻研制作技艺、推广古琴文化——

匠心坚守 传承千年古音
古琴，是汉民族最早的弹弦乐

器，承载着 3000 多年的文化积淀。
其制作过程，又称“斫琴”，向来以
工艺繁复、耗时漫长、选材严苛著
称。青年斫琴师黄宝辉多年来潜心
钻研古琴制作，同时不遗余力地推
广古琴文化。近日，“古琴制作技艺
（泉州）”被录入第七批泉州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融媒
体记者 张晓玲 实习生 林艳艳
文/图（除署名外）

古琴制作需要古琴制作需要100100多道工序多道工序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黄宝辉致力推广古琴文化黄宝辉致力推广古琴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