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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时节，伴着阵阵细雨，徜徉“柳城”
柘荣山水间。天福公园石狮子的威严、鸳鸯
草场由绿转黄前的“倩影”、凤洋美丽乡村连
片的黄金糯……城乡清新自然的画风涌入
心间。

近年来，柘荣县坚持“生态立县”不动摇，
立足“小县大城关”的基本格局，东扩南移，不
断拓展中心城区生产生活空间，提升城市品
位。同时，凭借良好的生态，着力打造“海西
药城”和“生态养生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互动共赢的新局面。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老年人宜居城市、
省级园林县城等多张县域金字名片在柳城

“出品”。念好生态经，生态宜居新柘荣正稳
步推进、美丽崛起！

据悉，截至 2015 年底，柘荣县城镇化率
达 60%，县城建成区面积达到 4.5 平方公里，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10.66平方米，建成区排水
管道密度为 14.42 公里/平方公里，污水处理
率 9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5%，城区绿
化覆盖率为42.68%，绿地率38.12%，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 11.51 平方米。2016 年该县宜居环
境建设行动计划项目74个，总投资323307万
元，年度计划投资118973万元。

“晨跑已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家住柘
荣县城的游先生说。每天清晨，游先生都会定
时起床，沿着县城的龙溪、体育场等路段晨跑或
散步，清早小运动，让他一整天都感到精神饱
满。如今，随着天福公园的建成，他又有了一个
全新的去处。

“天福公园东临东狮山，西接中心城区，当
前二期工程已基本完工，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
好去处。”该项目负责人说。公园以人文休闲为
主线，把“道文化”、“水文化”与防洪功能结合起
来，依山而建，总面积近45亩。

从马仙广场驻足观望，“天福公园”几个大
字格外引人注目。层层台阶拾级而上，两边的
21 对形态各异的石狮子格外威严壮观。两湾
相连的太极湖别具一格，五彩石铺就的漫步道
纵横交错，仿古城墙、楠木扶栏、静心池、水善
园、木制小亭子、休闲凳子和错落有致的景观
石、观景台、名家书法石刻等，构成一副美丽的
图画，衬托出浓浓的文化味。

让中心城区“显山、露水、近绿、见景”不断提
升市民生活品质是柘荣的发展方向。近年来，柘
荣县稳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抓“点”、延

“线”、拓“面”，着重开展“三边三节点”整治等工
作，加快中心城区转型升级，改善人居生态环境。

美化环境，从垃圾和污水处理入手。为实
现污水处理常态化发展，柘荣县投资 4000 多万
元建成日处理污水 1 万吨的生活污水处理厂，
各乡镇均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同时，投资 4100
万元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今年，投资 5 亿元的海西天燃气 LNG 管道
柘荣段已完成 90%的工程量；投资 9066 万元的
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全面动工，预计年底主体
落成；投资 6800 万元的六一五路“白改黑”项目
正筹备动工；柳城路“白改黑”等一批市政道路
新建改造的前期工作正加紧推进；柳东桥拓宽
改造续建和福山桥加固等有关工作正全力实
施；计划新建下淀洋公共停车场，规划六一五路
停车带，新增车位 400 余个，解决中心城区停车
难问题；城区仙屿公园三期、西宅山地公园等园
林绿化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龙溪景观提升
工程等稳步推进中……随着中心城区设施配套
建设、生态景观绿化带、道路建设、雨污管网改
造、棚户区改造、污水处理等项目的推进，市民
尽享生态宜居“盛宴”。

20 余米长、高 6 米的紫藤长廊大
气美观，16 亩的观赏荷花池点缀村尾，
鹅卵石铺砌的步道迂回交汇 , 毛竹架
设的桥亭优雅别致，十几栋崭新的房
屋错落有致，宽阔的水泥路直通家门，
后山上的黄金糯梯田金光闪闪……在
英山乡凤洋村，一幅美丽乡村新图景
绽放眼前。

“现在每逢周末都有很多人前来游
玩。”凤洋村主任陈健高兴地说。2014 年
初，凤洋村被县里确定为“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点，村里从拓宽村道开始做起，一
条 500 多米长、6 米宽的大道从村口直达
村里，与 963 县道相连接。同时，在村内

开展了环境综合治理，清淤河道，并砌起
了防洪堤，实施了道路硬化、路边绿化、
安装路灯、统一房屋立面等工程，并建立
了保洁制度，落实保洁工作经费，配备保
洁车辆、保洁人员，使原先遍地垃圾的场
景不见了，刺鼻的臭味闻不到了，村庄变
得新、绿、亮、美。

产业发展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根基。
目前，该村重点开展太子参规范化种植
示范基地及种业创新及良种产业化项
目，建成柘参 2 号良种繁育基地 500 亩，
综合实验室一个；建成药膳兔养项目养
兔基地一个 5亩，每年出栏量 3.5万头；建
成占地 10 亩药用牡丹基地一个；林下经

济种植金线莲、铁皮石斛等30亩。
同样，在英山乡英山村村尾，原先臭

气熏天的垃圾场，已经变身为一座红豆
杉公园。蜿蜒曲折的阶梯，错落有致的
绿地，平整光滑的石桌，一百多株红豆杉
正散发着阵阵清香，吸引了许多游客驻
足观光；东源乡绸岭村已完成村民室外
活动中心（竹林公园）建设，村口整治、村
道绿化和古茶树文化园、防洪堤、机耕路
建设等，成效初显。

这些村庄的美丽蜕变都来源于美
丽乡村建设的实施。2013 年，该县完成
99 个重点村庄规划编制工作，2014 年
将其中 8 个村庄作为首批美丽乡村建
设试点，并印发了《柘荣县美丽乡村建
设手册》，着重推进“五清楚两特色”工
作，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015 年共
开展 10 个美丽乡村整治，围绕串点成
线，连线扩面，重点打造黄柏——前宅
——绸岭——鸳鸯头等 10 公里长的高
山旅游、休闲、养生美丽乡村景观带，推
进蒲洋、岭后、岭边亭、凤洋、宅中、苏家
洋等村庄整治工作，累计实施整治项目
71 个。

今年该县计划打造宅中乡山樟村、
东源乡兰中村、黄柏乡高峰村等 11 个美
丽乡村点（其中 3个是备选村），年度计划
投资 3989 万元。“一村一业”、“一村一
景”，柘荣正昂首向“美丽乡村”挺进。

今年 6月，省政府公布我省第五批省
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柘荣县黄柏乡上
黄柏村榜上有名。

蝴蝶山下有“柏峰”！走进上黄柏村,
古街巷入口处的牌楼坊古色古香，韵味
十足。步入其中，寒泉冽井之水绵绵不
绝，清澈见底；游朴故居纪念馆高耸而
建，威严壮观；投资 150 余万修建的孝德
文化公园，点缀着游氏宗祠，一切显得平
静而自然。

黄柏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
届党委、政府始终把发展特色文化作为
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助推器，充分吸
收运用黄柏近千年的文化积累沉淀，挖
掘、弘扬了独具特色的五种文化：游朴为
代表的历史名人文化、“游氏仙姑”民俗
文化、天星寺为代表的佛教圣地文化、

“兰田暴动”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文化、
小东山为代表的田园休闲文化。

进入下黄柏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中华游氏文化园。耕读亭的鸟声，片石
堂“读书洞”的美妙，竹裹奇石的奇观

……这个于 2009 年开
工建设的廉政文化主
题公园，先后已投入
800 多万元，完成园内
明代摩崖石刻群发掘
整理和路、亭、门楼、广
场、游朴纪念馆等基础
设施建设，逐步发展成
为融对台文化交流、民
俗文化传播、社科知识
普及、廉政文化教育为
一体的综合性公园，每
年吸引万人前来观光。

上黄柏村只是柘
荣县打造历史文化名村的一个缩影。在
2015 年公布的福建省首批古村落名单
中，柘荣县英山乡官安村、东源乡东源
村、黄柏乡蒲洋村等名列其中。官安村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保存较为完整的
明清时代古民居四座，村里章氏宗祠内
还完整保存着清同治六年福宁府正堂所
送牌匾、清同治四年福宁府正堂所送牌

匾等历史文物。英山乡遵循“修旧如初、
还以其真”的原则，已投入20多万元启动
资金，对 2 座危旧古民居进行修复，并打
通了百变叠石、仙人锯板等自然景观通
道，形成了特色乡愁体现之旅，吸引了邻
近地区的游客前来观光摄影。各历史文
化村落正稳步发展，焕发新活力。

九月的东源，百草文化主题公园生机盎然，
吸引无数游人前来驻足观赏；龙溪、金沙溪景观
带整洁美观，成为居民闲暇时光的好去处。

“东源紧紧围绕‘更好利用高速公路建设契
机引领好小城镇建设’发展要求，主动融入‘五
特好柘荣’建设，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打造亮
点，扎实有序推进小城镇建设。”东源乡人大主
席黄宜彩说。沈海高速复线柘荣段的顺利通
车，东源乡区位优势日趋凸显。

作为柘荣县城中心区南扩的重要战略空间
和发展道口经济的重要依托，东源乡承担着柘
荣县城城市活力空间、城市门户空间、城市走廊
要塞等重要角色。该乡紧紧围绕“规划引领、旧
村改造、基础配套、文化古迹、支柱产业、公共设
施、清洁家园”等七个方面内容，实施市级小城
镇综合改革点战略部署，全力以赴推进城镇化
进程，落实小城镇项目 37 个，新增乡内固定资
产投资18.98亿元。

在规划引领上，东源乡以自然山体作为绿
色背景，以乡辖内河流水系作为生态绿色廊道，
提出“一心、一轴、两带、四片区”的规划结构，以
打造道口经济、宜居集镇、健康养生、乡村休闲
区为目标，打造集政务办公、商业休闲、健康养
生、文化体育、公园广场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城
市功能走廊，全面推进宜居宜业活力新东源建
设。

在宜居环境建设上，形成“一心、两带、多节
点”的网络式绿地系统格局。近年来，该乡共投
入 4680 万元，完成了东源集镇提升改造工程、
东源旧村改造、金沙溪防洪堤及河道两岸景观
建设、水浒桥修缮、百草文化主题公园等 5 个宜
居环境项目建设。同时，该乡还加大“三村”建
设力度，开展以“新绿亮洁美”为主题的环境卫
生整治行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积
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完善7.3万亩生态公
益林防护机制、启动国家森林公园前期规划，努
力实现“人在景中、景在村中、村在画中”的和谐
美丽新东源。

在东源乡小城镇建设的带动下，城郊乡
也走上了小城镇特色发展之路。目前该乡中
食北山、美貌岩新村、第三小学、龙溪沿岸景
观改造工程等项目正有序推进，小城镇建设
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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