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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的东山岛，海风轻拂，阳
光正好。

今年端午节逢“六一”，来自广东的
李女士夫妻带着孩子沿着G228滨海旅
游景观道一路向北，在游玩闽粤第一城
度假区、长乐寺后，来到“最美风车环海
公路”的东山环岛路乌礁湾段，与众多
游客一同沉醉在这片山海交融的美景
中。“与家人做了攻略，特意选了 G228
线自驾，这条路线一半山一半海，风光
旖旎，一路走来，海洋文化底蕴及闽南
风情的‘诗意’让我们惊喜连连。”

近年来，我市围绕“交旅文产”融合
发展目标，充分挖掘 G228 线沿线滨海
风光、生态资源、历史文化，稳步推进
G228 线滨海风景道建设，累计投资 1.7
亿元实施路面改造、绿化提升等工程项
目，聚力打造具有漳州地域特色的交通
新名片，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景点串联
“交通线”变“风景线”

2023 年底 G228 线漳州境内段 233
公里全线通车，截至目前，已建成2条联
通高速互通、港口码头等重要节点的联
络线，以及 13条串联知名景区、美丽乡
村和网红打卡点的旅游支线。这些线路
的建设有效解决了我市G228线部分路

段“有资源但难抵达、虽滨海但难见海”
的旅游痛点，让更多美景触手可及。

如今，G228 线漳州境内段就像一
条美丽的珠链，将沿线龙海、漳浦、东
山等 9 个县（区）的优质旅游景区和丰
富文旅资源串联起来。游客可沿着
G228线一路驰骋，途经埭美古村、普照
禅寺、镇海卫古城、白塘湾旅游区、漳
浦翡翠湾、东山马銮湾等数十个旅游景
点，路途山海相迎、风光如卷，让人恍
若穿行于流动的画卷之中。

为实现“一半山海一路诗”，漳州在
G228 线上合理规划布局，提升绿化工
程，如漳州市公路中心诏安分中心以

“路畅人和”为设计主题，在 G228 线
汾水关路段，构建层次分明、绿量丰
实、全年常绿、四季花开的自然植物
群落景观，建成一条特色鲜明、人工
景观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生态滨海
景观大道，共有绿化面积约 10000㎡、观
景平台1处、景观节点6处。

东山环岛路乌礁湾段是G228线漳
州境内段的重要旅游支线之一，一侧
是碧波荡漾的海浪，一侧是巍然耸立
的风车阵列，道路因其临海、近海、亲
海特点，已成为东山岛吸引游客的又
一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
东山岛累计接待游客 55.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5%；旅游总收入达 6.7 亿元，
同比增长 21%。

文化赋能
美景与历史完美契合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G228沿
线有许多历史人文景观，如海防文化、
海丝文化、对台文化、历史名人、民俗宗
教、建筑等，同时也有海岸线、沙滩、岛
屿、湿地、山林、田园等自然景观，有丰
富的旅游资源。

为提升 G228 沿线文化特色、产业
特色和旅游景观文化，我市还通过“加
减法”景观设计，梳理沿线植物实现透
景观海，强化滨海特色，同时充分利用
路侧闲置空地，将当地历史文化、特色
产业与公路文化相融合，打造了众多文
化小品、观景台和主题公园。

站在 G228 沿线上的镇海卫观景
平台，白塘湾风景尽收眼底。镇海卫观
景平台选取了全域观赏白塘湾的最佳
视域点位,利用红线内公路用地，深挖
当地明代镇海卫文化底蕴，将历史元
素巧妙融入城门、城墙与卡通雕塑。如
今这里已成为漳州特色网红打卡地。

与G228线相连的八尺门大桥的建
成，同样见证了东山岛的华丽转身。桥
上通车、桥下通船的设计，不仅确保了

村民出入的安全，也为外地游客提供了
更加便利的游玩条件。

优化环境
“贴心”服务助交旅融合

如果说沿途的风景是G228线的灵
魂，那么精心打造的服务设施便是这条
滨海长廊的贴心注脚。

G228线诏安段大埔服务区突出“便
民利民”导向，对照“司机之家”“最美工
会驿站”和 24 小时智能化驿站建设标
准规划布局，配套有茶休间、母婴室、
党建书屋、淋浴间等功能区，还配有按
摩椅、微波炉等便民设施，让自驾游客
倍感温馨。

无独有偶，龙海区普照寺停车区则
从曾经的废弃地块，摇身变为集公路安
全主题公园、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休息
室于一体的停车区，成为 G228 沿线设
施提升的生动缩影。

目前，G228线漳州境内段已建成普
照寺停车区、南炮台服务区等，正加快
推进龙海锦江综合服务区、月港服务
区、长运霞美服务区等现代化旅游服务
区建设，未来将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
独特的服务体验，满足游客加油、充电、
休憩服务需求。

⊙本报记者 沈小琴

我市探索“交旅文产”多元融合，打造漳州G228线滨海风景道——

串景成线 尽享山海风光
本报讯（记者 林依妮 文/供

图）5月 28日，第九届中国成都国
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在这场
全球非遗的聚会上，漳州非遗项目
闽南童谣和片仔癀制作技艺精彩
亮相，充分展示闽南非遗的迷人风
采与深厚底蕴。

本届成都国际非遗节以“增进
交流互鉴、激发传承活力、共享美
好生活”为主题，通过三大主体板
块和三大特色板块，汇聚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余个非遗
项目，邀请国内400余名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同台交流，活动持续至 6
月3日。今年福建省共选送了11个
项目和 16 位非遗传承人参加活
动，其中漳州有2个项目参加。

“人类祖先辟乾坤，自古创造
三介轮，天然分布江海水啊，鲁班
造出水上船！”在“魅力非遗·国家
大展”板块，来自“闽南童谣”非遗
项目保护单位的张嘉星、林佳纯，
带着充满童趣的“童谣（闽南童

谣）”亮相。他们紧扣端午主题，在
现场生动演示了闽南传统童谣《献
江歌》《裹粽》《送咾送》，并与观众
热情互动，用富有韵律的闽南语
调，带着观众穿越时空，回到旧时
闽南端午的热闹场景。

在“健康生活”传统医药推广
周板块，漳州“中医传统制剂方法
（漳州片仔癀制作技艺）”的展位药
香弥漫。此次活动期间，片仔癀精
心准备了一系列药品、保健品和化
妆品，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演示，将
古老技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创新应
用和年轻化场景生动呈现，吸引了
不少观众驻足。

通过参加本届成都国际非遗
节，漳州非遗不仅向全国乃至世
界观众展示了闽南非遗的深厚内
涵，以及中医药在当代生活中的
鲜活实践，更在交流互鉴中提升
了自身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让闽
南文化在国际非遗的舞台上绽放
出夺目光彩。

漳州非遗亮相
成都国际非遗节

本报讯（记者 朱祥超 文/图）
近日，记者在万福产业园三期施工
现场了解到，三期所有厂房已完成
外立面装修，目前正进行园区道路
施工，预计7月份可完成整个园区
建设。

万福产业园是省级重点项目。
作为工业4.0时代的全新食品产业
科技园区，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181
亩，分三期建设，主要面向食品产
业及食品上下游配套产业招商，是
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资源整合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平台。整个产业
园建成后预计入驻企业 80 家，达
产后年创产值 10 亿元以上，增加
就业6000人。

目前，产业园一期 14 幢厂房
均已交付，累计吸引 28 家企业进
驻，已有18家正式投产；二期项目
也于近阶段陆续完成交付；三期项
目正抓紧开展园区路面、电力设
施、绿化等收尾工作，预计 9 月份

可进行交付。目前整个园区完成招
商率约70%。

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项目
“投产慢”问题，漳州台商投资区深
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打
破“先验收，后装修，再投产”的传
统模式，创新采用模拟验收和并联
审批等举措，压缩建设周期，助力
企业实现“竣工即投产”。

“在项目正式竣工验收前，我
们组织各相关部门对建设项目质
量、安全、消防等进行模拟验收，模
拟验收合格的部分可作为正式验
收的认定依据，发现问题也可及时
整改。”台商区行政审批局负责人
张艺雄表示，建设单位通过分段模
拟验收后，可提前进行设备安装和
装饰装修，有效缩短了项目建设周
期。在这个改革红利的加持下，万
福产业园一期14幢厂房不仅提前
半年实现投用，更帮助企业累计节
约成本近500万元。

省级重点项目
万福产业园即将完工
目前园区完成招商率约70%

万福产业园三期所有厂房已完成外立面装修

本报讯（赖桂碧 张可衫 文/
图）近日，位于平和县山格镇隆庆
村的火龙果观光采摘园迎来花开
盛景，成片的火龙果花竞相绽放。
连绵的枝蔓间，形似昙花的雪白花
朵与补光灯交相辉映，灯光矩阵勾
勒出火龙果田的几何美学。

正逢端午节假期，观光采摘园
吸引大批游客夜间“追花”。据负责
人介绍，火龙果花素有“月下仙子”
之称，每年 5—10 月夜间 9 时至 12
时为最佳观赏期。该采摘园配套蔡
家堡乡村振兴旅游规划，占地约 15
亩，引进了“京都一号”火龙果，配
合夜间补光催花技术，实现全年 10
季轮采。

题图：成片的火龙果花与补光
灯交相辉映

““月下仙子月下仙子””引客来引客来

日前，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公布
2025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名单，福
建省乌龙茶产业集群入选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项目立项名单，华安是该产业集群
建设县之一。

福建省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度适
宜，是我国乌龙茶的发源地和主产区。而
华安这座闽南小城，正以“一片叶子”为
笔，在生态与产业的画卷上勾勒出乌龙
茶产业集群的崭新图景。从老茶园品种
焕新到智能化生产线轰鸣，从茶旅融合
的诗意栖居到全产业链的聚合升级，华
安茶产业正以“集群化、生态化、品牌化”
为锚，开启一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突围。

科技赋能产值升级

俯瞰华安群山，万亩茶园如碧浪翻
涌，新落成的茶业工厂与土楼古厝相映
成趣。

面对传统茶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
求，华安正以品种改造、技术升级、生态
融合为核心，探索一条差异化突围路径。
华安县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刘四新
介绍，目前全县共10.5万亩茶园中，近六
成种植铁观音，年产优质乌龙茶 2.49万
吨，但传统品种占比过高，导致同质化严
重。2023 年启动的品种改造工程，截至
目前已推动 2万亩老茶园换种金观音、
金牡丹等优新品种。

在福建砚茶春茶业有限公司的工地
上，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这座占地 9000
多平方米的茶商旅创业园正拔地而起，
预计明年春季建成投产。项目建成后，将
配套引进3条具备自动化、智能化、清洁
化等行业领先功能的茶叶精加工生产
线。总经理林毅锋算了一笔技术账：“新
式茶饮头部品牌对供应链有着严苛的质
量标准，要求全国几千家门店的茶底风
味完全一致。自动化设备可大幅提高加

工效率，通过数据分析优化工艺，也能稳
定控制茶叶含水率诸多指标，保证满足
严苛的质量要求。”

绿色引领生态变现

位于华安县草坂村的澜山韵家庭农
场，茶农李卫强正在自家茶园中修剪茶枝。
他坚持采用摇青、揉捻等传统手工工艺，使
茶叶形成兰花、果香等多种自然香型。这种
近乎偏执的匠人精神，让他的产品历经铁
观音市场波动还能有上佳的复购率。

这位坚守传统工艺 22 年的“老茶
人”，见证了生态价值的转化。李卫强创
新实施“三季养茶、一季养地”模式：冬季
种植油菜花作为绿肥，既减少化肥使用，
又打造茶园景观。“冬季的时候很多人来
茶园拍照打卡，整片油菜花长得好，看着
就惹人喜欢。”

面对市场变化，李卫强选择“守稳根

基”。他明确表示，短期内不会扩大茶园
规模，而是聚焦电商销售能力提升，并借
助政府资源强化品牌曝光。

标准化建设同步推进。福建省农科
院受托制定的《乌龙茶新式茶饮团体标
准》将于年底落地，涵盖种植、加工、检测
全流程。“我们计划用十年打造 10万亩
生态有机茶园，茶草共生模式让化肥用
量减少六成，并推广标准化生态茶园模
式。”刘四新介绍，茶叶农残检测合格率
连续十年保持 99%以上，以“安全牌”打
开年轻消费市场。

生态红利正沿产业链传导。在华安，
当前以福建砚茶春茶业有限公司为代表
的6家新式茶饮龙头茶企，通过“生态种
植+智能加工+定制供应”的全产业链模
式，为多家全国头部新式茶饮品牌供应
原料，年供应量突破8000吨，提高茶叶产
品附加值3000万元以上。

茶旅融合创新业态

当世遗土楼的飞檐翘角与生态茶园
的苍翠相映成趣，华安县走出了一条

“文化+产业”双轨并行的突围之路。在
土楼生态茶园示范带，茶艺师指尖翻飞
间，北溪乌龙茶古法技艺让游客惊叹声
连连，“土楼+茶旅”的独家 IP正在打开
新赛道。 （下转第二版）

科技加持、产业聚合、茶旅融合，华安县参与创建的福建省乌龙茶
产业集群入选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立项名单——

“一片叶”长成“一条链”

片仔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演示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