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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春辉

回得去的近土叫故乡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清晨，漫步在海沧青礁村芦塘社，古诗里温馨静穆的意境挟

裹着雨中特有的青草泥土香，扑面而来。记忆中儿时乡村的美丽

景象，仿佛静止在时光里从未改变。

“颜书记，我们今天有推出新品爆浆面包，要不要来一个

咯？”古意烘焙坊的王嘉麟夫妇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除了来自台

湾的王嘉麟夫妇，很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也纷纷回到村里创业，

质朴的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商业气息在这里交融，耕读传家的人文

精神在这里延续。

回想 2018 年，我受组织委派到青礁村担任第一书记，那时

的芦塘几乎就是一个人口老龄化、内生能力弱的“空心村”。看

着自己出生成长的村庄垂垂老矣，我心里不禁自问：“没有了精

气神的村子，还承载得起后辈的乡愁吗？”

2018 年底，村里研究决定以芦塘社为乡村振兴试点。我满

心以为大家都会拥护和支持“乡村美、百姓福”这个美好事业，

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各种不理解的声音此起彼伏：有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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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沧区芦塘社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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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改造就是“承包工程拿回扣”的；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对农村合作社不信任、不支持……

夜里，我走在村中空无一人的小路上。这个我即使摸黑前行

也对它了如指掌的地方，此刻，却让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我和

乡亲们生活的家园，却没有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回到村部办公室，我又翻阅那些不知道翻了多少遍的中央文

献选编。灯下细细研读，我突然明白：乡村振兴，需要振兴和提

升的不仅是经济，还有精气神，要想富，必须让乡亲们先“富”脑袋。

远眺窗外的村庄，颜春辉思索着如何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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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开始与村“两委”干部不厌其烦地逐户宣传“共建、

共治、共享”理念，把村民意见作为实施乡村振兴项目的重要参

考，树立乡亲们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同时，我们还召开“户代会”、乡贤理事会，对土地如何整

治、经济收益如何分红等村民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为村民

答疑解惑，让他们心动更要行动起来。

为了解除村民们的顾虑，村里研究完善了村务监督制度、“四

议两公开”制度，规范村务管理，尤其是明确规定村“两委”干

部不参与、不插手村里工程项目，让乡亲们明白我们并非谋取私

利。慢慢地，一些村民主动踏进了村委会的大门……

在“平改坡”和“美丽庭院”建设过程中，党员颜寿南主动

跟我说：“哥，我是党员，我先上！”村民们也自愿投工投劳，

颜春辉（左三）征集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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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猪圈、鸡舍，带头做好垃圾分类，管好房前屋后……

有了精气神，乡村产业振兴也开上了快车道，村民的钱袋子

渐渐鼓了起来。这时，我又开始琢磨如何让“耕读传家”的人文

精神和颜氏先祖开台王颜思齐的开拓精神在青礁村延续，让优秀

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在这方面，扎根青礁村六年的台湾规划师李佩珍给了我很大

帮助和启发。她对修缮芦塘书院要“尊重历史、尊重回忆”的意

见与我不谋而合，我和她一起四处奔走，查阅资料史籍，听老一

辈人回忆历史传说……崇文重教的耕读文化、“祖孙五代三尚书”、

“一村二十四进士”……芦塘书院这些灿烂的历史文化，在我脑

海中逐渐鲜活起来。

颜春辉（右）向村民介绍乡村振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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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能言，岁月与共。我欣喜地看到，芦塘书院丰富的精

神文化宝藏唤醒了村民们共同的乡愁：林亚花腾出书院前自家

2000 多平方米的番薯田，用于修建书院广场；老支书林自省贡

献出自家 80 余平方米的土地用于拓宽村道、修缮花坛；村民陈

俊杰主动拆除自家猪圈，让出地块，助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

开台文化公园的建设亦是如此。当时，项目占地面积 3 万

多平方米，需要征用村里 200 多户村民的地。我原本以为工作

难度会很大，没想到村民们竟思想高度一致：“筚路蓝缕、敢闯

敢拼敢开拓的颜思齐精神，是我们颜氏祖先流传下来的精神，

不能丢！让地，必须的！”海内外的颜氏宗亲及爱心企业家也

纷纷踊跃捐款。在 2019 年第十一届海峡论坛期间，包括两岸颜

氏宗亲在内的 300 余位嘉宾，共同见证了大陆首座开台文化公

修缮一新的芦塘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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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两岸斗茶节启动仪式暨“尊老·孝亲·敬贤”奉茶活动在海沧开台文化公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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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开园仪式。

入夏时，我常常在村里散步，看着乡亲们带着孩子在凉亭、

生态水系等地纳凉，在中轴广场和台湾广场跳广场舞时流露出的

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我的内心就十分欣慰。

有人说，“回不去的远方叫故乡”，但是我想说，“回得去

的近土才叫故乡”。如今的芦塘，不仅吸引着年轻人归乡创业，

还吸引着大批厦门市民和游客把这里当作“精神家园”。现在的

芦塘，是我心中最美的芦塘，是人们回得去的“近土”故乡。

口述：颜春辉（厦门市海沧区青礁村党委第一书记）

整理：陈岚岚、洪欣琳

供稿：厦门市海沧区纪委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