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着石材重镇的头衔，很多人
以为水头的农村是被污染的。实际
上，位于大盈溪畔的上林村，美得就
像一幅画卷：进村柏油大道宽敞干
净整洁，家庭院落错落有致，健身广
场设施齐全，公园绿化分外清新。

“以前，农村人羡慕城里人的生
活，现在，城里人都往我们这里跑，
看着我们的居住环境，都羡慕咱们
的生活。”今年63岁的上林村村民林
大爷说，这些年，村里变化太大了，
乡亲们就像住在花园里，大多数村
民住上独栋小高楼，幸福生活像芝

麻开花节节高！
林大爷告诉记者，大城市有的

公园，上林村也有；大城市没有的小
溪，上林村也有。说罢，他便指着距
离上林村村委会不足 50米的地方。
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中有石
径、有小亭子……和城市里的公园，
基本没什么区别，让人甚是吃惊。

从林大爷的描述中，记者了解
到，这个占地3亩的休闲公园以前是
一个屠宰处，也可以说是垃圾堆，屠
宰血水横流，垃圾到处都是，弄得村
里臭气熏天。

村里环境不改善，如何让村民
安居？如何创建和谐乡村？2019
年，上林村村两委把这处闲置地建
设成公园提上了议程。为了迅速推
动建设，上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时栋
顶着6月的酷暑，挨家挨户跟涉及这
块地的村民沟通，得到了村民们的
充分理解。

“很多村民担心土地让出去以
后，就不属于自己的了。为了消除
村民的疑虑，村委会将这些土地归
属写进村规。”林时栋说，即便以后
遇到征迁，补贴份额还是属于这些

村民的。
林时栋说，除了建休闲公园，村

民房前屋后也种满了各种绿植。最
让林时栋自豪的是，在他任职期间，
全村道路全部实现了硬化，长达2公
里的上林大道实现了“白改黑”，大
大方便了村民的出行。

作为上林村的媳妇，15年前从
晋江嫁到上林村的朱婉凤对上林村
的变化，甚是感慨，“以前去趟镇区，
要走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总感觉
路程好远。现在感觉镇区好近，10
分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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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座乡村小院新颖别致、一个个文化广场漂亮大气、一座座文化公园魅力四射、一条条进村大道四通八达……走进南安市水头镇上
林村，一幅幅幸福图景织就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每次回到村里，总能看到许多惊喜，环境一天比一天好，村民们也越来越幸福！”说起老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林村乡贤、水头商会执行
会长林飞腾难掩喜悦。 本报记者 蔡静琦 李想 文/图

在上林村的文化墙上，多张照片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照片上标注着

“中秋”字样，村民们或排成长队，或
领着沉甸甸的奖品，个个喜笑颜开。

上林村村委会主任林建思介
绍，这是上林村溪尾自然村组织的
一年一度的中秋全民博饼活动，至
今已连续举办多年。为了让参与的
每个村民都能开开心心地领到奖
品，他们设置了各种奖项，保证每个
村民都能满载而归。

“我们博饼的礼品可丰富了，有
电动车、电饭煲、烧水壶、米、油、月
饼、饮料，都是特别实用的礼品。”林
建思说，每年中秋博饼都要花费几
万元，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乡贤，或者
响应移风易俗的村民省出来的。

上林村溪尾自然村村民林崇告
诉记者，村里举办的中秋博饼活动

特别有意义，每年他都会带着妻子
和孩子一起参加。礼品多少都不是
他关注的，他只是希望下一代，能够
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除了中秋博饼，特别崇尚善待
老人的上林村村委会，每年年底，也
会为老人们准备丰厚的新春大礼包
和红包。村两委亲自上门拜访 55
岁以上的女性、60岁以上的男性，
并送上油米和新春红包，让他们开
开心心过春节。

在老年活动中心，正在与村民
们唠嗑的上林村老年人协会会长林
荣钿见到记者，开心地说道：经济发
展了，村里的环境变美了，村民的生
活丰富起来了，喝酒应酬的人少了，
大家更愿意出门散步运动，或者在
公园里闲聊“讲古”，反倒有以前朴
素和谐的农村生活的味道了。

文化活动多文化活动多 生活有滋味生活有滋味

夜幕降临，活动广场上的人
渐渐多了起来，有组团跳广场舞
的、有唱南音的，也有人练腰鼓
的，还有几个少年在篮筐底下挥
洒着青春的汗水。

“石材产业越做越好，村里的居
住环境也得到大大改善，很多年轻
人也愿意回归故里，留守的老人儿
童越来越少。”朱婉凤说，过去村里
很多青年都外出打工或经商，但这
些年，很多外出的年轻人都回来了，
有在水头街上做小生意的，也有在

市场内卖石材的，他们中，很多都会
选择住在村里。

林时栋说，很多年轻人是不得
已才会选择离开父母和孩子，但凡
家乡有发展前景，他们大多会留在
家乡。

“为了让村民们业余生活更丰
富，文化活动中心还购置了各种健身
器材，有乒乓球桌、跑步机，同时还设
立图书阅览室，书籍种类繁多，上至
老人，下至小孩，都可以找到他们喜
欢的书籍。”林时栋自豪地说道。

除了文化活动中心，楼仔自然
村和溪尾自然村都建有篮球场。“近
些年，村里共填埋了近80个旱厕，拆
掉老宅5000多平方米，有53户业主
主动配合工作，甚至有村民自发让
出菜地、空地等场所，建成了多个篮
球场，以及健身活动场所。”林时栋
说，现如今的上林村，不仅健身场所
多，而且村主干道的两侧还装上了
300多盏太阳能路灯，视频监控全覆
盖，不管白天、晚上，出行都非常方
便、安全。一些住在镇区的村民，晚

上都会回到村里打球。
此外，上林村还创办了老年幸福

院，购置了10张床被，并设有各种厨
具一应俱全的厨房，供老年人休憩。

林时栋介绍，村里还有一个青
年微信群，一个妇女微信群，过去是
为了通知各种事项，现在却成了在
外上林村人了解家乡的一扇窗口，
很多原本在外工作的上林青年，看
到群里分享的家乡变化，纷纷回到
了老家，也不遗余力地为家乡建设
贡献一分力量。

青年回乡工作 幸福不再漂泊

在文化活动中心内健身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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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林时栋再次连任上林村
党总支书记，这是他第三届被党员们一
致推选为村党总支书记。由于党员和村
民们的信任，原本经营拉链工厂和承包
建筑工程的林时栋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
出来，并把自己的事业交由子女管理，自
己则全身心投入乡村振兴的事业。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林村人，林时栋无
比关注着上林村的兴旺发展。他深爱这
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也用自己的行动，助
推上林村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对振兴
乡村事业兢兢业业的他，也得到了村民的
支持，在各项建设事业中，村民们主动让
地、捐款，从而掀起了一股全民振兴潮。

记者：您已任职上林村党总支书记
整整6个年头，这6年来，上林村发生了
哪些重大变化？是怎么样的初心，让您
放手自己建立起来的庞大事业，选择回
到村里支持乡村振兴工作？

林时栋：实际上，我已在村里任职了
整整12个年头。2009年，我就被村民推
选为上林村委会主任，2015 年，被推选
为上林村党总支书记。在我到村委会任
职以前，水头诸多乡村已经发展得十分
蓬勃。上林村由于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
题，发展一直停滞不前。不仅有“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土路，还有“旱时低
蓄水，汛期丰洪涝”的旱涝之苦。

各项基础建设不完善，带来的不仅
仅是村容村貌的落后，也大大制约了经
济的发展，迫使许多年轻人外出谋生，降
低了村民的生活幸福感。

想要改变这些现状，就必须率先从
基础建设入手。任职这些年来，我通过
筹资筹劳的方式对整村进行系统性改
造，不仅硬化了村主干道，还进行水渠清
淤、荒地改造等一系列美化工作，并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

2019年，上林村迎来了村发展的重大
历史发展机遇，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乡村
振兴试点村。这对我来说，并不是终点。
我要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全村人民
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记者：任职期间，您认为遇到的最难
的问题是什么？您又是如何一一攻破？

林时栋：最难的肯定是做群众思想工
作，农村基础建设需要涉及许多用地问
题，需要跟村民不断地做思想工作，告诉
他们，做好基础建设是造福子孙。在一番
解释以后，很快得到了村民们的支持。还
有一个就是，项目要建设，就要用到钱，资
金问题也是特别愁的事。那我就带头捐
款，好在乡贤们也特别给力，一个接一个，
慢慢地就把资金筹集到位了。

比如为了建设溪尾公园、文化活动
中心，以及上林大道“白改黑”、环村路绿
化等，要用到几百万元的资金，我就带头
捐了十几万元。而后，乡贤们、企业家也
纷纷捐款。

记者：今年，您再次连任上林村党总
支书记，对上林村的未来发展，有没什么
具体规划？

林时栋：我的目标是将上林村打造
成远近闻名的文旅村、和谐村、试点村。
以生态农业为基，以山水、田园文化为
韵，以休闲体验为题，以产业融合为径，
凝心聚力，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建设美丽乡村。

构建“一带、两区”新格局。一带，即沿
大盈溪形成的滨水景观带；两区，即北部的
产业聚集区、南部的田园宜居发展区。由
此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形象。

对 话

上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时栋。

水头镇上林村航拍图。

“白改黑”后的村道，整洁宽敞。 上林村文化活动中心。上林村村居环境，处处有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