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 雄 何 出
“琅岐岛上赤沙乡，十年九欠饿得慌，海潮泛滥、百姓

遭殃，有女不嫁赤沙乡。”
“金砂”原名“赤沙”，常年受干旱、山洪、海潮侵袭，盐

碱地上无粮食，一曲顺口溜道出难言的困苦。
穷则思变。上世纪50年代，赤沙人民向着恶劣环境

开启艰苦卓绝的斗争，筑堤坝、修水库、挖隧道……男女
老少，日夜不息。

一边筑堤一边修渠，赤沙人民自带工具、干粮围垦造
田。一年间，他们修建了一条约10千米长的海堤，保护
耕地约0.667平方千米。到1952年，又修筑了另一条5
千米的海堤，扩大耕地约1.33平方千米。而筑堤修渠的
4900元费用，全由大伙儿自筹，国家补助的3000元器材
费却分文未动，工程结束后如数归还。直到1956年，当
地人民又修成第三条海堤，3 次围垦共扩大耕地约
2.667平方千米，比1949年耕地总面积扩大一倍。

为了解决灌溉，赤沙人民用3年左右的时间修建了3
座水库，其中，一座被命名为“妇女水库”。那时没有任何
机械，妇女们用锄头、畚箕这样的简陋工具，劈山挖土，手
搬肩挑，截流筑坝，建成的水库至今仍发挥着灌溉蓄洪的
作用。有了田地和水库，盐碱地上种出了红薯，百姓吃上
了地瓜。

由于缺乏淡水、盐碱地不好种粮，上世纪70年代，青
年们开始轰轰烈烈的凿山引水行动。扛着铁锤、钢钎，他
们打通海屿岭山洞，引雁行江的淡水进家门，家家户户种
起水稻，结束了没有白米饭的苦日子。为保护堤坝不受
海浪侵蚀，他们又靠双手将“九使角”山移往壶江填杠，改
变河水流向，使河道从3条增加到6条，让脚下的荒滩地
真正变为河汊纵横的千亩良田。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
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赤沙改名为金砂，昔日绝地换了

面貌，山海灿烂，点“赤”成“金”。
战天斗地的峥嵘事迹传遍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
1959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英雄的金

砂》纪录片，在全国上映。《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讲述“阳
光普照琅岐岛”，报道琅岐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
巨大成绩。

金砂精神同样在文艺界激荡交响。在著名诗人贺敬

之的笔下，琅岐岛就是“英雄的岛”。
1959年11月，时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田汉带

领中央慰问团到金砂慰问演出，梅兰芳、侯宝林、严凤英
等名家同台献艺。田汉还创作了歌曲《英雄金砂村》，赞
颂金砂精神。

“赤沙变金砂，想起笑哈哈，有了共产党，人民当了
家，海上变良田，好种大地瓜……”

如今，乡亲们依然唱得朗朗上口。

侨 乡 续 曲
这是一座英雄岛，也是一座华侨岛。
早在唐朝，就有先民在琅岐岛繁衍生息。岛屿总面

积92平方千米，海岸线长40多千米。三面环海，地少滩
涂多，催生了琅岐人向海而生的顽强意志。

全 岛 户 籍 人 口 7.3 万 多 人 ，旅 居 海 外 的 乡 亲
7.1万多人，侨胞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英国、阿根廷、
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金砂人口8915
人，海外侨胞8000多人。

无论走到哪里，琅岐人血液里都流淌着奋斗基因。
他们漂洋过海拼搏创业，尤其在国外餐饮和装修行业站
稳脚跟、形成规模。他们不忘家乡积贫积弱的历史，为琅
岐发展出资出智出力。

据不完全统计，琅岐华侨捐赠家乡的金额累计达
3500多万元，涉及教育、养老、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

虽然琅岐人“大半”在海外，但这座岛并不孤单。
走进“红蟳公社”英雄金砂乡村振兴讲习所，一张张

老照片唤醒了峥嵘岁月，“立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海滩变
良田”的标语诉说着当年辉煌。特色的文化焕发魅力，正
孕育崭新的机遇。

“红蟳公社”，福州周边游的人气“打卡”点，占地约
0.333平方千米，一望无际的花果田野蜂飞蝶舞、如诗如
画。除了乡村振兴讲习所，这里还有琅岐红蟳“海上牧
场”、农家乐采摘体验园和互动赛事场地，成了田园海岛
团建胜地，接待团建400多批次。

“刚来的时候，脚下还是一片荒野洼地，有的地方杂
草长得比人还高，我们带着大砍刀边走边割草，这样开发
而来的。”“红蟳公社”创始人陈虹回忆景区动建之初的场
景，仍历历在目。

陈虹原先在山东从事房地产开发，却因一份乡村情
怀决定“归田”。之所以选择琅岐扎根，正是受英雄金砂
的故事所感染。她称自己是“村姑”，几乎天天都在村里
跑，磨坏了 10多双鞋子。欣喜的是，还有一群“新琅岐
人”和她一起逐浪。

像陈虹这样的商业、管理人才的到来，给琅岐注入了
新血液，更解锁了“农旅”融合的新玩法，不仅打旅游牌，
更打农业牌。

众所周知，琅岐是远近闻名的“菜篮子”基地，淡水与
海水交融，滋养出红蟳、葡萄、西瓜、芭乐的独特风味，俘
获一众味蕾。这里还是优质种苗的摇篮，省种业创新中
心（琅岐）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雪美种苗创新基地等7
个重点“种业基地”落地于此。

陈虹团队利用景区人气效应，线上线下联动主推琅
岐农特产品。在田间，他们为观光团策划举办采摘体验、
家庭共享菜地等农旅活动。农田变身微菜园，池塘、菜地
开辟为采摘区、垂钓区等，通过垂钓、定向比赛等赛事为
乡村导流。闲置民房以租赁形式改造为乡村风情民宿，
带来“诗和远方”。

在网上，一群年轻人开发运营销售平台、做直播带
货，联合周边农庄发起果树“认种”等活动，与全网民众多
形式互动，让琅岐风味飘香更远。

沧海桑田，不变的，是一代代人的奋斗之志。过去，
一穷二白的金砂人在岛上开垦千亩良田；今天，这里是乡
村旅游胜地、农业发展高地。

田园风光、琅岐风味、和美侨乡，“英雄金砂”的故事
仍在续写。 （陈芝 赵秋娜）

感谢马尾区委统战部、“红蟳公社”提供图片及文字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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