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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刚过，三明市尤溪县洋中镇后
楼村黑木耳品种展示试验示范基地里，
祥泰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盛益
忙着记录黑木耳试验品种的生长情况。

“基地现有 13 个试验品种，每个品
种试种 500 袋以上，主要从产量、朵型、
厚度等方面进行记录，找出经济价值高、
适合推广种植的新品种。”陈盛益说。

陈盛益 2011 年开始从事食用菌种
植，是当地食用菌种植能手，现有黑木
耳种植面积 190余亩。2022年 7月，陈盛
益开始承担由福建省种子站主持的黑
木耳品种试验，试种“新黑三”“天农 16”

“杂交一号”“AU3”“AU9”等 13 个新品
种，菌种来自福建农林大学、三明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和三明市真菌研究所。

黑木耳栽培主要环节包括制袋、灭
菌、接种、养菌、刺孔、下地、出耳管理、
采收、晾晒等。“新品种的栽培和常规品
种一样，下地后主要做好喷水、菌棒翻
转晒筒等日常管理工作，采收期内 15

天可以采一次，现在已经采收三茬了，
预计今年 4月底结束采收。”陈盛益说。

陈盛益介绍，从新品种的田间表现
来看 ，“天农 16”长得比较快 ，朵型整
齐，缺点是厚度不够；“AU9”长得最快，
下地不到一周就长出来了，缺点是朵型
太小。

目前，国家食用菌品种改良中心福
建分中心、三明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
的专家们采集了各新品种的原种，准备
各取所长，希望通过杂交培育出性状稳
定、产量高、适销对路的新品种。

“农民最在乎的就是经济效益，我
们开展品种试验，就是为了提高黑木耳
的产业效益。”陈盛益说。

此前，他从浙江引进“黑三”和“黑
木耳 916”进行试种，发现“黑木耳 916”
肉质厚、品质好，但禁不住南方的雨季，
黑木耳还没采摘就烂在地上了，而“黑
三”比较适应尤溪的气候，整体表现都
不错。渐渐地，他放弃了“黑木耳 916”，

开始大规模种植“黑三”。得益于良种栽
培，合作社经济效益可观，去年实现产
值 1000多万元。

在尤溪，和陈盛益一样负责开展黑
木耳品种试验的基地还有4处，主要分布
在高海拔种植区的汤川乡香林村、中海
拔种植区的洋中镇桂峰村、低海拔种植
区的西滨镇双洋村和坂面镇坂面村，目
前各基地新品种都处于田间试验阶段。

尤溪食用菌栽培历史悠久，技术成
熟，早在 1993 年就成为全国 11 个食用
菌产值超亿元的县之一。然而，由于缺
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能在实际生产
中大规模应用的良种，尤溪黑木耳产业
发展长期受限。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品种的选
育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时间
的试验示范。目前，尤溪黑木耳的种源
主要是从省外引进，由于种性不清、品
种退化等问题，制约着黑木耳产业的发
展壮大。”尤溪县食用菌技术推广站站

长彭传尧说，“我们通过和科研院所合
作，开展黑木耳新品种区试工作，希望
能培育出适合尤溪栽培推广的黑木耳
新品种。大力推广‘五新’技术，通过液
体菌种的研发应用等，进一步降低农户
的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经济效益。”

除了品种试验，尤溪还针对黑木耳
的栽培技术环节进行改进和优化，通过
开展黑木耳养菌阶段菌棒翻堆、菌棒翻
转晒筒、废菌渣回田等试验，不断提高
和完善黑木耳栽培管理水平，促进产业
良性循环发展。农技人员积极开展黑木
耳种植技术指导与培训，推广标准化生
产、清洁化干制等技术，持续推动黑木
耳产业提质增效。

在技术支持下，黑木耳已成为尤溪
富民兴村的特色重点产业。目前，全县
共有黑木耳种植户 2200 多户，种植规
模达 6800 万袋，预计今年干品产量可
达 6.5 万吨，实现产值 3.8 亿元，带动农
民增收 1.5亿元。

尤溪县推广先进技术

农技赋能，黑木耳产业有“钱景”
□本报通讯员 王琨

海风拂面，暖阳怡人。刚刚过去的
春节，位于福鼎市嵛山镇鱼鸟村芒垱自
然村的月亮湾农旅休闲基地，伴着阵阵
海浪声，一批批游客享受着碧海蓝天。

芒垱村临海而建，坐拥碧海金滩，风
景如画。可前些年，随着村民外出捕鱼、
务工，房屋闲置，村子成了“空心村”。

2016 年，瞄准海岛旅游商机，鱼鸟
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嵛山蔓丹农业专业
合作社，组织 69户村民以 700亩土地和
280 万元现金入股，大力发展海岛休闲
旅游产业。“再加上上级补助和政府基
础设施投入，我们累计投资 800 多万
元，建成 18 栋海景木屋、6 座特色船屋
及海景露营地、休闲人工沙滩、观景平
台、120 米栈道、游客服务中心、生态果
园 等 ，集 游 玩、餐 饮、住 宿、娱 乐 为 一
体。”合作社负责人丁振清说。

如今，该基地年接待游客 3.5 万人
次，合作社累计营收超千万元，共发放
收益分红 230 多万元。据丁振清介绍，
随着全岛民宿集群扩大，当地还加快升
级改造民宿设施，向精品民宿转变。

农村要发展，农民想致富，该由谁
来牵头？基层党支部站前沿、唱主角。

近年来，福鼎市深入实施“百万村
财、千万乡财”行动，将基层党建工作与
乡村振兴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在全
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将群众组织
起来、发动起来，由村党支部带着一起
闯、一起干，形成规模化经营，推动高质
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党支部领航，党员比作为，带着群
众干、帮助群众富，可以最大限度把群
众的积极性、能动性激发出来，激活乡
村振兴内生动力。”福鼎市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说。
在山的另一边，桐山街道古岭村也

有自己的合作社。“由于地处南溪水库
一级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好，有利于
茶叶生长，我们决定把发展目光投向茶
产业。”古岭村党支部书记薛巧文说，村
里以党支部领办茶业专业合作社，运用

“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引进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发展生
态茶叶种植和茶叶仓储设施项目，年分
红 26 万元；投资福鼎蔬菜批发市场项
目，年分红 45 万元。2022 年村集体收入
突破 100万元。

“茶叶长得好、卖得好，我们的年底
分红也多。”古岭村村民林家就说，自己
如今成了合作社股东和工人，不仅有土
地流转和茶园管理费，还能享受年底股
东分红。

“一村一品”，强村富民。福鼎市筛
选资金资产、特色产业、资源禀赋等条
件较好的村作为试点，采取土地、资金、
资产入股等方式，把闲置的资源利用起
来，由党支部领办茶业、农业、旅游业等
专业合作社，发展合作经济型集体经
济，重构集体和群众之间的利益连接纽
带，让村民通过保底收益、股份分红等
方式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红利。2022 年，
福鼎市村党支部共领办各类专业合作
社50个，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63.84万
元，帮助565户村民户均增收1.16万元。

福鼎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阶段，福鼎市将以“建好一个党组织，
办好一个合作社，发展一个产业，搞活一
方经济，带富一方群众”为目标，全面推动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提质扩面，联结群
众做强特色产业，形成规模效应。

福鼎市大力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村集体经济壮大提质、农民增收致富——

党支部的带动效应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王婷婷 赖济辉

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谢
佩龙） 15 日，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举
行换届并启动党员“红色慈善公益行”
项目，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关怀帮扶长
效机制。

2009 年 12 月，晋江在全省率先成
立党员互助协会。多年来，协会通过多
层面、全方位地拓展党内关怀帮扶渠
道，把组织的关怀、党员的爱心传递到
困难党员心中，已累计为 7.5 万多人次
困难党员送去组织的温暖。

晋 江 市 党 员 互 助 协 会 始 终 坚 持
社 会 化 运 作 ，织 密 全 覆 盖 工 作 网 络 ，
做到困难党员 100%建立台账、100%有

人联系、100%落实措施。协会采取“财
政 列 支+党 费 补 贴+党 员 捐 献+党 组
织募集+资金托管”的办法，多途径筹
措党员关怀帮扶资金，建立了多方支
持 、层 层 配 套 、各 方 参 与 的 经 费 保 障
机 制 。近 7 年 来 ，协 会 募 集 党 内 捐 款
1614 万多元。

为了促进帮扶常态长效，晋江市党
员互助协会落实党支部关怀帮扶“十必
访”制度。党员发生伤痛病残、遭遇困
难、家庭变故、亡故治丧等，党支部第一
时间到访慰问。7 年来，累计入户访查
慰问党员 3 万多人次，发放慰问金 833
万多元。

每年，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都会
从 全 市 困 难 党 员 信 息 库 中 滚 动 确 定
200 名左右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
年老孤寡等最急需帮助的长期生活困
难党员，给予每人每月固定补助。近 7
年来 ，累计补助 3117 人次 ，补助金额
723 万多元。对因遭遇重大疾病、事故
变故等突发事件造成生活陷入困境、
急需救济的党员，视情况给予一次性
救急补助。7 年来，累计补助困难党员
610 名，补助金额 272.5 万元。此外，协
会还聚焦困难党员关注的医疗、教育、
人文、就业等方面问题，项目化开展互
助活动，组织实施住院医疗救助、金秋

助学、远程教育补助等品牌项目，切实
增强帮扶实效。

刚刚启动的党员“红色慈善公益
行”项目将以职业技能培训为支撑，对
有需求的困难党员组织就业、创业技能
培训，探索构筑党员职业技能提升、就
业项目推介、创业融资需求生态链条，
推动党内关怀帮扶措施迭代升级。

今年，晋江市党员互助协会将与泉
州职业技术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委
托其对无业党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同
时，晋江将整合市党员互助协会、市民
营企业党务人才协会等其他涉企资源，
依托市人资公司及协会会员企业、单位
对无业党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此外，
协会还将定期组织开展党员就业推介，
搭建党员就业推介平台，拓宽党员就业
渠道；开设“党员创业贷”金融服务项
目，帮助申请创业贷款，解决党员创业
难题。

晋江：党员互助 长效帮扶

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许冬福 王志超 文/图）
18 日，2023 年泉州市丰泽“海丝·蟳埔”民俗文化节正式
启动。

启动仪式上，16 个文旅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 77.7 亿
元。其中包括泰康之家·康养文旅社区、清源口袋峡谷文创
公园、环清源山休闲旅游带、清源社区天然氧吧生态园（泰
峰）等项目。当天，丰泽区还聘任了 46 位世遗泉州·海丝丰

泽文旅推广大使。
本届民俗文化节开幕式上，以传统颂典表演的形式展现

祭海的场景，通过“祀海祈祥”“祭海纳福”“海风旌旗”三个环
节，集中展示传统祭祀典礼与具有海洋文化内涵的传统文化。

位于泉州中心市区的丰泽，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丰泽
区精心培育了“海丝、蟳埔女、南少林”三大文化旅游品牌。

图为启动仪式上的大型闽南民俗舞蹈《福满乾坤》。

“海丝·蟳埔”
民俗文化节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旻） 18 日，福建
省 2023 年幸福河湖评价报告发布暨合
作交流仪式在福州举行，发布 2022 年
度幸福河湖评价报告与福建省幸福河
湖 10个优秀案例。

我省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在全国率
先成立“福建省幸福河湖促进会”，经过
评价研究，形成福建《幸福河湖评价导
则》省级地方标准，成为全国首个幸福
河湖建设的省级地方标准项目；并根据

《导则》，以流域面积大于 200 平方公里
的 179 条河流及重点湖库为对象，开展
全域河湖幸福评价，形成 2022 年度福
建省幸福河湖评价报告。

会上，省河湖健康研究中心分析了
我省 179 条河流评价结果，展示了河湖

的环境状况和生态功能，并发布“福建
幸福河湖评价报告（2022）”。评价结果
显示，2022 年，在 179 条河流中，河流幸
福指数（RHI）大于 75 分的三星级河流
有 170 条，占 95%；大于 85 分的五星级
河流有 31 条，占 17.3%，主要分布在三
明市、南平市、龙岩市、福州市、莆田市、
宁德市。

福建省幸福河湖 10 个优秀案例在
活动现场发布，包括福州内河、厦门筼
筜湖、漳州九龙江、泉州桃溪、莆田木兰
溪、龙岩汀江、三明金溪河、南平九曲
溪、宁德霍童溪和平潭三十六脚湖等。

“幸福河湖 美丽福建”扶助活动、
“青春相作伴 节水八闽行”获奖作品颁
奖仪式等随后举行。

我省发布
2022年度幸福河湖评价报告

本报讯 （记者 单志强） 18 日 ，
“我们的新时代”第十六届小康电视节
目工程荣誉盛典在宁德举行。省政协副
主席刘献祥、中国视协名誉主席赵化勇
为获得最佳媒体人物和小康题材最佳
电视剧的创作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本 次 活 动 由 中 国 电 视 艺 术 家 协
会 、福 建 省 广 播 影 视 集 团 、福 建 省 文
联 、宁 德 市 委 市 政 府 主 办 ，第 十 六 届
小 康 电 视 节 目 工 程 推 选 出 的 小 康 题
材 年 度 最 佳 电 视 剧 、最 佳 系 列 节 目 、
最 佳 专 题 节 目 、最 佳 短 视 频 、最 佳 媒
体 机 构 和 网 络 平 台 等 荣 誉 在 盛 典 现
场逐一揭晓。

主题晚会上，著名歌唱家、著名演
员，乡村振兴典型人物、模范团队与全

国各地优秀电视工作者共聚一堂，在嘹
亮奋进的乐曲中、矫若惊龙的舞蹈里、
真挚深情的诵读中畅叙乡村振兴动人
故事，用精彩的文艺表演讴歌乡村振
兴、赞颂幸福中国。

当天上午举行的优秀作品研讨会，
揭晓了本次小康电视工程推选出的优
秀作品，知名专家学者和作品创作代表
围绕如何用好电视艺术形式宣传“新时
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深
度研讨。活动期间，电视工作者代表参
观了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宁德时
代总部、青拓集团等地，探访福安下岐
村连家船民上岸工程情况，深入了解宁
德脱贫实践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取
得的丰硕成果。

第十六届小康电视节目工程
荣誉盛典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颖 游庆辉 文/图）
17日，“与世界 共鱼悦”2023年福州金鱼
文化节暨“福州金鱼”IP发布会在福州市
闽江之心海丝广场举行，活动现场首次
发布原创“福州金鱼”IP形象。

“福州金鱼”IP形象（上图）充分融合
“福”文化元素，以卡通化的形象演绎金
鱼的可爱、憨态；外形取自中国传统居民
窗户造型，寓意福州金鱼远近闻名，极具
辨识度。

此次文化节活动将从 17 日持续至
19 日，活动期间设置全品类福州金鱼

展览，集中展出“奶牛寿”“红白兰寿”
“水墨寿”“熊猫龙睛蝶尾”“红白狮头”
等 50多个金鱼品种 200余尾精品金鱼。
现场还有福州金鱼文创集市、金鱼文化
科普展等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

2023 年，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启
动了“福州金鱼进入城市会客厅”活动，
持续擦亮“中国金鱼之都”金字招牌。后
续还将举办“福州金鱼漆艺创新大赛”

“福州金鱼相关文学作品创作大赛”等
系列活动，助力“福州金鱼”在产业化、
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福州金鱼”IP形象发布

18 日，由三明市沙县区政府与山东惠发食品公司共同打造的沙县小吃北京旗
舰店在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 26 号院正式开业。开业现场，来自沙县本地的小
吃技艺传承人制作展示了扁肉、拌面、烧卖等 30 多种独具沙县特色的传统小吃。该
旗舰店还供应沙县本地特色菜肴、优质农特产品、沙县小吃文创产品，实现线上购
物与线下消费结合。 许琰 游庆辉 摄

（上接第一版）
开年经济形势如何，市场主体还有

哪些期盼，产业复苏和经济恢复还需要
哪些支持？赵龙十分关注。他考察了建
宁明一国际生态高新科技园和泰宁环
大金湖度假区、夜间经济消费集聚区，
同企业负责人、文旅从业者、个体工商
户、游客等深入交谈，问经营、聊形势、
找问题、谈打算。大家争着介绍消费市
场“春意浓”带来“信心足”，并对各自行
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赵龙认真倾听，
一一回应，现场办公，要求有关部门能
办的马上就办，需要协调的认真研究，

持续跟踪，及时回应，积极支持。
调研中，赵龙瞻仰了中央苏区反

“围剿”纪念园，察看了全国文保单位泰
宁尚书第、明清文化产业园、梅林戏剧
团，调研红色文化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情况。他说，三明是一片充满红色记
忆的土地，要保护好红色资源，讲好红
色故事，让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以珍
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好文物和古建
筑、老宅子、老街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上接第一版）做强做大乡村休闲度假旅
游产业，吸引更多人气向乡村聚集。统筹
做好“三茶”文章，扩大闽茶文化影响力，
推动标准化生态茶园建设，提升茶科技
支撑能力，鼓励优势企业聚集资源要素，

打造好“福鼎白茶”名片。坚持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功能，加强农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团结带领群众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让农
民在家门口就能过上美好生活。

省领导赴霞浦福鼎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