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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泽贵） 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家大会暨中
国制造“隐形冠军”企业（厦门）对接会 12日在厦门举办。本次大会
举行了《寻找中国制造隐形冠军·厦门卷Ⅱ》入选企业的授牌仪式，
为厦门扬森数控、坤锦电子、东亚机械、麦丰密封件等 21家技术领
先、长期专注特定细分市场并具有市场领导地位的“隐形冠军”企
业授牌。至此，厦门市已遴选出两批共 47家“隐形冠军”企业。

本次大会以“聚焦高端装备制造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行业权威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端制造领域企
业代表等 150 余人会聚一堂，就加强高端装备产业合作交流与
技术协同创新，引导更多企业迈向中国制造“隐形冠军”，促进上
下游供需对接等事项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21家厦企上榜
中国制造“隐形冠军”

本报讯（记者 张杰） 15 日，龙岩金融会客厅揭牌仪式暨
2023 年首届金融沙龙活动在龙岩金融中心汇通大厦龙津基金
小镇举行。

据悉，龙岩市金融会客厅由龙岩市和新罗区一体联合打造，
面积 1200 平方米，既可满足基金管理公司入驻，又可举办金融
沙龙、项目路演等活动，通过基金聚集、赋能加速、投资朋友圈三
个定位，发挥“招、投、落、服”四个联动，是服务当地产业发展、项
目招商，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闽西金融名片。

揭牌仪式上，新罗区政府、雁翔集团、龙津产投公司分别与
盈科资本、汇银资本、兴证创新资本、广州黄埔投资、兴业银行龙
岩分行、兴业证券龙岩分公司等 6 家投资机构签署金融·基金项
目合作协议，进一步发挥基金小镇“汇聚资本、汇聚人才、汇聚产
业、汇聚效益”的作用，赋能企业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
助推龙岩市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后，“金融联盟，共话发展”2023 年首届金融沙龙活动在
龙岩金融会客厅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福州，以及龙岩市
属国有投资机构的 10 余名嘉宾把脉宏观大势，深入探讨新形势
下投资策略，助力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龙岩金融会客厅揭牌
2023年首届金融沙龙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廖丽萍） 近日，ABB 厦门工业中心“碳中
和”园区示范基地项目举行落成典礼。作为 ABB 在全球最重要
的生产基地之一，该示范基地项目的落成将实现 50%电力的清
洁能源替代，预计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1.34万吨。

位于火炬（翔安）产业区的 ABB 厦门工业中心占地面积为
42.5 万平方米，员工 3000 人。“碳中和”园区示范基地项目采用
创新的能源调控系统，集成新能源发电和储能系统的应用，大幅
降低碳排放和提高用能效率。

“ABB 厦门工业中心‘碳中和’园区示范基地项目是企业低
碳转型的示范样板。”ABB 电气中国总裁赵永占介绍，目前，
ABB 厦门工业中心已安装了 10 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实现了绿
电替代，同时，部署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对园区的“电源-电网-
负荷-储能”进行精准调控。ABB 厦门工业中心积极借助 AI算法
技术，实现用电低碳化和经济性之间的平衡。

当日，位于厦门 ABB 开关有限公司的开关柜体机器人装配
工作站实现量产。该机器人自动工作站实现了开关柜柜体的装
配流程自动化，无需人工参与，即可将数十种物料拼装成完整柜
体。自动化和智能技术在制造领域的大规模应用，让企业实现了
集约化管理，大幅度降低能耗的同时，提升产能与效益。

ABB厦门工业中心
“碳中和”园区示范基地落成

核 心

提 示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
有关情况，重点推介了10种农作物、241个优良品种。我省马铃薯品种“闽薯
1号”获重点推介。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马铃薯在我省粮食作物中仅次于水稻、甘薯，居
第三位，是主要春粮，也是我省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闽薯 1号”在我省马
铃薯种植面积中占“半壁江山”。

在福建，沙地种植马铃薯面积约 15万亩，占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的五
分之一。利用沙地冬种马铃薯，既可减少土地使用“空窗期”，不与水稻抢水
争地，又可提高冬闲农田利用率，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年来，我省农

业科技工作者从一颗小小的马铃薯出发，为其搭配起良种、良法、优良设施
三配套，自主选育马铃薯品种“闽薯 1号”，形成了以“一选、两减、三高、三
防”为主要内容的“滨海沙地马铃薯绿色高效丰产栽培技术”。

“使用‘滨海沙地马铃薯绿色高效丰产栽培技术’栽培的马铃薯，每亩效
益约 4360元，15万亩的地，一季种植，就给全省种植户带来超 6亿元的收
入。”国家马铃薯产业体系福州试验站站长、福建省农科院副院长汤浩研究
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借助这一栽培技术，化肥、农药减量三至四成，劳动力
成本节约近半，每亩效益增加15%左右。

荒沙变黄金。小土豆的无限可能，在福建各个角落，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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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良种
又是一个丰收年。近日，在平潭综合

实验区君山镇昆湖村，陈和好循着田埂开
始劳作。“哒哒”的马达声回荡在田间，机
器之下，新翻出的马铃薯个个圆滚饱满，
整齐划一排列在田垄上。

“最后一批了！我们种了 1200 亩马铃
薯，总产 360 万公斤！”刚忙完良田面积和
产量复核，陈和好喜滋滋地告诉记者，“平
均亩产 3000 公斤！”他还记得最初种植马
铃薯时，最优时亩产只有 1000多公斤。

“狂风过处风沙起”，这是平潭独特的
地形地貌，在大气环流和浩瀚海洋作用下
形成了季风明显的海洋性气候，蒸发量往
往大于降水量。

风沙之地，是如何成为现在“富裕粮
仓”的呢？

时间回到 2016 年的一个冬天，如往常
般，陈和好又来到地里，俯身查看马铃薯长
势。他碰到了福建省农科院副研究员纪荣
昌，一名即将扎根在平潭5年的科技特派员。

交谈间，陈和好第一次认识“脱毒种
薯”的概念。原来，生产上用的马铃薯品种
多为四倍体，基因复杂，杂交后代性状分
离大。在农业生产中，马铃薯并不直接用
种子来播种，而是用块茎进行无性繁殖。

“‘脱毒种薯’具有产量高、品质好、抗性好
等优点。”纪荣昌说。

彼时，陈和好是昆湖村的马铃薯种植
大户，300 多亩的地，他打理得也算井井有
条。听说，相比起普通种薯，“脱毒种薯”生
产成本会有所提高，他面露犹疑之色。

纪荣昌直言：“你要是觉得贵，我们农科
院可以免费提供10亩‘脱毒种薯’给你试种。”

此话一出，陈和好吃了“定心丸”。
此后一段时间里，纪荣昌常跑到实验

室。他穿上白大褂，通过净化风淋室，左手
拿着镊子，右手拿着解剖针，将马铃薯的
茎尖组织剥离出来并进行病毒检测。

几进几出，团队最终为陈和好专门定制
了农科院新品种“闽薯1号”一级脱毒原种。

“闽薯 1 号”，是汤浩研究员带领科研
团队，从 2005 年起历经近 10 年时间选育
而成的马铃薯品种。

该品种适宜福建冬春季种植，其中冬
种播种期一般在 11月至 1月，春种一般在 1
月至 2月。“福建冬作马铃薯最早于春节前
后上市，持续供应至 5月份，此时正值北方
主产区断档期，价格优势明显。”汤浩说。

据了解，目前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近
75万亩，其中冬作马铃薯占比超过八成。

“闽薯 1 号”在陈和好的田里，很快就
表现出优势。第二年，在马铃薯收获测产
后，平均亩产达到 2500 公斤以上！看着遍
地又大又圆的马铃薯，陈和好满脸笑容。

施良法
2018年，当“闽薯 1号”一级脱毒原种在

陈和好的田里顺利“安家”时，距离平潭 100
公里远的长乐，利丰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陈颖也在寻找“适合本地的原创优良品种”。

陈颖是“农二代”，也是“90 后”新农
人。从种黑龙江克山县的“紫花 851”，到转
种市面上流行的“兴佳 2 号”，自家近千亩
马铃薯基地以往都靠省外引种。“老话常
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的现象，在这块田里没少发生。一开始种
得很好，但种性逐年退化，很快就病害频
发，产量锐减。”陈颖说。

“闽薯 1号”是否能在陈颖的农田里脱颖
而出？2018年种下后，陈颖也充满了期待。

种地选良种，还要用良法。“农业安全
的根基，一个是种子，另一个则是土地。”
汤浩说。

原来，沙质土壤，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我省一些滨海沙地富含钾元素，且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马铃薯生
长和薯块膨大。“但缺点也显而易见，滨海
沙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保肥保水力
弱，温差变幅大，一旦遇上生产者水肥管
理水平低、施肥方式单一、耕作措施不合
理等，自然难以丰产。”汤浩解释道。

在种植户眼中，“大肥才能出高产”。
因此，过量施肥现象，在田间屡见不鲜。

2018年，福建省农科院作物所开展的一
项针对全省马铃薯化肥用量的调研结果显
示，福建马铃薯复合肥用量在 100-200 公
斤/亩之间。以长乐为例，该区域马铃薯复合
肥用量为 150公斤/亩以上，用量普遍超过福

建其他主栽品种的适宜施肥量，超20%以上。
彼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马铃

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立
项实施，下设 10个课题，“华南区马铃薯化
学肥料和化学农药减施技术模式集成与
示范”课题组负责人正是汤浩。

自此，课题组成员辗转于福建平潭、广
东惠东、江西高安、湖南湘西等 12个核心示
范基地，根据当地产业的具体情况，集成示
范了抗病品种、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全程
小型机械化、病虫害预警防治等关键技术。

高效抗病品种筛选、氮肥高效运筹、
有机无机肥配施、水肥一体化、酸性土壤
调 理 剂 、稻 草 还 田 、安 全 高 效 药 剂 筛 选
……一项又一项试验在 12 个“试验田”中
一一展开。汤浩团队也逐渐探索出了“两
个减法”，一是化学肥料减施，结合有机肥
部分替代化学肥料、优化氮磷钾配比、在
有条件区域根据生长特性开展水肥一体
多次施肥的技术方案；二是化学农药减
施，在部分区域建立晚疫病监测预警系
统，指导科学用药。

数据显示，“马铃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实现了化肥减量25%、
化学农药减量 30%，马铃薯增产 3.05%～
26.2%，化肥利用率提高 28.81%～57.81%。该
技术在华南地区推广超过10万亩。

高产出
一年又一年，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科

研团队逐步探索出良种、良法、良技的综合
运用，给了马铃薯种植户增产的“底气”。

“稳住，匀速前进就可以了。”田地里，
陈和好嘱咐马铃薯收获机上的机手。只见
马铃薯收获机在田埂上驶过，马铃薯的茎
秆顺势“自动剥落”，只剩干净的马铃薯整
齐有序地排列在田垄上。

记者观察了一下，马铃薯收获机来回
驶过 200 米长的田埂，仅需 8 分钟，田地里
也只有 3名工人在捡拾马铃薯。

2019 年，汤浩团队在栽培马铃薯中对
机械化采收作了改进，采用“一种薯类切
蔓机刀辊”改造技术后，能有效提高沙地
马铃薯收获效率和质量。该技术在 2022 年
获得国家新型实用专利。

这只是一个缩影。
近年来，汤浩团队还推出“三高”耕、

种、收三环节高效机械化作业，实现机械
施肥、旋耕、起垄、打穴，自动喷灌系统机
械化全程灌溉，机械收获与田间运输。同
时，摸索出“三防”高效防病、防旱、防冻技
术，通过马铃薯晚疫病预警系统进行精准
防控，建立高效田间喷灌系统，按苗情和
气候情况喷灌防旱，根据气象预报和田间
微型气象站数据微喷防霜冻等。

得益于此，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从八闽
大地传来。

亩产近 3500 公斤、3700 公斤……在
长乐，“闽薯 1号”年年脱颖而出。陈颖喜滋
滋地将消息传至当地其他种植户耳中。

陈和好的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至原
先的 4倍，平潭还建成全省最大、机械化程
度最高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带动当地 100
多户农户增收。“马铃薯已成为平潭最主
要的秋冬种粮食作物，全区种植面积达
6600 多亩，有近 20 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从事规模化生产。”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
农村局农业处负责人蔡宗信说。

这几年，福建选育出的以“闽薯 1 号”
“闽彩薯 1号”为代表的闽（彩）薯系列马铃
薯新品种，不仅在福建，在广东广州、广西
南宁、云南德宏等冬作区也屡屡出彩，在
相同肥药施用条件下比当地对照品种增
产 5.91%～20.7%。

……
数据显示，目前，“滨海沙地马铃薯绿

色高效丰产栽培技术”在福州、宁德、漳
州、泉州以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等福建冬种
马铃薯主产区的滨海沙地栽培区实现 15
万亩范围推广应用。“闽薯 1 号”在福建马
铃薯品种中的种植面积比例高达 50%。

福建在沙地种植马铃薯，下一步又有一
些“小目标”：通过加快绿色品种选育，提高
肥、药利用率，开展精准施肥和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的研发与集成，形成适合不同区
域、不同耕作制度下的减肥减药综合技术。

“若该技术应用占福建省马铃薯面积
80%，全省每年可节省化学肥料 1.6万吨、减
少化学农药制剂 22.4万公斤、增产 5.6万吨
以上。”汤浩对此充满期待，“福建冬闲田也
有 600万亩左右，‘滨海沙地马铃薯绿色高
效丰产栽培技术’潜在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福建利用沙地种植马铃薯约福建利用沙地种植马铃薯约1515万亩万亩，，绿色高效栽培增产又增收绿色高效栽培增产又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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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进
一步推动马铃薯种薯生产体系、高效
育种技术体系等建设，“牵一发而动全
身”，减肥增效、提质增产是产业发展
的核心目标，需要行业内的专家、学
者、企业及种植户共同努力，密切合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掌握
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才能
实现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和稳定
转化。在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福建从马铃薯种质资源创新、新品
种选育、配套栽培技术等方面开展
技术攻关，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品
种，构建了马铃薯产业专业化、标

准化发展体系，总产量不断增加。
福建是我国南方冬作区的优势

产区，马铃薯冬种春收，与北方主产区
错季收获，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我
省利用沙地冬种马铃薯，促进“冬闲
田”转变为“增收田”，比较效益高，又
能充分利用冬闲田，不与水稻等抢水
争地，为进一步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调优农业种植模式提供了“新路径”。

发展永远是硬道理。提升马铃
薯产业发展质量，需要继续推广良
种，提升种植环节“脱毒种薯”覆盖
率，提高单产；也要在马铃薯基地
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迈上更高的

台阶，探索建立形成符合我国马铃
薯种业发展需求、技术先进可靠、
成效客观评价、利益合理分享、政
产学研用结合的新机制。

作为四大主粮之一，马铃薯对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聚焦马铃
薯产业关键环节，政府应主导加快科
企深度融合，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
持，加强马铃薯育种技术研究与推
广，积极引进创新型人才，培育有核
心竞争力的产业主体，在推动科技创
新、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推动马铃薯产业
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以“科技之花”结出“产业硕果”
□本报记者 林霞

15日，在位于福建福安经济开发区的巨龙电机（宁德）有限公司，
工人在生产线上进行电机配件组装。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巨龙电机（宁
德）有限公司实现工业总产值1.05亿元。 本报通讯员 王旺旺 摄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我省科研人员在大棚种植“闽薯 1 号”组培苗，繁
育微型薯（原原种）。

采用“一种薯类切蔓机刀辊”改造技术后，马铃薯收获变得简单，机器之下，新
翻出的马铃薯整齐划一排列在田垄上。

近日，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君山镇昆湖村，科技特派员纪荣昌（左）和陈和好（右）手
捧刚收获的马铃薯，喜笑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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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割条，用簸箕环盘四次放在面筐内醒面，室内初拉一
遍，再放回面筐醒面，拿到外面的面架甩拉两遍，最后再加工晒
面、捆面……”连日来，在泉州市泉港区南埔镇凤翔村，许多寿面
制作手艺人加紧赶制订单，制作传统手工寿面（上图）。阳光下，
长寿面细如发丝、质地柔韧，手工艺人忙碌穿梭其间晒面、整理，
形成一道别致的乡村生产作业风景。

泉港区南埔镇凤翔村的寿面独具特色，传承至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为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近年来，凤翔村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成立翔农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推动寿面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通过党员带头，与农户联合经营，凤翔村寿面产业在原来私人
经营的五六户基础上，发展扩展到现在已有 20多个手工作坊，加
工户数 50多户，年加工产量达 300吨以上。同时，产品由合作社牵
头帮助销售，供不应求，实现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

拉出一道风景线
□本报通讯员 郭菲凡 洪坤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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