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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连城县新泉镇西村村一个山
坳里，成千上万小蜜蜂翩跹飞舞在黄金
百香果园，一个个黄泥蜂箱点缀其间。种
果兼养蜂户、返乡创业大学生董兴煌和
妻子谢琼秀，正仔细观察蜜蜂度暑生长
情况。

据悉，董兴煌毕业后在厦门某公司
担 任 高 管 ，回 乡 探 亲 时 发 现 ，家 乡 有 着
优渥的生态资源，但却缺少开发利用的
致富项目。“关键是缺‘领头人’。旧观念
不改变，有资源也难挣钱。”2014 年，董
兴煌毅然与妻子一同辞去工作，回到家
乡开发“种植黄金百香果+生态养殖蜜
蜂 ”的 创 业 项 目 ，一 同 成 为 敢 吃 螃 蟹 的

“新农人”。
在镇党委、政府与村“两委”积极支持

下，夫妻俩成功流转土地，解决水源等问
题，注册创办了蜂宝家庭农场和“泉心泉
意”品牌，带动并扶持全镇 60 多户村民养

蜂、种百香果。
董兴煌苦心钻研、大胆开拓蜜蜂养

殖新技术，研发用黄泥夯打出蜜蜂舒适
的冬暖夏凉“土蜂箱”，相比传统养蜂方
式产蜜量提升了 18%，纯度提升了 9.8%，
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今，他的农场从
最初的 40 余亩百香果、20 箱（群）蜜蜂发
展到 200 多亩百香果、600 多箱（群）蜜蜂
的产业规模，年产蜂蜜 8000 多公斤，产值
达 68 万多元，并先后获评县级示范农民
专业合作社、市级大学生回乡创业示范
基地等。

“我一直牢记创业初衷，要让家乡父
老过上好的生活。”董兴煌说道。近几年，
他带动全村 10 户村民种植 200 余亩百香
果 ，总 产 量 达 2 万 多 公 斤 ；养 蜂 300 箱

（群），总产蜂蜜 2250 公斤，产品销往北
京、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地，每年还有
2000多人次来自助采摘百香果。

连城蜂蜜：

黄泥夯蜂箱
产量纯度提上来

□邹善水 沈桂芬 文/图

三伏天里，暑气袭人。但在泰宁县的
三明市运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菇棚内，温
度适宜，空气里弥漫着阵阵菇香。

“草菇生长对环境和温度要求很高。”
厂长杨龙金说，该栽培厂房采用的是新型
爱尔兰智能温控大棚，棚内全智能温控，
让草菇住上恒温“空调房”，一年四季都能
在最适宜的环境中生长。

草菇是南方夏季特有菌类，喜高温高
湿环境。过去，草菇只能在夏季栽培，到了
冬季，温度过低，难以成活。有感于此，杨
龙金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智能设备，在
全国率先实现草菇工厂化周年栽培，填补
了草菇生产技术空白。

近年来，泰宁县以打造特色农业产业
为突破口，鼓励支持草菇等特色食用菌发
展。让草菇住进“空调房”，仅仅是泰宁草
菇产业技术创新的一个方面。

走进现代化菇棚，可见一颗颗草菇如
黑珍珠一般“镶嵌”在菇床的上下两面。这
是当地探索使用的是当地探索使用的““正反面出菇正反面出菇””生产技生产技
术术，，比传统出菇方式多出一倍的出菇面比传统出菇方式多出一倍的出菇面

积，能够有效提升菇房的利用率。同时，当
地还“变废为宝”，将海鲜菇、鹿茸菇的废
菌渣发酵后用于草菇栽培。

不仅如此，当地还首创了“二次上料”
栽培模式。“前一茬草菇采摘完毕后，在原
来的菇床上再铺一层 7 厘米厚的栽培料，
又可以重新出菇。”杨龙金说，“二次上料”
能够提高原材料利用率，节省一次上下料
的人工成本，“平均一个大棚可以节约成
本 2000 多元，全厂一年可节约成本 30 多
万元”。

如今，在泰宁县朱口镇音山村宝盖岩
水电站边的草菇生产基地有新型爱尔兰
智能温控大棚 18 个，每个菇棚立体栽培
面积 270 平方米，日产量达 1500 公斤左
右，一年下来可收获草菇 500多吨。

工厂化生产，带动当地菌菇产业蓬勃
发展。眼下，当地正积极探索“龙头企业+
基地+农户”等农业产业化合作模式，通过
技术培训，引导周边农民在基地内从事采采
摘摘、、种植等工作种植等工作,,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得益得益
于此于此，，每个农户年收入可达每个农户年收入可达 44万至万至 66万万元元。。

泰宁草菇：

种在“空调房”
一年四季都能长

□本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唐茜 王菲 文/图

“由于向下生长的特性，巴戟天采挖
困难。今年，我们采用浅根槽栽培技术，使
用半圆形塑料槽在地上栽培巴戟天。若栽
培成功，便可以解决采挖难题。”眼下，一
场巴戟天高效栽培研究正在南靖县和溪
镇进行，研究项目的建设单位——振家洋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傅梅桃向
记者介绍。

创新栽培方法，只是当地探索巴戟天
生产转型的诸多尝试之一。

巴戟天是漳州市传统名贵中药材和
地方特色农产品之一，被列入我省“福九
味”中药材。其中，尤以产自和溪镇的巴戟
天最为名贵，已经成为当地一块金招牌。
近年来，高校、专家、企业携手进行技术攻
关、产品开发，以破解人工栽培巴戟天发
展瓶颈，擦亮“和溪巴戟天”金名片。

野生转家种 年产近4000吨

近日，趁着清晨天气凉爽，和溪镇林
坂村农户林顺伟叫上工人，上山到自家基
地采挖巴戟天。种植了十多年的巴戟天根
系发达，一节接着一节，形似缠绕的鸡肠。

巴戟天又称不凋草、三蔓草，药用部
位是根部，素有“南方小人参”之美誉。《神
农本草经》和《本草图经》均列巴戟天为上
品，是著名的“四大南药”之一。和溪镇属
于山区低丘陵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土地肥沃，野生巴戟天资源丰富，也是最
早人工栽培巴戟天的地方，被誉为“巴戟
天之乡”。

和溪镇人工栽培巴戟天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漳州名产志》记载：为发展生产
巴戟天，1966 年春，南靖县医药公司与和
溪大队在和溪池塘坑开展山地巴戟天野
生转家种（无性繁殖）试验并获得成功。随
着市场巴戟天药材紧张，供求矛盾突出，
1972 年，南靖县人民政府将巴戟天生产列
入国家生产计划，在和溪镇发展巴戟天生
产。但因没有掌握巴戟天的野生特性和人
工生态栽培要点，加上未能有效防控茎基
腐病等病虫害，导致定植后的植株大量枯
死。1976 年，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把巴戟天
栽培技术列为重点科研项目。经过多年反
复探索试验，攻克了巴戟天家种栽培技术
和田间管理难关，并培育出适合当地种植
的优良品种“和溪 1号”“和溪 2号”“和溪 3
号”和“南亚号”4个新品种。

人工栽培巴戟天药效如何？1983年 12
月，我省相关部门在厦门召开会议，对南
靖巴戟天进行鉴定，认为植龄五六年采收
的巴戟天化学成分与野生巴戟天基本相
同，完全符合药用要求。1992 年经中国药
科大学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和生物教研
室论证，和溪生产的巴戟天与各地对比含
有效成分最高。2011 年“和溪巴戟天”获批
为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和溪巴戟天’种植历史悠久，底蕴
深厚，且有着优异的品质，是当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南靖县农业农
村局推广研究员林南平说。目前，和溪全
镇 巴 戟 天 种 植 面 积 4200 亩 ，年 产 量 近
4000吨。

产学研携手 产业化种植破题

巴戟天人工栽培多种于林下，采取扦
插的方式培植。“巴戟天要达到药用标准，
至少要达到 5年植龄。作为一种经济作物，
它的生产周期太长了。”林顺伟从事巴戟
天种植 16 年，现种植面积 20 多亩，巴戟天
生长年限长达 14年。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
效益，这几年，他着重发展黄杨木，而巴戟
天则处于“放养”状态。

林顺伟生产积极性不高在当地并非
个例。“和溪巴戟天价格是外地的六七倍，
可是整体经济效益却不高。”2021 年，省农
业科学院高级农艺师、省级科技特派员苏
海兰带领团队走进和溪调研巴戟天产业
发展情况，发现除生产周期长、采挖困难
外，和溪巴戟天产业还存在规模化生产基

地少、整体经济效益低、产业抗风险能力
较差等诸多问题。

缘此，去年 9月，福建省科技重大专项
《特色林下药材良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
术》中，巴戟天研究内容落地和溪镇迎富
村游龙山，振家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
项目建设单位，省农科院、漳州市种子站
提供技术支持，携手进行巴戟天资源收集
与评价、生态栽培技术研究。

振家洋农业现种植巴戟天面积上百
亩。近日，记者走进该公司种植基地，山坡
上成片的巴戟天长势良好，自动喷灌系统
正在浇水。

“巴戟天苗期成活在于‘荫’，保苗高
低在于‘水’，后期高产在于‘阳’。”傅梅桃
介绍，眼下是巴戟天的抽芽期，正是需要
水的时候。自动灌溉解决了传统种植依靠
天气的弊端，有利于提高成活率、促进根
系生长。

今年以来，苏海兰作为研究专项主持
人，多次带队到田间地头开展育苗、种植
指导。在专家指导下，企业建立了巴戟天
种质资源圃，进行巴戟天种质筛选，外地
优良品种试种以及生态高效栽培技术研
究。目前，该资源圃已种植了 10 多种巴戟
天，进行了开沟起垄、浅根槽、限耕容器等
轻简化及生态配套栽培技术试验。

“我们将以生态环境、有效成分含量、
经济效益等为指标，对不同栽培方式的巴
戟天进行生物学特性评价，选出最优栽培
方式；同时，对不同生长年限的巴戟天进
行质量评价分析，形成切实可行的分等级
分批次生产模式，助力巴戟天产业化、规

模化发展。”苏海兰说。
此外，省农科院、漳州市种子站、福建

省振家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还与漳州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和溪巴戟天”药理
与疗效分析研究合作，进行巴戟天产地初
加工和生态种植规程制定，解决巴戟天生
产加工标准参差不齐的现状。

“在专家指导帮扶下，我们从育苗和
种植方式、管理及病虫害防控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尝试，并不断取得新突破，有信心
把产业做大做强。”傅梅桃说。

多样化开发 茎叶也能变真金

巴戟天除直接作为珍贵中药材外，还
通过药酒、药膳等形式走上百姓餐桌。采
摘回来的巴戟天经过简单的洗、晒处理，
便可切片浸泡黄酒或高粱酒，密封制成巴
戟天酒；或者搭配猪龙骨、猪蹄、瘦肉等煲
汤，汤、肉、药材均可食用。“巴戟天炖番
鸭”等药膳已成为南靖特色菜。

然而，在傅梅桃看来，“巴戟天一身都
是宝”。自 2018年返乡创业以来，傅梅桃便
着手研发巴戟天新产品，探索药酒、煲汤
以外的食用方法。

巴戟天是缠绕攀缘的藤本植物，农户
要定期修剪枝条。此前的修剪过程中，大量
的茎和叶被丢弃。傅梅桃却将这些修剪下
来的藤条茎叶进行再次利用，把嫩叶和茎
分开进行晾晒，再分别制作成巴戟天茶。

“巴戟天叶茶的汤色和味道与传统的
茶叶味道相像，而茎制作的茶相对甘甜。
目前我们正对巴戟天茶进行功效检测，产
品如果成功面市，将增加农户收入，解决
巴戟天成本回收过慢的问题。”傅梅桃说。

此外，游龙山拥有中国工农红军“攻
克漳州第一站”的战壕遗址，是一个集红
色教育、康养休闲、特色农业等多种旅游
功能为一体的景区，已经成为当地新晋的
旅游网红打卡地。目前，该公司已在景区
建设了巴戟天展示馆，向游客展示宣传巴
戟天产品的功效和开发情况。

“未来，巴戟天种植基地和展示馆也可
作为我们旅游观光的新项目，让游客实地
了解巴戟天从种苗培育、高效栽培到食用
药用等从生产到舌尖的全过程。通过科学
种植、多样化开发利用和旅游观光结合，一
定能把巴戟天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擦亮

‘和溪巴戟天’的金名片。”傅梅桃说。

南靖和溪巴戟天：

槽里栽 整株用 好种好挖更好卖
□本报记者 李妙珠 通讯员 张志伟 文/图

苏海兰（左一）带领团队在和溪镇进行线耕槽栽培试验。

运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菇棚内运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菇棚内，，杨龙金在察看草菇长势杨龙金在察看草菇长势。。

本报讯（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周文鑫） 近日，莆田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出台《关于加强自动售货设备、无人售货商店等新业
态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督促新业态经营
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
莆田市首次专门针对新业态食品经营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填
补了行业监管空白。

随 着 互 联 网 、人 工 智 能 等 技 术 的 快 速 发 展 ，全 新 的 商
业 模 式 正 在 兴 起 。当 前 ，在 莆 田 ，利 用 自 动 售 货 设 备 实 现
无 人 售 货 的 新 业 态 越 来 越 多 ，主 要 分 布 在 校 园 、公 园 、医
院 、商 场 等 场 所 ，在 市 民 日 常 生 活 中 发 挥 着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作 用 。

该意见明确，对使用自动售货设备的新业态食品经营者实
行“一证通”制度，经营者在莆田市内一个经营场所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或备案后，到市内其他地点设置自动售货设备的，无需再
办理许可或备案，只需将自动售货设备设置点向原许可（备案）
市场监管部门报备。2023 年 12 月 1 日后，根据《食品经营许可和
备案管理办法》，将实行全省“一证通”。实行“一证通”制度，能有
效解决跨区域设置自动售货设备的经营者往返多地办理证照的
不便。

该意见规定了新业态食品经营的设备、场所、信息公示等条
件要求，要求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并落实食
品进货查验记录、食品贮存、食品安全自查、不合格食品召回等
食品经营全过程管理制度，认真查验并保存供货者的许可证、每
批次食品检验合格证明和食品购货凭证，保持食品贮存环境整
洁卫生，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品，专区销售特殊食品，定期清洗
消毒设备等。

此外，该意见还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新业态食品经营
者的监督检查，许可（备案）市场监管部门和自动售货设备设置
地、仓库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各司其职、沟通协作。加强自动
设备设置点登记管理、信息公示管理、经营者风险分级管理、食
品监督抽检等，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当事人限期整改到位，
整改不到位的依法查处。

莆田：

无人售货将实现“有人监管”

本报讯（记者 戴敏 通讯员 罗玉文 王晰婧） 记 者 从 龙
岩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促进物流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全力
打 造 闽 粤 赣 边 区 域 物 流 和 供 应 链 中 心 ，日 前 ，龙 岩 市 出 台

《龙 岩 市 推 动 交 通 物 流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九 条 政 策 措 施》（下 称
《措施》）。

据悉，九条措施包括“支持运输企业发展”“加强优质物
流企业招引”“加强龙头物流企业培育”“鼓励企业专业化规
模化发展”“统筹交通物流发展”“支持建设物流园区”“积极
发展‘仓储+冷链配送’等新模式”“加强用地支持”和“实行
贷款贴息”等。

《措施》明确，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对纳入规上服务业的
运输企业，营业额、纳税额等条件符合要求的，给予补助，同
时在中心城市绕城高速 6 个收费站实行差异化收费；对年物
流营业收入符合要求的引进企业，以及对兼并、重组、联盟等
方式，实现资源整合“抱团发展”且年营业额达到要求的，给
予资金奖励；对新购置登记注册地为龙岩的总质量 12 吨及以
上营运货物运输车辆，给予贷款贴息补助；支持企业积极发
展“仓储+冷链配送”等新模式，对投资购置冷链装备达到要
求 的 ，按 投 资 额 的 5%给 予 补 助 ；鼓 励 企 业 专 业 化 规 模 化 发
展，对年度新购置营运货物运输车辆达到要求的，给予购车
补助。

龙岩出台措施
推动交通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颖 通讯员 林慧 张武） 记者从福建省运
输事业发展中心获悉，近日，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南航物流”）厦门城市货站项目正式启用，这是南航城市货站首
度落户厦门。

作为南航物流在福建地区首个创新型城市货站，该货站集
前置仓集货、预安检、分拣拼货、跨境申报、陆空联运等综合服务
于一体，可满足客户国内、国际货物运输多样化需求。

此次南航在厦门打造“城市货站+自贸园区+跨境电商
联盟”的创新协作模式，可为园区企业提供“T+2”送达的定
制化洲际航线服务，电商企业、城市货站同园区预安检、交货

“无缝链接”，丰富特区航空物流服务形式，提升闽西南及周
边地区外贸出口效率，进一步增强厦门本土进出口货物的竞
争力。

南航物流厦门城市货站
项目启用

11 日，福清市利桥古街，为期 3 天的主题汽车嘉年华拉开序
幕，车模走秀、乐队表演、热力舞团等活动精彩上演，30 多家车
企、近 50辆新能源汽车和平行进口车同场亮相。

近年来，福清市聚焦汽车市场消费，将汽车、生活、文化、潮
流相结合，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不断增强新能源汽车和
平行进口车认知度，有效提振汽车消费。

图为市民在嘉年华上游览。
谢贵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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