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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培育新品种 配套新种法

《福建统计年鉴》记载，我省李种植
面积约 80 万亩，居落叶果树之首，是永
泰 、古 田 、福 安 等 多 地 的 支 柱 产 业 。但
是，2012 年，叶新福开始涉足“福建李”
的 研 究 时 ，很 快 就 发 现 问 题 ——“ 福 建
李 ”以 芙 蓉 李 为 主 ，品 种 单 一 、种 质 老
化 ，给 人 留 下 的 印 象 一 般 是 小 而 酸 ，口
感不佳，多用于加工，少用于直接鲜食；
同时，还存在未对不同熟期品种交错种
植、未 针 对 气 候 特 点 进 行 种 植 布 局、未
改良品种等问题。

此外，李树花芽需要在冬季休眠期经
历足够的低温才能够解除休眠，正常开花
结果。大部分中国李的需冷量为 500~800
小时。我国南方李生产则主要集中在广
东、广西和福建等亚热带地区，随着全球
气候变暖加剧，南方李产区冬季低温时长
不足的问题愈发严峻，严重影响福建乃至
我国南方各省李生产。

叶新福认为，福建需要解决种植效益
偏低的问题，就要立足本土实际，培育更
多本土化高品质李品种，并使用科学方法
种植和管理。他决定从微观世界入手，率
团队培育更多适合福建种植的高质量新
品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标准化、规范
化的栽培模式。

调查研究是第一步。叶新福团队在全
国鲜食李新品种筛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深入全省各地乃至南方各省收集特异种
质资源，在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和农业农村
部南亚热带作物中心支持下，建立起我国

第一个“南方李资源圃”，鉴定、筛选出一
批优异育种材料，制定科学的南方李柰种
质资源评价与创新利用体系。

研究团队挖掘出南方李早熟、低需冷
量的品种资源“三月李”，以此为突破点，
在中国李基因组学研究领域获得了重要
进展，并以“低需冷量中国李品种‘三月李’
基因组揭示花芽需冷量调控机制”研究为
契机，发表了首个中国李基因组。基于此，
还通过辐射育种、杂交育种等手段，培育
了“福红”等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成
熟期不同、果色不同、风味独特的优质新
品种。

据了解，“福红”李是省农科院果树研
究所选择“三月李”辐射诱变选育而成，具
有低需冷量、优质、适应范围广、早结丰
产、可密植等优点。

良种也需要良法配套。针对李产区种
植管理粗放等问题，叶新福团队着手制定
了福建省地方标准《李树整形修剪技术规
范》，发明“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施肥方法”

“一种成年李树周年栽培管理方法”，并推
广适时疏果技术、果园生草技术等。

永泰县清凉镇的企业和农户首先受
益。2013 年，叶新福团队携手永泰县顺达
食品有限公司，在清凉镇建起了 150 亩李
子园示范基地。

作为一家以加工李果为主的企业，顺
达食品平均每年李果的收购量可达 1 万
吨。“我们与专家团队携手，下大力气打磨
优质高效的配套栽培技术，是想通过示范
基地带动更多的农户参观、学习，促进农
民增收。这也是我们和叶新福博士团队的
共识。”顺达食品负责人林程说。

推广：规模化种植 多渠道增收

今年初，李子新品种“福红”获得农业
农村部热带作物品种审定，这是南方地区
首个获得农业农村部热带作物品种审定
的李子品种。

载誉而归后，叶新福并没有停止脚
步。在叶新福团队的“试验田”里，还有
100 多个自主创新培育的苗头新品种，等
待着市场检验。

记者了解到，目前，团队选育的李品种
已在福建永泰、古田、长泰等多地规模化种
植。在贵州、海南、广西等地，也已推广近万
亩。今年 7 月，在闽宁镇种植的“福红”李，
亮相宁夏科技成果转化暨人才交流合作大
会，吸引众多参会人员观赏品尝，并大受好
评。“大家都没见过这种又脆又甜的红心李
子，这就是来自福建的‘金果果’！”宁夏银
川永宁县科技特派员马雅铃说。

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叶新福的“试
验田”越做越大，并通过建立示范基地、示
范推广新技术、开展技术培训、进行技术
指导、大力宣传引导等方式，逐步让现代
化种植管理技术植根农民心中。

在仙亭山鲜食李基地，记者见到了在
田间地头忙碌的基地负责人李秀妹。“今
年，李子的产量预计不少于 40 万公斤，相
较去年提高了不止两成。”李秀妹介绍道。

2016 年起，叶新福团队与盖洋乡对
接，联手打造仙亭山鲜食李示范基地。团
队历时多年，将配套修剪、疏果、病虫害防
治、水肥管理等种植技术及采后处理技术

“倾囊相授”，促进基地从加工果园向高端

鲜食李园转型升级，并逐渐发展成为永泰
鲜食李核心示范基地，还协助永泰县打造
了灯架山、佛手松等鲜食李示范园。

更令种植户欣喜的是，在科学管理
之下，传统芙蓉李种植也提质增效，“少
年老头树”“结果大小年”等难题得到了
破解。

数据显示，在叶新福团队指导之下，
李子单果重、可溶性固形物分别提高约
20%、18%。“以芙蓉李为例，质量提升后，
意味着鲜果比例更多，果农也能得到更多
实惠。”李秀妹说。采摘下来的新鲜芙蓉李
一般分为鲜果和加工果对外销售。其中，
高品质的芙蓉李作为鲜果直接上市销售，
其他的则作为加工果销往下游加工企业，
每公斤鲜果收购价比加工果高 2~4元。

加工果的买家，正是顺达食品。
这几年，在叶新福团队的帮助下，顺

达食品在李产品的创新研发等方面加强
投入。叶新福团队研发了 2 项加工新技
术，其中“芙蓉李全果果汁饮料”已应用于
顺达食品生产，预计将在 5 年内为该公司
新增产值约 1000万元。

“我们还将旧厂房改建为透明化、标准
化、规范化的李果观光工厂，生产原生李
干、李子醋、李子果汁、化核应子、李子糖浆
等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价值。”林程说。

李产业在永泰县做大做强的同时，叶
新福团队又走上新的征程，力争把“福红”
李及种植管理技术推广给更多地方的种
植户和企业。“我有信心，‘福红’以及‘福
泰’‘丹霞’等一系列高端鲜食李将逐步走
向全国，创造比国外进口李更大的经济效
益。”叶新福说。

10 多年来，叶新福团队一直专注于
三件事：挖掘李花价值、寻求品种创新、重
视技术应用，以技术为产业发展增力。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10 余 年 间 ，不 仅
“福红”李获得农业农村部热带作物品种
审定，福建省地方标准《李树整形修剪技

术规范》制定完成，在叶新福团队及相关
企业带动下，李子种植户的观念、能力也
出现显而易见的改变。他们开始重视技
术应用，注重科学管理，越来越多高端的
李子种植园发展起来；同时，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也被调动起来，把新技术与

传统种植经验相结合，创新性地用于种
植生产中，不少人成为带动一方、推广一
片的“土专家”。

发展福建李特色产业，必须突出农民
主体地位，把科学技术导入、运用于产业
发展中，提高农民科学种养水平。这也需

要各级政府加强宣传和引导，通过科特派
服务实现“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的转
变，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我们期待，在科技赋能农业之下，更
多的福建李品种脱颖而出，更多的种植户
喜笑颜开，更多的乡村喜结硕果。

让科技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本报记者 林霞

碧树葱茏的李园里，紫红色李子挂满枝头，果香扑鼻而来——近日，记者走进永
泰县盖洋乡前湖村仙亭山鲜食李基地，实地探访了省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叶新福
博士及其团队培育的“福红”“丹霞”“福泰”等李子新品种。各个品种的果实都个大匀
称、肉质鲜红、汁多果甜、口感鲜爽，几乎颠覆了记者此前对李子的印象。

福建传统李子品种以芙蓉李、胭脂李、油柰、青柰、花柰等为主，李子种植面
积居全省水果产业第三位；李果鲜食加工兼用，产业链长，其中 70%左右用于加
工。“总体来看，李子产业在福建发展有历史、有条件、有基础，但大部分李果主
要用于制作李干、蜜饯等产品，利润低，增产不增收现象明显，李子市场仍处于
培育期。”叶新福说。

根据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李子市场运营现状分析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2023—2030年）》，我国是李子第一大种植和产出国，但基于庞大消费市场，仍
需大量进口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且进口量大于出口量。李子在我国水果市场
的巨大潜力可见一斑。

如何让“福建李”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2011年，叶新
福组建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南方李研究团队，开始积极探索品种创新，栽培更
多具有创新性的鲜食品种，并建立福建省地方标准，通过科学的栽培和管理方
法，帮助果园提升李产量 20%以上，优质鲜果较加工果收购价格翻了一番，整体
效益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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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同样是在这个暑假，福州大学师生探索

的身影走进了新疆喀什、福清江阴、莆田大
洋、龙岩武平、福州高新区等地，以“一带一
路”、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
为主题，开展社会实践。

多个高校带队老师表示：“大学生们通过
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走进乡村、走进社区、走进
基层，在社会实践中了解国情民情、增长知识
才干，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把学习的知识真正
落到实处，在实践中强化主题教育学习成果。”

以“行”为旨归 主题教育出实效
在主题教育深入推进过程中，我省高校

始终聚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根本问题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
本目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提升人才自主
培养质量。

8 月初，台风过后的福州大学校园内秩
序井然。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题的第九届
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
赛正在这里举行。作为决赛举办地，福州大
学连续八届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中成绩突出，总金奖数在全国高校
中排名第 17，彰显了我省高校在培育创新
创业人才上的成效。

7 月 18 日，福州大学与晋江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科技成果、科研平台对接会
举行，福州大学与晋江罗山街道、盼盼食
品、晋工机械等 15 个单位现场签订校地、校
企合作协议，福建省高层次人才吴海彬教
授、“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海忠教授等 6 位
专家学者围绕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
环境治理、食品、新材料等领域进行科技成
果推介。

以此为缩影，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过程
中，围绕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我
省各高校谋篇布局的脚步在加快——

今年 4 月，福建医科大学与宁夏医科大
学签订对口合作协议，这是自 2017 年签订
首轮合作协议以来，双方在本科生联合培

养、科研合作和师生干部互访交流等方面的
又一“升级”。

着眼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成立以中国
工程院院士郭孔辉为带头人的新能源车辆
运动控制研究院，牵头设立福建汽车产业
创新推进联盟，联合成立宁德新能源产业
学院……福建理工大学立足学校应用型办
学定位，紧扣福建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
业发展方向，推动高校办学主动适应社会
需要和地方产业需要。

福建农林大学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
办学治校的思路举措，该校领导班子带头领
题调研，形成 9 项重点课题，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

““福建李福建李””的突围之路的突围之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霞林霞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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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位于龙岩市武平县的闽鸿顺专用车生产车间内，工
人们在生产线上忙碌作业，赶制一批新的订单。在此之前，工厂
曾因电力线路架设、资金周转问题，面临推迟动工投产的困境。

“多亏挂钩干部帮忙，沟通协调电力线路架设以及惠企政策兑
现，让项目提前一个多月投产。”企业负责人曾新富对武平县高
效优质的服务连连点赞。

今年初以来，龙岩市深化“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行动，聚焦市场主体，找准助企惠企切入点，开展“千名干部挂千
企”活动，把稳市场主体“政策包”第一时间送进企业，让企业切
实感受到有力度的纾困措施、有温度的营商环境。

自活动开展以来，龙岩市 1015 名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者下
沉基层一线，对 1500 余家企业逐一走访，集中解决市场主体面
临的实际困难问题。通过“一家企业一名领导挂钩、组建一个工
作专班、推出一套服务措施”，累计开展帮扶 4250 人次，现场解
答和协调解决困难问题 560个。

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对口合作、乡村振兴一线，龙岩充分
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通过“支部建在项目上”“支部建在产业链
上”，组织工信、商务、税务等涉企部门，开展政策惠企、科技兴
企、金融助企、人才强企等系列行动，破解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
的瓶颈问题。

在武平，每月 10 日开展“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企业服务
日活动，各部门深入走访企业一次，与企业面对面座谈，提供“一
对一”帮扶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服务包”；在漳平，当地建立

“暖新蜂巢”党群服务中心，推出政务咨询、司机之家等贴心服
务；在连城，打造“红领莲商”党建品牌，在产业规范、政策集成、
创新创业、金融扶持等方面提供“妈妈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
展过程中产业集聚、资金链条、物流整合、人才孵化、农产品上行
等一系列难题……

“未来，龙岩将以学促干，大抓招商、大抓产业、大抓项目，以
‘千名干部挂千企’活动为抓手，让民营企业在龙岩投资发展安
心、放心、舒心，聚力推进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
设。”龙岩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龙岩：

干部下沉一线
破解发展难题
□本报记者 戴敏 通讯员 廖倩琳

“头天刚把地拍下，第二天就帮我们办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这样的办事效率和服务真不简单。”日前，福建皓天建筑工业化
有限公司光泽项目部负责人童文浩对光泽县招商项目组的贴心
服务连连称赞。

今年初以来，光泽县“一把手”招商攻坚组主动发挥“管家
式”服务理念，提前介入，靠前服务，推动各部门协调联动，为企
业提供前期项目研判、批前业务辅导、全程帮办代办等服务，进
一步提升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从项目策划到
项目开工再到项目落地后的全流程“保姆式”服务。凭借严格落
实为项目提供审前咨询指导、审中督促办理、审后暖心回访的人
性化服务制度，光泽县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明显，在南平市第二季
度招商引资考评中位列第一。

皓天建筑是光泽县“一把手”招商攻坚组与崇仁乡政府共同
引进的特种新型路面建材项目，总投资约 5.2 亿元，拟征占用建
筑面积 102 亩，目前正在进行场地平整。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年
产 50 万吨特种沥青混凝土及 150 万吨二灰、水稳料，并实现 200
万吨碎石加工、10 万吨交通安全设施加工，年产值可达 8 亿元，
提供约 100个就业岗位。

“企业拍下项目用地后，我们就安排项目帮代办人员“一对
一”跟进，从政策咨询、报批辅导、资料填写到审批发证全程跟
进，帮助企业顺利办好各类证照，实现‘交地即可开工’。”光泽县

“一把手”招商攻坚组常务副组长孔文宇表示。
“开工后，招商组派出专人帮助我们协调解决场地内线杆迁

移、青苗补偿、建筑垃圾清运等工作，得知我们场地需回填土方
13 万多立方米，招商组立即多方联系，两天之内就帮我们解决
这个难题。项目落地后还能提供这么细致周到的服务，确实让我
们感动。”皓天建筑董事长宁子践说。

在福建双圆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部门协调联动和全程帮办
服务让董事长李文迹感到十分暖心。“建设用地拍下后，我们发
现有 400 多平方米的地块不在规范区内，我将这一情况向寨里
镇反映，他们第一时间就到国土局协调，并当场签订土地出让补
充协议，彻底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李文迹说。

李文迹是光泽寨里人，得知他有意回乡创办企业，寨里镇与
县卫健局当即派出专人与他对接，不但在前期为企业当好“跑办
员”，在企业拍下所需建筑用地后，各部门协调联动，一天之内就
帮企业顺利拿到了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
证、施工许可证，大幅度压减了环节、时限，节省了企业的成本。

据悉，为推进招商工作高质量发展，光泽县“一把手”招商攻
坚组精心绘制“产业地图”“招商地图”，瞄准长三角、珠三角、福
厦泉等重点地区实施精准招商。1—7 月，招商组累计外出招商
70 余趟次，推动三峡光伏发电、海圣饲料二期、圣新供热等 9 个
圣农产业链项目顺利落地；同时，聘请 12 名“乡贤”作为招商顾
问，代表政府牵线搭桥，开展招商引资，对接洽谈了新型建筑材
料、城西新城商业综合体、矿泉水瓶坯等 6个招商项目。

光泽：

当好招商顾问
做好企业“保姆”

□本报通讯员 邱洪福 官燕

日前，武夷山市税务局武夷税务分局与武夷街道八角亭社
区联合开展武夷山国家公园“251”环线最美党建示范点活动。今
年上半年，该分局走访企业 80 余家，解决企业数电票开具、定额
调整等实际问题 11 件。图为近日，该分局青年税收特派员到当
地竹木企业走访，送去税收优惠政策。 林宇晨 摄

叶新福展示新鲜采摘的“福红”李。 叶新福团队培育的李子新品种个大匀称、肉质鲜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