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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田”里的挑战

连日高温无雨，但近日当记者抵达
三明市三元区洋溪镇时，那一块 20 多亩
的“试验田”上方，乌云密布，紧接着下起
了雨。

阮宏椿高兴地摩挲着双手，告诉记者：
“这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试验田’，常年
雨水充沛。”

洋溪镇位于三元区与沙县区的中间
节点位置，毗邻沙溪河，青山环抱、溪流密
布、气 候 宜 人 ，最 高 峰 锣 拔 顶 海 拔 1537
米，大气环境质量达国家Ⅰ类标准，水流
域达Ⅲ类水质。

撑着伞，记者步行至“试验田”。这块
田被分成了大小相同的 40 余块，并且每
一块都插上了数字标号。记者钻进密密匝
匝的玉米地里察看，比人还高的玉米，有
的已经开始结穗。

“瞧，这就是大斑病。”阮宏椿指着其
中一棵玉米说。记者观察到，病斑已经沿
叶脉扩展，条纹呈褐色，叶片上有很多小
斑点，颜色呈锈黄色。

大斑病，是闽北地区的玉米地最常碰
到的病害。遇到温度较低、气候冷凉加上连
雨天气就更糟心了——这是大斑病最适宜
的一种气候，也是闽北地区常见的气候。

无独有偶。7—8 月是玉米南方锈病
在我省的主要侵染期，特别是台风季，有
利于锈病菌夏孢子的扩散流行，加之高湿

条件持续，南方锈病在三明等地也成为主
要流行病害。

“我省玉米播种面积在全国处于较靠
后的位置，但在玉米病害这方面，却没少
受折磨。”阮宏椿分析说，特别是近年来，
鲜食玉米由于具有甜、糯、嫩、香等特点，
逐渐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新宠”，鲜嫩的
鲜食玉米更是容易饱受病害摧残。

而“试验田”里的玉米面临的环境，比
普通农田里的更为苛刻。2021 年起，福建
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定中心在这块“试验
田”里，装上了病虫智能监测、信息采集及
绿色防控系统，建立自动喷淋防虫育秧

（苗）网室，安装智能化田间抗性诱发系
统、水肥一体化系统及沉淀净水池等，为
病害创造了更为舒适的环境。

“多数时候，我们选择大斑病菌、小斑
病菌、纹枯病菌、锈病菌、茎腐病等 5 种病
原菌，通过人为提高湿度等方式，给它们
的入侵创造了有利条件。”阮宏椿说，比
如，为了模拟雨季的降雨量，玉米每天要
被喷淋 3次，一次不低于 1个小时。

去年春天，这块“试验田”就接待了来
自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提供的东南春玉
米组、南方（东南）鲜食甜玉米组和南方

（东南）鲜食糯玉米 1 组的 46 份玉米品种
及生产对照品种。

垄宽 1 米，每垄种植 2 行，行长 8 米，
行距 0.7米，普通玉米株距 0.24米，鲜食玉
米株距 0.27 米……阮宏椿团队为这些玉
米制定了“标间”，还划分了“社区”，包括

小斑病抗性鉴定圃、纹枯病抗性鉴定圃、
玉米茎腐病抗性鉴定圃等。

熬过各种病原菌的直接攻击，玉米就
能脱颖而出，走向全省的农田。

“以 2022 年春季为例，超过半数的玉
米在这块‘试验田’中因为表现为感镰孢
茎腐病或感腐霉茎腐病等而被评为‘不合
格’，也有如‘川单 99’‘谷神玉 6号’‘闽玉
108’等近三成品种因‘表现优异’而被福
建‘录取’。”阮宏椿说。

走向全省的“优等生”

从福建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定中心
走出的“优等生”不在少数。

走进三明市大田县桃源镇甜玉米标
准化种植基地，刚长出来的甜玉米被绿叶
包裹着，叶子随风舞动。4000 亩的玉米地
里，种植的都是“闽甜 6855”甜玉米。

甜玉米带来了甜日子！记者了解到，桃
源镇13个行政村的村民，几乎都参与种植
甜玉米。合作社对村民种植和采收进行统
一指导，玉米地每次采收的产量在 3000～
3500斤，一亩产值在3500元到5000元。

早在 2015 年，“闽甜 6855”甜玉米就
被福建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定中心评为

“优等生”。“田间调查发现，该品种抗大斑
病、抗小斑病、抗锈病、中抗纹枯病、抗茎
腐病、抗粗缩病。”阮宏椿说。

从福建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定中心
走出的“优等生”拥有较强的“抵抗力”，流

转至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
选育时，则需要了解品种的丰产性。

2020 年，项目组分别在福建省夏播
区和海南省冬种区建立“闽甜 6855”千亩
示 范 片 ，经 专 家 测 产 验 收 ，亩 产 分 别 为
1552.4 公斤和 1418.6 公斤，其中海南省比
对照增产 19.6%。

“‘闽甜 6855’在全国推广面积达 50
万亩，社会经济效益增加了约 4 亿元。其
中，2019 年在福建推广面积占全省甜玉
米种植面积的 33.13%，为当年我省甜玉
米推广面积最大的品种。”福建省农科院
作物研究所旱作物研究室主任廖长见说。

当玉米鉴定有了标准，流入市场的玉
米种子也更受农户的喜欢。“闽双色 6 号”
就是其中一个。作为水果型超甜玉米，该品
种为东南、西南两个类型区的国家审定双
色甜玉米品种，也是东南区双色玉米种植
面积最大的品种，年种植面积近10万亩。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福建省自身的气
候条件和作物栽培方式，阮宏椿团队还建
立了 12 套福建省主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
定和评价技术体系，将福建省作物品种抗
性研究和鉴定评价工作与国际规范接轨。

“每年，经过团队把关的玉米品种超
100 种。在福建省农科院科研接力之下，
得以保存玉米大斑病菌、小斑病菌、纹枯
病菌等作物病原菌 5000 余株。”阮宏椿
说，获得东南片区国家玉米抗性鉴定试验
点资质，意味着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为福建
乃至全国寻找更优质的玉米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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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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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种子则是
粮食安全的根基。一个品种若是抗性差，
感病或者高感病，种下之后，给农民带来
的是持续不断的烦恼。引进推广一个品
种之前，加大测试，“摸清”其在福建的适
应性，非常重要。

多年来，福建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
定中心系统地调查了华东地区玉米叶斑
类病害分布与危害，系统调查了玉米大
斑病、小斑病的田间病情消长动态，制定

“玉米叶斑类病害综合防治技术规范”地
方标准等，让各个品种的玉米进入福建
区域有了标准与规范。

品种好不好，抗性是基础、是重点，

离开抗性说高产，是不现实的。明白品种
的抗病性，方能为品种精准定位，避开病
害重发区。可以说，品种抗性鉴定，是链
接科技与市场、贯通研发和推广的重要
一环。

几十年来，福建省农科院相关团队
通过田间试验，更真实地模拟玉米在自
然环境中的生长情况，从而更准确地评
估各个品种玉米的抗病性能，为品种推
广应用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在多次的
观摩会上，其他省份专家纷纷评价，“试
验田”种植规范、管理精细，抗病性鉴定
符合标准规程，鉴定结果客观真实地反
映了供试品种的抗性特性。

今年初，福建省农科院植保所抱回
了一块“国字招牌”，该资质的获得将为
福建省农科院相关团队提高抗性鉴定水
平和拓展创收能力提供重要平台。下一
步，利用“试验田”可通过创新合作模式，
持续深化院地合作，找准植保技术与种
业创新的结合点，不断提升科技自主创
新能力。同时，相关部门也要科学有序统
筹调度各项资源，调动一线科技工作者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期待，福建科研人员在“一粒又
一粒种子”上下更大功夫、做更大文章，精
准挖掘出优质、抗病、高产的品种，为确保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重要支撑。

选出优质抗病高产品种
□本报记者 林霞

核 心

提 示

就像一名“面试官”，在三明市三元区洋溪镇的“试验

田”里，阮宏椿让进入福建的玉米接受各种病害的攻击。在
这里，各个品种的玉米需要闯关夺隘。有不少品种脱颖而
出，也有不少“闯关失败”，倒在病原菌魔刀之下，被拒绝进
入福建。

阮宏椿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一名副
研究员，也是福建省农作物品种抗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明
基地负责人。“‘试验田’里的玉米，要与大斑病、小斑病、锈病、
纹枯病等各种病菌作斗争，进行品种抗性鉴定。”阮宏椿说。

自2004年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批复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成立“福建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定中心”后，该
中心接连完成上万份玉米、水稻、大豆、甘薯等作物品种抗性
鉴定工作。今年初，福建省农科院植保所被正式列入全国东
南片区玉米抗病性鉴定试验点，抱回了一块“国字招牌”。

引入福建的玉米品种有专业团队的把关，吃了定心丸的
种植户热情更高了。据了解，目前福建玉米播种面积近70万
亩，全省现有鲜食玉米种业企业20余家，每年为全国市场提供
300多万公斤鲜食玉米良种。

近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阮宏椿在“试验田”里查看玉米长势。 近日，在三明市三元区洋溪镇，阮宏椿（左一）与农户一起展示收获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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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永安市小陶镇五一村村部，
花卉大棚内的空地上，摆放着一台水果自动
分拣机，一筐筐特早蜜橘倒入沟槽后，按果
型大小自动分成 8种规格。

“今年果树开花的时候我就来下订单
了，每斤批发价 5 元，总共订了 30 多万斤。”
浙江收购商陈先生边卸车边说。

特早蜜橘畅销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活水
润泽，尤其是永安农商银行量身定制的系列
金融产品。

金融杠杆可以带来撬动效应，如何找准
服务乡村振兴的着力点？

8 月 11 日，小陶镇特早蜜橘产销协会

“信用协会”授牌暨“农资贷”合作签约仪式
在满天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永安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与永安农商银行携手，授予小
陶镇特早蜜橘产销协会为“信用协会”。

“这个协会很管用，每名会员可以通过‘信
用协会·会员贷’，从农商行获得30万元贷款。”
全国人大代表，小陶镇八一片区党委书记、五
一村党支部书记许光园说，与一般涉农贷款相
比，“会员贷”年限更长、利率更低、额度更大。

种果树少不了资金投入。许光园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种果树，先后种过芙蓉李、芦柑、柚
子、橘子等，后来全部改为种橘子，但品种不断
更新，从晚熟到中熟，再到早熟、特早熟。

“现 在 种 的 都 是 特 早 蜜 橘 ，总 共 7000
棵，每一次品种更新都要资金投入，最近的
一次贷款就是‘会员贷’。”许光园说。

小陶镇从事柑橘种植的农户有 2000 多
户，其中，特早蜜橘种植面积约 2.85万亩，产
量 6500 万公斤。丰收时节，金融助力果园飘
香的新景象随处可见。

果农江以权有 40 多亩特早蜜橘，今年
种植基地内安装了 200 多米轨道运输机，结
束了人工挑橘子的时代。

江以权算了一笔账：果园年产量近 75
吨，之前平均每天需要 3 名男工，一名男搬
运工一天工资 400 元，采摘期约 20 天，光人
工费就要 2.4万元。采用轨道运输机，每趟运
输 200 多公斤，一个来回只要 20 多分钟，每
天只需 1 名男工，可以节省人工费 1.6 万元。
此外，轨道还能运送农药、化肥等物资。

除了安装轨道运输机，许多果园还引进
雾化设施，部分果农率先购买无人机，提供

连片统一喷洒农药服务，助推特早蜜橘特色
产业发展壮大。

“我们持续深耕‘三农’沃土，加快推进
金融改革创新，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精
准对接农户金融需求，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金融支持，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永安
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钟先礼说。

金融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
点。近年来，永安农商行针对柑橘产业链上的
不同人群，创新推出“橘享贷”，包含“蜜橘贷”

“农资贷”“果园经营权抵押贷”等一系列信贷
产品，切实解决果农与农业企业的资金需求。

截至 8 月末，永安农商银行涉农贷款
39.44 亿元，其中，仅小陶镇柑橘产业贷款就
有 1335 户，金额 1.13 亿元，助力当地柑橘年
均增产 1100万斤，年户均增收 1.2万元。

永安：金融活水润泽柑橘产业
□本报通讯员 魏兴谷

本报讯（通讯员 黄秋萍） 近日，笔者走进沉浸式电竞文旅
项目“天涯明月刀”所在的龙岩市永定区“环兴楼”，一场秋日国
风演绎在这里热闹上演。各路高手齐聚，科技感十足的声光电景
象，完美融合武侠与科技元素，将充满古典气息的江湖世界淋漓
尽致地呈现，吸引了一拨又一拨游客驻足观赏。

“真是太棒了！走到这栋楼里面，仿佛穿越到游戏场景里面
一样，古香古色的体验感、参与感很强，我下回要穿着古装再来
打卡。”广州游客陈女士对“天涯明月刀”沉浸式文旅项目赞不
绝口，“这个沉浸式体验文旅项目，将游戏、客家文化与旅游融
为一体，不但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土楼文化、客家文化，还让
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轻松娱乐的方式得以传承，并赋予新的
内涵。”

在环兴楼内，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天衣别院、沉
浸式剧场、华裳旅拍、天龙赌坊、天涯钱庄、近水茶轩、华服国风
主题民宿、天刀电竞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项目，从设计风格、剧
本剧情、艺术表演等方面融入电竞、国风元素，探索全国首家文
化旅游界的“元宇宙”场景，也为当下年轻一代深入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为来土楼旅游的游客提供了新的旅
游方式，拓展旅游产品的新领域，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

除了沉浸式电竞文旅项目“天涯明月刀”，永定区洪坑土
楼景区还有“盛世光影”、全息戏台、裸眼 3D 光影秀、千年古
树等一个个沉浸式夜游项目。伴随着一首首歌曲，五彩缤纷
的灯光折射出不同的颜色和形状，把景区打扮得独具特色、
美轮美奂。

为了更好地展现土楼文化内涵，提升游客体验感，近年来，
永定区全力推进“夜间文旅提升计划”，推进以洪坑土楼群、高北
土楼群、初溪土楼群为代表的夜间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举办

“夜游、夜购、夜品、夜娱、夜习、夜健”等夜间经济特色活动。沉浸
式夜游项目建设结合土楼文化背景，以土楼建筑、水系、步道等
空间为载体，打造集观赏性、互动性、功能性于一体的感官体验，
真正让永定的夜晚“亮”起来，商圈人气“聚”起来，夜间消费“火”
起来，群众生活“乐”起来。

龙岩永定：

全力打造土楼沉浸式夜游

近日，阮宏椿在实验室里使用显微镜
查看玉米病原菌。

24 日，在周宁县浦源镇“花鲤小镇”的盛周花卉大棚内，员
工正在包装小菊花，准备发往外地花卉市场。

该企业年产菊花、百合等鲜切花 700 万枝，年产值 2100 万
元左右。据了解，今年，作为全省唯一县（市、区）成功申报 2023
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

“花鲤小镇”先后引进大花蕙兰、盛周花卉、文心兰等 7 家花卉
企业，种植百合、小菊、文心兰等 9 个品种，不断壮大“花企”集
群，打造花卉产业集中区，花卉产业规模达 2000 余亩，年产值超
1 亿元，带动周边村庄村集体经济增收 50 余万元，吸纳就业 150
余人。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郑文敏 刘志玮 摄

本报讯（记者 林侃） 23 日晚，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在浙
江省杭州市开幕。记者从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了解
到，有超 1000 台金龙车辆为运动员、媒体和观众提供便利智能
的接驳服务。

据介绍，在“亚运版”订单车辆投产期间，为保证质量，全面
降低新车故障率，金龙汽车第一时间调派服务工程师跟进生产
每一批订单，层层把关，全方位协助管控车辆生产工艺。

本届亚运会是首届将“智能”纳入办赛理念的体育盛会，提
供接驳服务的金龙车辆也将智能服务贯彻到整个亚运会交通服
务中，彰显中国的“科技范儿”。

针对此次亚运会，金龙汽车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最新的龙翼
系统，拥有区域限速、后台监控、车道偏离预警等功能，保证车辆
行驶安全；并依托金龙智慧云服务平台大数据，对车辆的底盘系
统进行精准调校，提升车辆对不同地形和不同海拔运行环境的
适应能力。

为保障本届亚运会期间车辆良好运行，金龙客户服务中心
组建了“金龙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服务车辆保障中心”，并制定
周全的服务保障流程规范与应急事件处理方案。中心还针对每
一批“亚运版”车辆特性定制客户专属培训方案，提升客户驾驶
员的新能源车辆驾驶技能与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为亚运会保驾
护航。

超1000台金龙车辆服务杭州亚运会

本报讯（记者 林泽贵） 近日，厦门市第二十九届职工技术
比赛汽车维修工项目竞赛暨首届全省汽修行业邀请赛在福建省
鸿源技术学校举行，66家汽车企业的 78名汽修高手齐聚厦门进
行激烈角逐，共促提高汽车维修行业服务水平。

本次比赛由厦门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厦门市服务业工会联
合会主办，厦门市汽车维修协会工会委员会、福建省鸿源技术学
校承办。比赛不仅有厦门汽修同行参加，也邀请了福建全省汽修
师傅前来切磋技艺。

本次竞赛设理论考试和实操比赛，涵盖汽车维修的各个方
面，包括发动机、底盘，电器、空调等，涉及的知识面广，技术要求
高。除了来自信达国贸、车洁美、盈通、辉达、良进等的职工组，大
赛还设有学生组，意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为厦门市乃
至福建省汽车维修服务行业树立标杆。

在比赛现场，参赛选手熟练地运用仪器仔细排查、迅速除
障，“观闻听测”当好车辆“医生”，展示了高超的维修技艺。

大赛裁判长昝强说，此次竞赛让选手围绕汽车故障的现象
进行故障诊断与排除，体现了选手理论与实际的重要结合，同时
让汽车维修行业同行进行相互交流，以培养该行业的大国工匠
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更优秀的机工。

据悉，本次大赛前两名选手将代表福建省参加今年 10 月由
人社部和交通运输部联合举办的全国行业职业大赛。参赛选手
理论和实操考试都合格的，将由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颁发
高级汽车电器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汽 修“ 大 咖 ”厦 门 论 剑
厦门市第二十九届职工技术比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