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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引导党员干部在主题
教育中争先作为，解决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近日，柘荣县乍

洋乡组织党员志愿者到辖区各

村开展“智慧助老”志愿服务，

为村里老人讲解智能手机基本

操作、常用软件使用，同时向群

众普及预防电信诈骗知识。图

为党员志愿者向村民讲解智能

手机操作方法。

（游芳芳）□专题

柘荣县乍洋乡：智慧助老进农村，玩转手机不脱节

本报讯（东南网记者 陈艳艳 肖晓敏） 由三明市委网信办与
东南网联合策划开展的“网信三明”抖音系列话题活动正在火热进
行，广大网友积极参与#三明市第四届网络文化节#、#明企话高
质量发展#、#我的家乡叫三明#等话题讨论，截至目前已收到 600
多件作品，点击量突破 5800万人次。

据了解，三明市第四届网络文化节自今年 6 月启动以来，吸
引来当地自媒体、大 V 以及广大网民积极参与抖音话题互动。
大家围绕三明故事、分享美食美景，创作了一批接地气、聚人气
的正能量视频作品：《每逢佳节常回家看看》获赞 2.2 万，让网友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上青乡游浆豆腐》获赞 2.1 万，并成功圈
粉“豆腐多福，上链接”；《我的乡村生活》系列短片分享夫妻俩
日 常 的 乡 间 劳 作 ，引 发 网 友 共 鸣“ 真 诚 地 爱 着 ，不 失 为 一 种 富
有”等等。

国庆节前，“网信三明”还策划推出“一起秀三明”直播系列活
动，发动全市网红达人、讲解员、导游、主持人等以“边逛边直播”的
形式，走进朱子文化园、将乐县玉华洞等地，共同推荐当地特色文
化、文旅资源。截至目前，全市直播活动累计开展 50多场，共计 347
万多人次观看。

据悉，本届网络文化节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12 月。下一步，结合
主题教育和省委“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三明市委
网信办还将策划推出“我为网络聚能量”活动，进一步推进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网上延伸。

“网信三明”抖音系列活动
已收到超600件作品

本报讯 （记者 林泽贵 通讯员 吴慧颖 张晓岚 文/图）
“南音竟然可以这么好！”“从此我就是厦门南乐团铁粉！”……
26 日 和 27 日 ，作 为 第 22 届 中 国 上 海 国 际 艺 术 节 参 演 剧 目 ，厦
门 市 南 乐 团 创 作 的 南 音 跨 界 融 合 作 品《文 姬 归 汉》在 沪 连 演
两 场 ，上 座 率 都 在 九 成 以 上 ，并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获 得 观 众 广 泛
好评。

国际剧协总干事托比亚斯·比安科尼称赞演出十分精彩，音
乐优美感人。上海曲艺家协会主席吴新伯、台湾果陀剧场营运长
叶向华等众多文艺界人士及复旦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
学 院 等 高 校 的 师 生 纷 纷 称 赞 ，《文 姬 归 汉》展 现 了 中 国 气 派 新

“国潮”，“千年古音，余韵悠长”，“呈现了一场满汉全席式的视
听盛宴”。

南音是中国音乐“活化石”，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南音《文姬归汉》取材自中国历史故事和《悲愤诗》《胡笳十八
拍》等文学名篇，以女诗人蔡文姬的生命苦旅和对华夏文化的坚
守，歌咏家国情怀，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价值和穿越时
空的精神力量。该作品入选 2022 年度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重点剧目，获 2022 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项目资助，今年
在第五届福建省曲艺丹桂杯大赛中被评为节目奖（大型作品）一
等奖。

据了解，饰演蔡文姬的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杨雪
莉，还参评第 32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在一唱三叹、高低
自如的南音唱腔中，杨雪莉将女诗人的才情与哲思表现得淋漓尽
致，展现了南音幽雅清和的独特魅力。

题图：南音《文姬归汉》剧照

南音《文姬归汉》
献艺上海国际艺术节

本报讯 （记者 蒋丰蔓） 28 日和 29
日，2023“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
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福建赛区英
语 组 演 讲、口 译 赛 项 在 福 建 师 范 大 学 举
办，来自省内 37 所本科院校的 197 名青年
学子参赛。

据介绍，“外研社·国才杯”系列赛事已
举办超 20 年，本届大赛以“理解中国，沟通
世界”为主题，有机融入《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多语种版本、党的二十大报告多语种版

本、“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课程等重
要内容，引导高校学子深入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要义，理
解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面向国
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

大赛首度设置多语种组别，现覆盖英
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
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 9 个语种。
最终，演讲、口译、阅读、写作、笔译等各赛
项产生 63 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福建赛区比赛举办

28 日，在晋江参加 2023 年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的 500 多名
中外运动员、裁判员等，到五店市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沉浸式体验
浓浓闽南风情。图为外国运动员体验戏曲妆容。

本报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林锦鑫 摄

跨世纪研究

10月中旬，在稻谷成熟的季节，记者走
进白沙台站。这是一片约 1 亩大小的水稻
田，被划分成了 12 个小区，每 4 个为一组，
对应 4 种施肥方式——不施肥、单施化肥、
化肥+牛粪、化肥+稻草还田。

61 岁的农民刘慎斌已在此服务了 40
年，见证了这片试验田的变迁。2005年之前，
这里和福州大部分地区一样，种的是双季
稻，早稻收割后连作晚稻，冬田闲置。后来，
在“双改单”浪潮中，改为只种一季中稻。

刘慎斌不仅要负责试验田水肥和植保
管理，还要记录田间数据。什么时候插秧，
什么时候施肥用药，什么时候灌溉烤田，什
么时候返青、分蘖、抽穗扬花、灌浆结实，分
蘖数多少，穗粒数多少，千粒重多少，空壳
率多少……必须原原本本体现在试验日志
上。科研人员则定期采集土壤与植株样本，
在实验室测定土壤 pH 值、有机质含量、不
同营养元素含量等数据。

目的很明确：通过长期连续对照试验，
用第一手数据探索不同施肥方式对农作物
产量、品质以及土壤质量的影响，为土壤保
育与科学施肥提供依据。

“农业生态系统进展缓慢，短期试验不
足以揭示其长期变化规律。”省农科院资源
环境与土壤肥料研究所所长王飞介绍说，
即便在实验室条件下，也无法人工模拟所
有环境因子。而野外长期定位试验可以从
累积的大量数据中总结科学规律，因此成
为农业领域不可替代的研究手段，也是国
际上研究土壤质量演变机理及其调控对策
的通用做法。

最负盛名的，当属诞生于 1843 年的英
国洛桑试验站。该站的小麦施肥试验，至今
已持续整整 180年。洛桑试验站因此被誉为

“现代农业科学的发源地”。
上世纪 70年代末，化肥工业兴起，改变

了千百年来我国以有机肥源为主的用肥结
构，也让粮食产量实现了倍数增长。但长期
施用化肥，会不会引发土壤肥力退化？有机
肥真的无用武之地了吗？有机、无机肥配施
是否能达到量质齐升？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用长期累积的
数据说话。

197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依托全国化肥
网项目，开始在全国布置长期定位试验，研
究不同气候、土壤、耕作制度类型下，不同施
肥方式对农作物生长与土壤肥力的影响。之
后的 10年里，全国化肥网在福建布置了 9个
试验点，涉及乌泥田、冷浸田、灰泥田、黄泥
田、埭田等福建水稻土中的典型土种。

这些长期定位试验点，还有 2个保留至
今，均位于白沙台站内，所代表的土种为黄
泥土。其中一个便是记者探访的试验点，始
建于 1983年。

数据的力量

白沙台站保留了这个定位试验 40年间
的所有土壤样品，以及1995年以后的所有植
株样本，积累了数以万计的试验数据。如果把
这些孤立的数据放到坐标轴上，串点成线，40
年间与土壤有关的奥秘便一览无遗——

与单施化肥相比，“化肥+牛粪”平均增
产 13.5% ，“ 化 肥 + 稻 草 还 田 ”平 均 增 产
10.9%；有机肥无机肥配施模式下，农田固碳
速率是单施化肥的 1.3 到 1.6 倍；每年每公
顷输入 5.29吨外源有机碳，约可增加 1吨土
壤有机碳；每千克土壤有机碳含量每增加 1
克，可实现每公顷土地增产 198千克……

这些看似抽象的数据结论，最终服务
于具象的农业生产。

据介绍，福建水稻土多为红壤发育而
成，而红壤是在高温高湿自然条件下自然
风化形成的，最大特点是酸、黏、瘦。体现在
农业生产上，最直观的结果就是产量低。据
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初，全省共有低产水
稻 土 402.34 万 亩 ，占 水 稻 土 总 面 积 的
25.06%。这些低产水稻土可归为冷浸田、浅
瘦田、砂漏田、盐溃田、毒质田等 5 类。其中
又以浅瘦田占比最大，占低产田总面积的
42.44%。浅瘦田中，黄泥田占比超 80%。

“这类土壤由于生产条件较差，经营集
约化程度低，土壤熟化度不高，性状不良，水
稻单产长期在低位徘徊。”省农科院资源环
境与土壤肥料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清华说，当
时福建黄泥田单季稻平均亩产低于 300 公
斤，双季稻平均亩产低于 500公斤，“且受气
候、水源等因素影响，产量极不稳定”。

上世纪 80 年代，我省开展中低产田改
良攻关。基于白沙台站长期定位试验积累
的数据，省农科院科研团队构建了黄泥田
改良利用技术，填补了当时全省黄泥田研
究的空白。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该
团队累计向全省 65 个县（市、区）推广以黄
泥田为主的优化施肥技术 1670.4 万亩，推
动平均亩增产稻谷 22.9 公斤，累计增产 3.8
亿公斤，增收 2.6亿元。

而土壤施肥试验，仅仅是白沙台站众
多长期定位试验中的一个。

以全国化肥网布设的化肥试验为起
点，白沙台站之后又相继开展了多项长期
定位试验，涉及农田土壤改良、优化施肥、
绿肥利用、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生物多样性
监测等领域，涵盖水稻、蔬菜、花生、甘薯、
茶叶等作物类型。

“台站经过长期持续的试验研究，积累
了大量系统、连续和规范的试验资料，并开
放共享。”王飞说，通过这些数据，科研人员
在化肥减量、耕地地力提升、土壤酸化治理
等领域获得了一批原创性科学成果，为农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异地重生后

其实，白沙台站最初的站址不在林柄
村。2021 年，它经历了一次“搬家”，从约 8
公里之外的白沙镇溪头村乔迁至此。

当时，白沙台站所在地被当地划为建
设用地，包括 1983 年化肥试验在内的一众
长期定位试验，面临中断危机。这是农业野
外长期定位试验的普遍困境。由于经费短
缺、用地紧张、为城市建设让路等原因，全
国不少定位试验点都曾中途夭折。

摆在白沙台站面前的有两条路：中断试
验，另起炉灶；易地搬迁，再续生命。考虑到
长期定位试验的不可替代性，科研人员选择
了后者。但为土壤“搬家”，绝不是把一坨土
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那么简单。

“经过长期演化与耕作，土壤已形成了
稳定的层次与理化性质。”李清华说，若用
常规分层方式转移土壤，必将引发巨大扰
动，异地转移后的土壤，就不再是原来那片
土壤，长期定位试验的连续性便被打破，试
验数据失去了参考价值。

解决方案是原状土搬迁——将试验田

切割成若干土方，压入模具，起吊运输至新
址，原封不动地按顺序拼接成最初的样子。

这是个巨大的工程。刘慎斌还记得，
2021 年的夏天，大型切割机与起吊机进驻
白沙台站，开始了一个在福建历史上没有
先例的搬迁。

经过前期充分论证，科研人员确定了土
壤切块尺寸——1 米长、1 米宽、1.1 米深，为
此专门定制了相应尺寸的铁框模具。每个铁
框自重700公斤，承载的土方重1430公斤。

由于土质黏重，必须用大型全自动切
割机精准切割。其间，难免遇到地下石块，
这时就要更换专用锯片将其锯开。之后，这
些土方被一块块运输至林柄村提前挖好的
基垦中，像拼积木一样一块块拼接。新址是
多番考察后的最优选。为了尽量减少环境
变量，新旧址在气候类型、成土母质、土壤
类型、地下水位等方面必须尽量接近。

就这样，溪头村的 8 个长期定位试验
点，艰难地迁入新址。2021年 8月，刘慎斌重
新为 1983 年试验田插上了秧苗。尽管因搬
迁稍微耽误了农时，但这个伴随他从青年步
入老年的试验，幸运地实现了异地重生。

“洛桑试验站”

今年，白沙台站迎来了 40 岁生日。9 月
底，来自全国各地的土肥专家相聚白沙，参
与建站 40周年活动。在研讨中，他们集思广
益，为农业野外长期定位试验出谋划策。

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建设专家组组长
徐明岗研究员认为，台站应在数据挖掘上
下更大功夫，为土壤酸化治理等当前农业
热点问题提供更多解题思路；华南农业大
学研究员李永涛建议引入智慧监测手段，
实时采集土壤指标的细微变化，并通过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解析数据背后
的更多价值……

经过 40 年发展，白沙台站已成为集监
测、研究、示范、科普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性试验站。王飞希望能够把白沙台站打造
成中国的“洛桑试验站”，同时构建一站多
点的野外监测研究分布格局，辐射闽北、闽
东、闽南等区域，针对区域发展问题，因地
制宜布设更多长期定位试验，为全省耕地
质量提升、农业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场持续一场持续 的农业试验的农业试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辉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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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斌） 记者昨日从省
文旅厅获悉，由文旅部和福建省人民政府
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将于 11
月10日在厦门开幕。

参与本届展演的剧目为2018年以来创
作首演的 18 部中国原创音乐剧，都是富有
创意、极具时代精神的新锐之作。其中，福
建共有 3 部入选，入选数量全国最多，既有
福建省歌舞剧院的红色题材音乐剧《瞿秋
白》，又有厦门歌舞剧院反映厦门港源起地

和年轻人心中文艺圣地沙波尾的《我爱沙
坡尾》，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创新演绎《山
海经》这一古老神话 IP的《幽都山历险记》。

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旨在推动音乐剧
事业的繁荣发展，促进优秀音乐剧作品和
人才不断涌现。届时，18 部优秀音乐剧作
品将轮番亮相，让市民游客领略厦门“文化
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的独特魅力。此
次展演在厦门举办，也标志着福建正成为
中国音乐剧的新热土。

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将在厦举办

1927年，为了证明沥青不
是固体，澳大利亚科学家托马
斯·帕内尔设计了著名的沥青滴
漏试验。过去的近百年中，共有9
滴沥青从漏斗滴落至烧杯中。

农业科研领域也有这样的
“世纪长跑”。

在闽侯县白沙镇林柄村，
有一处农业野外科学观测站
（以下简称“台站”）。省农科院
资源环境与土壤肥料研究所
在这里布设了多项野外长期
定位试验。其中，15 年以上的
试验有 8 个，最长的一个已持
续进行了 40年。

漫长岁月里，一代代科研
工作者巨细靡遗地记录着试验
田的细微变化。这些海量而连
续的数据，在坐标轴上串成了
不同走向的曲线。从中，我们可
以读懂土壤质量演变规律，重
新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为更
好保护和利用土地、推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①全国土肥专家受邀参加白沙台站 40周年活动。 李清华 摄
②王飞（左）与刘慎斌在长期定位试验点查看水稻分蘖数。 张辉 摄
③李清华在实验室分析样品。 （资料图片）
④技术人员进行水稻光合速率监测。 张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