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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康庆平 文/图） 为更好地
推进金线莲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林下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近
日，以“发展金线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金
线莲产业发展大会在永春县举行。

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2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全国中药材生产
企业代表、科研工作者及行内从业人员参加会议，通过特邀报告、企
业家论坛、青年学者报告等形式，就林下经济与乡村振兴、金线莲产
业现状及可持续发展对策、金线莲质量评价及临床应用等议题进行
交流，并先后赴永春县金线莲组培工厂、炼苗基地、林下种植基地等
地进行考察，助力解决金线莲产业发展共性和关键技术问题。

永春县森林覆盖率达 58.36%，十分适宜金线莲林下经济产
业发展。截至目前，全县 22个乡镇均有种植金线莲，品种达 60多
类，种植面积达 1200 亩，成为全国金线莲林下经济产业的重要
聚集地。近年来，永春县加快构建集研发、组培、种植、销售于一
体的金线莲产业链发展模式，打造金胜、景圃等龙头企业，并打
造“鸟仙草”等金线莲品牌，开发代用茶、含片、胶囊等衍生品，并
与国内外 200 多家企业对接合作，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年销售
额超 2亿元，产业链产值已达 5亿元以上。

第二届全国金线莲产业发展大会
在永春举办

“示范片面积 135 亩‘内 10 优 7185’，
随机抽取 4 块田，每块田实割 0.1 亩左右，
平均干谷亩产 487.56 公斤！”10 月 15 日，在
尤溪县西城镇麻洋村会议室，全国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首席科学家、研究员王玉玺，代
表验收专家组宣布尤溪县麻洋村再生稻百
亩示范基地再生稻第二季验收结果。加上
头季测产验收结果 866.31 公斤，示范基地
再生稻亩产达到 1353.87公斤。

一种两收，再生有“稻”——这是在一
个山村的百亩土地上演绎了 24 年的粮食
增产增收故事。

2000 年，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
所在麻洋村开展再生稻高产栽培示范。自此
开始，该基地连续 24年取得亩均产 1200公
斤以上的好成绩。迄今，基地共示范种植了

“汕优明 86”“Ⅱ优明 86”“Ⅱ优航 1号”等 13
个强再生力的杂交水稻品种，实现平均两季
合计亩产 1332.44公斤，其中头季平均亩产
846.01公斤、再生季平均亩产486.43公斤。

藏粮于地
小山村屡创世界纪录

一株刚刚经历收割的稻桩会发生什么？
10月15日，麻洋村再生稻第二季测产现场，
记者蹲在地头，掐着表，目睹着割完的稻桩
在10分钟内长出一厘米多长的新芽。

“这已经是第二茬收割，但往后天冷
了，这芽发出来却长不成。”农户曾繁辉说，

“刚割完头季稻的时候，新芽长得更快。那
时候的新芽是能长成、能产粮的。”

割过的稻秆再长谷子，种一茬收两回，这
便是再生稻。具体来说，这种水稻种植模式，
是在中稻收割后，利用稻桩上存活的休眠芽，
在适宜的水分、养分和温度、光照等环境条件
下，使其再长一茬水稻、再产一季粮食。

尤溪县各地年平均气温 19.2℃，海拔
500 米以下，适宜再生稻栽培的土地面积
在 10 万亩以上。早在 1988 年，尤溪县就开
始示范种植再生稻。当年，西城镇文峰村
3000 亩土地由双季稻改成再生稻，亩产吨
粮。次年开始全县推广种植。

和“种两茬收两回”的双季稻相比，再
生稻再生季不需再次育秧、移栽等栽培环
节，生长期一般只需 60～70 天，还解决了
早稻生育期短、高温逼熟造成米质差的弊
病，再生季的稻米品质甚至较单季稻还好。

据尤溪县农业农村局统计，再生稻与
双季稻相比，每亩省工 7.5 天，节省物化成
本 100元，增产稻谷 200～300公斤，共计节
本增效 680到 800元。

管理技术简单、生育期短、成本低、效
益高、品质佳，这使得再生稻很快受到全县
种植户的欢迎。

麻洋村在 1992 年开始栽培再生稻 。

“当时，全村 2400 亩水田，2200 亩是再生
稻。”在尤溪县农业农村局教授级高级农艺
师卓传营的记忆里，麻洋村的种植户积极
性高，技术也好。1995 年，麻洋村再生稻再
生季以亩产 558.9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

2000 年，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谢华安研
究员团队和尤溪县农业农村局合作，在麻
洋村开展再生稻高产栽培示范。此后，佳绩
不断：2001 年，麻洋村再生稻“汕优明 86”
再生季，以亩产 581.1公斤又刷新了世界纪
录；2003 年，杂交水稻“Ⅱ优航 1 号”再生
季，以亩产 582.8 公斤再创新高；2010 年，
杂交水稻“天优 673”再生季，以亩产 601.8
公斤又一次打破纪录。

如今，麻洋村再生稻百亩示范基地不
仅是尤溪县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示范基
地，也是“超级稻、再生稻院士工作站”研究
示范基地，为全县农业“五新”科技应用、推
广树立了典型示范样板。

藏粮于技
高产栽培技术再完善

“阿辉有一手，今年看着又会高产！”谢
华安带着验收专家组和科研团队，来到曾繁
辉的田块。稻田里，再生稻穗黄、秆青、叶绿、
根系发达，穗多、穗大、结实率高，谢华安以
及省市县乡村各级农技人员看得喜上眉梢。

“这还多亏了院士的好技术、好品种！”
曾繁辉停下镰刀，笑着回答。他从 1996 年
返村务农开始，20 多年来一直从事再生稻
栽培，将高产栽培技术很好地运用到田间，
每年亩产都超过 1200公斤。

种植再生稻这些年，曾繁辉和他的土
地经历着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的迭代。“一
开始学的技术是‘四早三严两过硬’，现在

丰收靠的是县里推广的‘六个统一、六个推
广’集成技术。”他说。

卓传营介绍，“四早三严两过硬”即早
播、早插、早管和早治理三类苗，严格畦栽、
严格二次烤搁田、严格低指标防治病虫害，
适期重施催芽肥和壮苗过硬、十黄抢收适
留高桩过硬。1991 年尤溪县刚通过示范这
项技术，就在西城镇文峰村以 540.9公斤创
造再生季平均亩产世界纪录。

2000年麻洋村开展再生稻高产栽培示范
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省农科院研究员
谢华安每年都多次前来指导高产栽培技术。

谢华安带领课题组，着力于再生稻超
高产栽培生理、生化深层次的研究，归纳总
结了“活力强而持久的发达根系、母茎多而
健壮、茎穗比大”三个高产指标，“再生稻超
高产栽培集成技术”逐步完善，年亩产实现
1.1 至 1.4 吨（即头季 700 至 900 公斤、再生
季 400至 500公斤）。

近年来，由谢华安带领的课题组负责研
究，在麻洋村再生稻基地上示范的“再生稻
高产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优质再生稻高
产栽培技术”“水稻根系特性及其调控研究”

“再生稻高产高效生产关键技术创新与应
用”等课题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技术奖项。

为了让这些技术从实验室运用到示范
田，再推广到千万农户的田间地头，谢华安团
队和尤溪县农技员将其总结成“六个统一、六
个推广”集成技术加以推广。具体为：统一组
合规划连片种植，统一技术集中培训，统一浸
种、消毒、催芽分户播种，统一时间烤田，统一
时间施穗粒肥，统一时间施催芽肥；全面推广
旱育畦栽，全面推广“抛栽灵”化学除草，全面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全面推广病虫害“统防统
治”，全面推广十黄抢收、适留高桩，全面推广
根外追肥、再生季喷施“九二〇”。

技术推广下，尤溪县涌现出不少曾繁辉
这样的种植能手。尤溪，这个“全国商品粮基地
县”，也于2003、2004、2008、2010和2014年五
获农业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荣誉称号。

藏粮于民
村民种稻积极性高涨

“香、甜，适口性好！米质能达二等以
上，是高档优质稻。”谢华安一边招呼大家
一起品尝刚刚由新品种头季稻煮出来的米
饭，一边介绍新品种“内 10 优 7185”。这一
品种不仅群体整齐、熟期较早、米质优，丰
产性、稳产性和适应性也较好，综合了高
产、优质、抗病性强、耐贮藏等特点。

“看，这是我们新设计的外包装！”麻洋
村党支部书记游秀铨向记者展示印有“麻
洋村再生稻”字样的大米包装袋。

今年，麻洋村成立了尤溪县麻洋村民
旺农业专业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农户”
的方式经营再生稻，通过“认筹一亩田”等
活动的开展，不仅不愁销路，每公斤还能卖
上 10元的好价格。

有好品种、好技术、好生产经营模式，
麻洋村村民种再生稻的积极性更高了。

“今年这里遭遇了 4 次台风，在天气条
件不太理想的情况下，亩产仍能保持在1200
公斤以上。这里的再生稻培育水平在全国都
处于领先地位。”王玉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再生稻能为每亩地增产 300 到 500 公斤粮
食，南方稻区约有 5000 万亩适宜发展再生
稻，总量就是150亿公斤到250亿公斤。

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
出，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南方省份发展
多熟制粮食生产，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再
生稻。这是再生稻首次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

再生稻，这个古老的稻作方式，在“吃
不饱”的年代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如
今，在提高稻谷品质、增加粮食总量的宏大
战略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王玉玺认为，在此背景下，尤溪县再生
稻技术的推广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他表示，今后每年都将组织全国水稻产业
体系的专家学者，以及适合再生稻发展的
地方农业管理机构、种植大户，前来观摩、
学习这里的高产栽培技术。

“20多年来，每两三年就换一个品种在
麻洋示范、在尤溪推广，都很成功，说明不止
一个品种适宜栽培再生稻，我们有很多好的
品种都可以用来发展再生稻。”谢华安说。

五谷丰登瓜果香，稻菽卷起千层浪。傍
晚，麻洋村新建的一排排小楼在落日的辉
映下恬静安详，三五村民围坐在一起谈笑
风生。在丰收的喜悦里，麻洋村再生稻的故
事开启了新的篇章……

尤溪县麻洋村再生稻百亩示范基地连续24年取得亩均产1200公斤以上好成绩，在提高稻谷品质、
增加粮食总产量的宏大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

百亩土地，见证再生稻奇迹
□本报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吴振湖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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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繁辉在收割再生稻。

谢华安谢华安（（右一右一））在田间察看再生稻长势在田间察看再生稻长势。。

为实现企业与人才的精准对接，日前，由
福州市台江区委组织部、台江区人社局主办
的“斩获 offer·点亮职涯”职引未来人才招聘
活动在闽江之心青年会广场举行。本次人才
招聘活动采取“线上直播带岗+线下面对面

招聘”的方式，吸引超百家重点企业参与，提
供岗位 500 多个，超过 28 万名求职者在线观
看。现场收获简历 300 余份，其中近三成达成
初步就业意向。

本报记者 卞军凯 摄影报道

福州台江：
重点企业“线上+线下”招聘人才

线下招聘会现场 线上直播带岗现场

（上接第一版）
从军营村到下党乡，从三坊七巷到万寿岩，从木兰溪畔到武

夷山下，从长汀河田镇到沙县俞邦村……福建山海间，一个个具
有特殊意义的“标志地”，是开展新思想学习、宣讲的独特“教材”。

循往昔领袖足迹、学今朝伟大思想、话明日光明图景，在一
场场共学和宣讲中，八闽儿女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自觉做
到“两个维护”。

深入基层，理论宣传贴近群众

理论宣传普及，应深入基层、面向群众。
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深入

挖掘阐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重要理念、开创的
重大实践，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宣讲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着力讲好新时代故事。

社科界树立大科普理念，把学习宣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社科普及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每年
举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百场社科专题报
告会、网上竞答活动和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全省社会科学普及宣
传周，常态化广泛开展社科讲坛、公益宣传、文艺宣讲等活动，以
全方位、多形式、分众化的宣传普及，推动社科普及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各领域，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贡献福建力量。

我省还依托“福小宣”等特色宣讲队伍，精心组织面对面、多
样化的“新思想微宣讲”活动，基层理论宣讲在全国表彰中连续
六年实现“满堂红”。

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从社区
广场到乡村舞台，从学校课堂到“两新”组织……在八闽大地，各
类理论宣讲场景随处可见。

据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全省开展宣讲 10.7 万场次，受众
超过 1100 万人次。这次主题教育，第一批参加单位的领导干部
宣讲 2000多场次，260多支“福小宣”小分队宣讲 1万多场次。

如何让理论宣传更贴切群众？这些面向基层的宣讲因地因
时制宜，结合当下热点、当地实际和发展变化、群众理论需求和
期待关切，把讲理论与讲政策、讲故事结合起来，用身边事例解
读新观点新论断。

去年成立的松溪乡村振兴战略与县域经济发展讲习班，围
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乡村振
兴和县域经济发展实际设置特色宣讲内容。

讲习班成员在一次次走访中摸清农户生产生活需求，精准
设计水稻高产栽培、移风易俗、看病就医、养老育幼、预防网络诈
骗等一批“小而精”讲习课程，从小切口入手、用小故事阐释。值
得一提的是，针对当地产业发展现状，讲习班与高校科研院所合
作推出绿色生态种植、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茶叶品牌营销系列宣
讲课程，有力推动上下游茶产业协同发展，让党的创新理论宣讲
赋能乡村振兴。

创新方式，理论宣传通俗易懂

理论宣传要注重方式方法，越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就越
容易被人接受。

主流媒体是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阵地。聚焦新思想宣传
与解读阐释，省级媒体推出一批反映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
探索与实践的长篇通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福建日报·理论
周刊》和《中国正在说》等电视节目不断输出精品力作，近年来创
新推出的“敏言”“屏山君”等易于传播的理论产品，亦成为理论成
果具体化生动化呈现的特色品牌，相关融媒体产品屡屡刷屏。

面向青年，各高校精心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大学习领航计划”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大学生上思政课、
拍摄微电影、开展“追寻习近平总书记成长足迹”主题社会实践，
发挥学生在思政课中的主体积极作用，创新学生喜闻乐见的参
与式授课方式，使思政课更有趣更生动更有效。

基层宣讲方面，各地把“面对面”与“键对键”结合起来，不断
创新宣讲方法、转换话语方式，提高宣讲效果，让党的创新理论
在基层的宣讲活起来。

线上，“学习强国时间”音频节目用充满人情味、泥土味的语
言，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反映福建
人民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两年来，通过全
省5.2万个乡村大喇叭，为千万基层群众送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线下，宣讲方式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巧借“故事会”“茶话
会”“夜谈会”，结合方言和快板、音乐等文艺形式，用群众易于接
受的表达形式和传播途径，把深邃的理论用富有时代特点、通俗
易懂的“大白话”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接地气”的话语说明
白，使科学的理论广泛传播、润泽人心。

做好理论宣传工作，离不开人才队伍的支撑。
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围绕增强“四力”，

在全系统开展“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以培训、比赛等方式
选拔优秀宣传宣讲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一批敢为、愿为、善
为、有为的“硬核”干部，全面提升全战线精神面貌、作风能力、工
作业绩，不断壮大理论宣传主力军。

金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进行金线莲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