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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钟志伟 李若杰）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漳州
市商务局联合福建银联通过“云闪付”APP 发放 2023 年“全
闽乐购 跨年购”漳州市新春商贸消费券，发放总额达 300
万元，预计惠及群众 8万人次。

新春第一期商贸消费券活动共邀请全市 1000 多家商
户参与，分为家居家电专享消费券、零售专享消费券、加油
专享消费券、餐饮住宿专享消费券等四大类，优惠范围覆盖
多个重点消费业态。其中，家居家电专享消费券满 2000 元
立减 200 元、餐饮住宿专享消费券满 500 元立减 150 元、加
油专享消费券满 200 元立减 50 元、零售专享消费券满 100
元立减 25 元。12 月 31 日 10 时起，消费者在符合使用条件的
商家（场所）到店支付，使用“云闪付”APP 付款码即可享受
满减优惠。商家信息可登录“云闪付”APP查询。本期活动将
持续至 2024年 1月 9日。

300万新春商贸消费券发放

本报讯（记者 苏益纯） 近日，漳州市市场监管局在全
市开展以制度健全、管控有效、诚信经营等为基本标准的农
村食品经营示范店创建工作。经过自主申报、县级初评、公
开公示等程序，漳州首批 83家农村食品经营示范店出炉。

该评选活动通过打造标杆、以点带面，不断巩固和提升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水平，更好地满足农村地区人民群众高
品质消费需求。

83家农村食品经营示范店出炉

本报讯 (记者 黄小英 杨凌怡） 日前，漳州市第 29 场
“就业夜市”招聘活动在两岸（漳州）青年人才融合发展中心
举办。

据悉，2023 年 2 月 3 日以来，由漳州市委人才办、漳州
市人社局、漳州人才发展集团等部门联合主办，市就业服
务中心、漳州天成人才科技投资集团承办的“就业夜市”活
动 已 连 续 举 办 29 场 ，600 余 家 企 业 累 计 提 供 岗 位 数 超
1 万个。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为求职者和用
人单位搭建对接平台，现场为企业提供招聘及展示摊位，
同时直播解析现场各企业情况、用工需求、福利待遇等招
聘信息，更好地满足各类求职者的需求，累计吸引超百万
人次观看。

“就业夜市”持续举行

本报讯（罗燕杰） 笔者从漳州市市政工程中心获悉，
历时 3 个多月的全方位检测，漳州主城区 29 座城市桥梁日
前均拿到“体检单”。

据悉，本轮检测的 29 座桥梁中，结构类型涵盖简支梁
桥、连续梁桥、部分斜拉桥、系杆拱桥、梁拱组合体系桥 5 个
类别，桥梁类型多、覆盖面广。在检测要求满足桥梁相关养
护技术标准及评估标准的基础上，漳州市还对跨江大桥主
跨水下结构的损坏、缺陷以及跨江大桥桥墩基础河床冲刷
情况、防雷装置设施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并对上一轮桥梁检
测出病害问题的维修后情况进行复检。

29座桥梁完成“体检”

本报讯（黄镇源 游江涛） 为解决出租（网约）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考试多趟跑问题，漳州市交通局创新管理，科学
搭建出租（网约）汽车从业资格报名考试一体化信息系统平
台，改变以往只能在上班时间由本人前往报考点线下报名
的单一方式。

报名系统设置“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漳州通”“交通
运输局官网”“交通运输局微信公众号”等多个线上报名端
口，驾驶员报名后会生成报名专用业务二维码，实现“码上
快报”“掌上报名”“随时可报”，报考过程由原来跑 3 趟变为
只跑 1 趟。报考人员可通过平台自行选择考试日期和场次，
有效减少因行程冲突导致的缺考情况。此外，平台页面增设
考试题库并实时免费开放，报考人员可随时通过手机端或
电脑端进行在线学习、练习及模拟考试。

新系统运行后，可实现“报名—考试合格—拿证”全过
程时间从 45天缩短至 20天以内。

出租（网约）车司机
从业资格考试开放线上报名

日前，“奔赴山海·直通厦马”2023 年厦门马拉松联赛
华安站暨 2023 华安土楼半程马拉松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华
安大地土楼群起跑。国内外 2000 多名跑友驰骋在华马赛道
上，用快乐的脚步丈量土楼，用拥抱的姿态感受清爽华安的
山水魅力。 本报记者 杜正蓝 通讯员 黄建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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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平和县安厚镇龙华乡贤促进会成
立，这是该县首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乡
贤促进会。

近年来，平和县大力加强新乡贤文化的
建设，有效引导大学毕业生、外出人才等返
乡，凝聚乡贤力量，探索治理新体系。其中，安
厚镇大力探索“乡贤+”模式，挖掘乡贤资源、
盘活乡贤力量，激活乡村振兴因子，成为助推
乡村振兴的重要动能。

乡贤+回乡创业
产业振兴有动能

入冬时节，在平和县安厚镇龙头村连片
的农业大棚内，只见一粒粒饱满翠绿的脆蜜
枣挂满枝头，枣树下的采摘工正热火朝天地
采收，一旁的农场负责人林镇峰看着采收下
来的一担担脆蜜枣，内心满是丰收的喜悦。

林镇峰是安厚镇美峰村人，祖上世世代
代是农民。1998 年，他从平和一中考上福建
农林大学，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但
是，令大家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在省城工作几
年后，他毅然回乡创业，开办鑫华源家庭农
场，从村民手中流转来 20 多亩田地，种植芭
乐、脆蜜枣等水果，当起了“农民”。

“用自己所学的东西为家乡作些贡献，发
展现代高优农业。”这是林镇峰回乡办农场的
初心所在。林镇峰在大学园艺学老师的帮助
下从台湾引进脆蜜枣、珍珠芭乐进行种植，这
也是平和县最先引进的脆蜜枣品种。在开办
自己农场的同时，林镇峰还将引进品种、种植
技术传授给当地的乡亲们，目前安厚镇脆蜜
枣种植面积已达四五百亩。

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创业，鑫华源已发展
成 140 多亩田地的小规模种植园，其中，有
120亩温室水肥一体化现代化农业种植园。

“从去年开始，我开始尝试脆蜜枣、玉米
两季套种！”林镇峰说，四五月份，青枣收成

后，需要剪枝，然后开始套种一季玉米，每亩
脆蜜枣套种 1100~1200 株玉米，亩产可达 500
公斤左右，去年共套种 100 亩，共收成 5 万公
斤玉米。

而距此不远的龙门村，连片的萝卜长势
不错。这是当地采取“乡贤+村财投入+农户”
三级合作入股模式，引进乡贤创办勇沛食品
公司，流转土地 150 亩种植“酒瓶底”品种萝
卜，全力打造老菜脯特色产业，擦亮非物质文
化遗产品牌。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闽台美食文化节
中，平和老菜脯获得‘漳州十佳美食伴手礼’
称号。”安厚乡贤、勇沛食品公司相关负责人
张胜瑜说。

“这些返乡乡贤，有知识、有文化，见过世
面，他们用自己所学为家乡发展现代高优农
业，用现代化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促进乡村
农业发展。”安厚镇镇长李添元说，接下来，安
厚将引进更多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推动乡
村振兴。

乡贤+奖教奖学
人才振兴有希望

乡贤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回乡投资兴业，
更是以自身行动带动更多在外乡贤回馈家乡、
反哺桑梓。除了参与捐资修路、造桥、人居环境整
治等方面，在捐资助学、助教方面更是蔚然成风。

“请获表彰的教师和学生上台领奖！”日
前，在龙华中学的会议室里，刚刚成立的安厚
镇龙华乡贤促进会对 38 名优秀教师和 45 名
学生进行表彰，激励师生们继续奋发图强，积
极工作，勤奋学习。

据了解，安厚镇龙华乡贤促进会由林杨
林、林香菜、林清江、林文林、林国雄等乡贤及
校友提出倡议，得到龙华片区社会各界人士
积极响应和参与，现已筹集资金 200多万元。

“我也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小时候也经
历过贫穷，现在心有余力，有机会就多参与助
学活动！”在此次刚成立的龙华乡贤促进会

上，林镇峰当选为副会长。
“在龙华中学三年，我学会了打篮球，强健

了体魄；开始了大量阅读，积累了知识；遇到了
很多好老师，懂得了严管即是厚爱；遇到了很
多好朋友，在天南地北的奋斗中依然每次见面
都恰如同学少年，现在事业有所小成，就应回
报一下乡梓、回报一下母校。”安厚龙华乡贤促
进会副会长、北京新里程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CEO林杨林在授牌仪式上动情地说道。

捐资助学助教，在安厚镇已成为一种时
尚，奖教奖学活动此起彼伏。2023 年 5 月，平
和安厚镇厦门同乡会一行回到安厚开展“关
心家乡教育，关爱乡村教师”公益活动，表彰
奖励 20多名中小学优秀教师。

2023 年 8 月，美峰教育发展理事会暨“林
碧珍奖学金”颁奖大会在美峰小学举行，表彰
28 名优秀教师、5名优秀硕士研究生、15 名新
考录的大学本科生和 36 名优秀小学生，共计
发放奖教奖学金 92060 元。据悉，美峰教育发
展理事会自 2021 年成立以来，已连续开展 3
届奖教奖学大会。

2023 年 9 月，安厚镇龙峰头举行 2023 年
“火树奖学金”颁奖活动，表彰 72 名大学生及
19 名中小学优秀学生。此次奖学金活动由火
树奖学金及石狮市阿尼三服装有限公司共同
资助。据了解，龙峰头林氏宗祠“火树奖学金”
每年都会举办颁奖大会表彰林氏优秀学子，
至今已连续举办 23届。

举不胜举，安厚镇每个村均有出外创业
成功的乡贤，乡贤在外面发家致富后，纷纷捐
款给村里用于奖励本村困难学生及考上大学
的学生，氛围浓厚。

“扶贫，重在扶智，在安厚，乡贤奖教奖学
活动氛围浓厚。”安厚镇党委书记杨武牧说，
截至目前，乡贤累计捐资奖教奖学 826 万元，
奖励千余名优秀师生，安厚将继续鼓励引导
乡贤参与民间公益事业，进一步完善奖教奖
学基金会，为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提供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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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赖志强 林佳誉 文/图

村民在安厚镇火龙果扶贫示范基地劳作村民在安厚镇火龙果扶贫示范基地劳作。。

日前，为期三天的第二届闽台美食文化
节在漳州落下帷幕，呈现了一场美食嘉年华，
也给寒冬时节带来一波客流高峰，激发文旅
消费热潮。

据了解，本届闽台美食文化节以本土传
统美食展示、两岸文化交流为主线，在漳州高
新区与龙江岁月设置了两大会场、四大主题
展区，超 600 个展位，3000 种美食品类，给各
类美食搭建了一个展示窗口。

为促进闽台文化交流，本届美食节专门
设置“台湾味”展示展销区，内含 80 个展位。
步入美食节展销区，大肠包小肠、爆浆鸡排等
耳熟能详的台湾小吃令食客大饱口福。此外，
来自台湾的“电音三太子”走街串巷，展现闽
台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里的海蛎煎和台湾的虽然煎法不一
样，但使用的原材料和口味都相近，能在这里
吃到家乡味，很神奇。”台青林彦辰本次作为

代表被邀请到长街宴的现场，与来自本土、少
数民族的各类群众代表同桌品尝佳肴，交流
感想。林彦辰 2017 年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目
前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品尝
到漳州的传统美食，感受大陆同胞的热情，让
他对祖国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同样来自台湾的还有李正皓，这是他第二
次带着自己的台湾海蛎煎手艺来到大陆，他的
摊点设在台湾味展区，颇具特色的烹饪方式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对于这种美食交流的
机会，李正皓干劲满满：“台湾的很多小吃和闽
南都是相通的，口味也十分接近，通过这样的
机会，我能和更多闽南传统美食制作者切磋交
流，对我的烹饪技巧也有进益。”在美食切磋的
背后，是两岸血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共振。

为期三天的美食节，除了琳琅满目的传
统美食，各类表演形式也吸睛不断。美食节在
不同时间段设置踩街巡游表演、布袋木偶戏、

东山海底坊等本土化的表演，并在其中加入
独具特色的现代潮流元素，让传统与新潮碰
撞交融，打造闽南文化盛宴。

据统计，本届闽台美食文化节入场总人
数达 45.16万人次，活动最后一天的人流量高
达 20 万，用餐区人头攒动，展演不时引来阵
阵喝彩，气氛热烈。

“通过传统的木偶戏和新表演形式的融
合，碰撞出与众不同的效应，收获更多年轻人
的关注与互动。”木偶戏演员林康威表示，三
天的巡演虽然累，但因为有更多人互动、关
注，带来了更多的成就感。

通过漳州独特的美食名片，也延展带动本
土非遗文化的传播，木版年画、闽南贝雕、剪纸
等非遗也都亮相美食节，展现文化魅力。

融合发展成为共识。近年来，漳州以美食
文化扩大影响力，带动经济、交流发展，碰撞
更多更新更活的“出圈”可能。

共赴美食文化盛宴
——第二届闽台美食文化节侧记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郑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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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近几
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依赖化学肥料，化肥带
来粮食增产的同时，却也在大肆掠夺土地营
养，破坏土壤健康。作为福建农业大市的漳
州，日前出台《种植业面源污染治理管控措
施》，狠抓化肥减量增效，科学引导企业和农
户生态种植，推动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生态种植 精准滴灌

近期是小西红柿成熟采收的季节，走进
漳浦蜜源生态农场日光大棚，一股独有的清
香甜味迎面扑来，新鲜采摘的小西红柿经过
分拣包装，准备销往全国各地。

“这是 2013 年从台湾引进的新品种，叫
玉女番茄。果皮薄、甜度高，口感绵密，零售价
一公斤约 70 元，价格是普通西红柿的 8~10
倍。”蜜原生态农场总经理詹畯泽告诉记者，
特殊的品种以及种植过程中施用有机肥，造
就了价高味美的小西红柿。

自 2006 年落户漳浦后，农场就践行与大
地共生共荣的绿色生态种植理念。詹畯泽坚
持不施化肥，取而代之的是用牛羊猪粪和食
用菌包制作成的有机肥，回归土地自然平衡。
每年，土壤要施作之前，詹畯泽都会在地里施
入大量有机肥和生物菌。有机肥能增加土壤
的有机质含量，使土壤松软度好、保肥保水的
能力更高。生物菌则有助于有机肥的分解，让

小西红柿能吸收到更全面的营养。
相较于化肥，虽然有机肥的成本翻了一

倍，而且水果的产量也会受到影响，但收益依
然不错。詹畯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玉女番
茄为例，他的农场种了 50 亩，施用化肥，亩产
可达 5000公斤，每斤价格 4元左右，而施用有
机肥，亩产虽然只有 2500 公斤，只是施用化
肥的一半产量，但每斤价格 30 元左右，高出
近 8 倍。如此算来，他的农场还能比别人多出
两倍的收益。

亩产价值精打细算，种植施肥更要精准
作业。在云霄县佳州村，充满生机的果蔬种
植智能温室大棚里，排列整齐的彩椒长势良
好，以设施农业为发展重点的漳州绿洲农业
公司，近年来持续推进科技种植模式。在农
业基地的每个大棚里，他们仅需一台机器就
可以轻松又精准地管理好成片农作物的施
肥作业。

“我们在电脑上设置数据，例如小苗定
植后的灌溉量是一个值，成长开花期的灌溉
量，又是另一个值，不用人工去守。终端滴多
少水多少肥，都是自动操作的。水肥基本上
溢不出来，因为非常精准。”绿洲农业公司有
关负责人林婕说，过去农业种植施肥都是采
用漫灌的老把式，肥料的需求量大，不仅费
水，肥料也大部分流失了。如今发展设施农
业，适时适量的精准滴灌施肥模式，比常规
施 肥 节 省 肥 料 30%~50%。以 水 肥 一 体 化 技

术、农药化肥减量化使用技术等为引领，绿
洲农业公司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发展，目前已
建成各类高标准设施大棚 612 亩，其中，智能
温控大棚占比过半。

新型肥料 变废为宝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不仅是每个农民群
众的向往，更是每个农技人员的追求。

以前果蔬采收后，田地里往往废果烂菜
叶遍地，气味难闻，污染环境。漳州市农科所
研究员赖宝春经过多年研究，研发出废果降
解专用菌现代农业新技术，对废果进行无害
化降解处理，并在废果中提取有机养分，制成
新型肥料，可用来浇灌田地。这个做法创新性
地实现废物循环利用。

“这是我们科研团队研发的一款复合降
解菌，这种降解菌包含真菌、细菌、放线菌。
废弃物里含有大量有机物，将它们融合起
来，就是一款很好的复合微生物液体有机
肥。我们首先要将田间地头废弃的水果和蔬
菜都放进桶里面，再将复合菌种放下去。”赖
宝春表示，过去农民也常用废果堆腐方法做
肥，但是废弃物里面含有大量养分和水分，
容易滋生病菌。

不同于此，赖宝春研发的新技术是将废
果经降解专用菌发酵后，再进行固液分离，液
体可制成水溶肥，废渣则成为堆沤肥的原材

料，可制成固体生物有机肥。
“我们的菌里面含有各种各样的酶系和

一些生物活性物质。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具有
促进作物生长的作用。例如叶菜的生长时间
如果是 40 天。这 40 天的时间，要施 4 次肥。若
使用这款有机肥，只需施一次化肥就够了。”
赖宝春表示。

家住龙文区郭坑镇的茶农李国山是这项
技术的受益者，种茶 50 多年的他原先对生物
有机肥并不在意。然而，长期使用化肥的他只
觉得成本高，茶叶品质也不好。去年，他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在 200 亩茶园改施了生物有
机肥。“从来没有这么好。冬茶喷施生物菌肥，
长势好，产量高，叶片大又厚，还比较耐泡，产
量不低于春茶。”李国山表示。

从减肥的角度来看，废果复合菌肥在蔬
菜茶叶生育期施用，可减少化学肥料 40%以
上，品质和产量也大幅提高。“我们是积极推
进了农药化肥的减量使用，比如说推广有机
肥来替代化肥，推进了测土配方施肥。根据每
个土地的化验情况，我们进行配肥，指导农户
按方施肥，自控化点滴到位。”漳州市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林志强表示。

2022 年，漳州市化肥使用量为 26.53 万
吨，比 2018 年减少 9 万吨，减少 25.3%，平均
每年化肥使用量减少 5.06%，超额完成福建
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化肥使用量减量 2%的
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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