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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记者从平和县城驱车

前往海拔 600 米的崎岭乡彭溪村，半

山柚树，半山茶园，柚香氤氲着茶香，

一路馥郁芬芳。

春日多雨，茶农曾金源回到村里，

查看囤积的白芽奇兰茶坯，他挨家挨

户地交代柚农如何照顾好柚树，静候

即将绽放的柚花，以便数月后再次窨

制柚香奇兰。

柚花，正是这款柚香奇兰的重要原

料。因为柚香奇兰的快速出圈，让柚农

有了另外一个身份标签——“花农”。卖

花，远比卖柚赚钱，不仅让种柚减肥成

为现实，而且开辟了新赛道，培育了福

茶国货“潮品”，增效十分明显。

一增一减，先立后破，一新一旧，

背后则是平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历程。

柚花与白芽奇兰的
融合，培育发展新动能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平和将种植

蜜柚作为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平和成为全国最大的

柚类生产基地，柚都声名远播。

白芽奇兰是平和仅次于蜜柚的第

二大农业经济作物，曾获国际茶博会

金奖等近百个奖项，是最具漳州本土

特色的原生茶。目前全县种植面积约

6 万亩，总产值超 20 亿元，品牌评估价

值达 34亿元。

“近年来，由于品种单一、过度种

植、供过于求、深加工不足等因素，影

响 了 蜜 柚 价 格 ，使 产 业 发 展 停 滞 不

前。”平和县农业农村局主任科员卢和

金坦言，另一边，白芽奇兰因品牌后劲

不足，在全省超千亿元产值的茶叶版

图中，20亿元产值微不足道。

县域两大支柱产业都碰到了瓶

颈，如何突围？

2022 年 6 月，一场农业结构调整

暨柚香奇兰茶产业发展座谈会召开，

首次提出发展“柚香奇兰”茶产业，并

学习借鉴各地发展花茶的经验，研究

提升柚香奇兰生产工艺流程。

对于当地柚农、茶农来说，这无疑

是产业的一次革命。“要敢为争先，另

辟新赛道，我们在‘融合’二字上做文

章，让两条产业链发生化学反应，将柚

花与白芽奇兰融合，窨制出柚香奇兰，

培育福茶国货‘潮品’，再造一个百亿

产业，促进茶叶提质增效，果农茶农增

收。”平和县县长黄永健说。

柚花本是果农眼中的“废物”，一树

花，半树果；半树花，一树果。每年三四

月，全县约 7 亿公斤柚花绽放枝头，一

般需要疏花三分之二，此前这些花大多

用于堆肥，资源白白浪费。但是，因为柚

香奇兰，柚花成了“香饽饽”。柚花经过

摊凉、去杂物后，再经与白芽奇兰茶坯

拼和、窨花、散热、起花、转窨、初烘、复

烘等一系列流程，柚香奇兰惊艳面世。

“没想到市场反响很好！”平和县

茶叶协会会长、天醇茶业总经理张国

雄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茶农。

茶农曾金源成长在白芽奇兰的原产

地彭溪村，祖祖辈辈制茶。柚香奇兰火速

出圈，让曾金源始料不及。数据显示，柚香

奇兰产量从2022年的5万公斤迅速增加

到去年的20万公斤，年产值从5000万元

攀升至1.2亿元，而且蜚声中外。

“去年我尝试窨制了一批柚香奇

兰，其中一个货柜出口到俄罗斯。俄罗

斯客户今年又预订两货柜的柚香奇

兰，总共 4.8万公斤。”曾金源接到续订

订单后，立刻囤积了 5 万公斤春茶的

茶坯，又向柚农们预订了 10 多万公斤

柚花，准备大展拳脚。

如此一来，柚花成了紧俏货，也催

生出新市场。张国雄算了一下，茶农茶

企收到 100 万公斤柚香奇兰的订单，

如果是三窨的话，共需 300 万公斤柚

花。“柚花价格逐年看涨。”

立与破的辩证法，
让种柚减肥又增效

柚子，因为平和二元地理结构，呈

现“半江瑟瑟半江红”景象：以小溪、山

格、坂仔等为代表的低海拔东半部地

区，蜜柚成熟期较早，品质较高，价钱

较好；西半部多个乡镇，由于海拔高、

气温较低，蜜柚普遍晚熟，卖不出好价

钱，果贱伤农时有发生。

结合花山溪整治，高海拔山区蜜

柚种植因为效益不高，减少蜜柚用肥

量，大多地方选择退果还林、退果还

茶、退果还耕。但是，如果贸然选择退

出，山区果农如何保住饭碗，这些现实

问题摆在大家面前。

（下转第二版）

柚香奇兰奶茶店，国货“潮品”齐“出海”。平和县勇于创新，培育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换一个赛道，柚都再出圈
□本报记者 赵锦飞 萧镇平 杜正蓝 通讯员 罗龙海

“年前百合花的行情非常好，我一

共种植了 120 余亩，平均每亩纯收入

可达 1.5万元。”近日，南平市延平区花

卉协会会长、百合花种植大户叶盛立

告诉记者。

“我每扎百合花平均价格都到了

五六十元，我们村好几个百合种植户

年前就赚了二三十万元。”延平区溪后

杉木王花卉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行州

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春节前一个月，延平区花卉协会

百合花统一签售量就达 1100 多万枝，

产值达 6500 多万元；春节后半个月预

计销售 400多万枝，产值约 1000万元。

前不久，“2023 区域农业品牌发

展 论 坛 ”系 列 活 动 在 北 京 举 办 ，“ 延

平百合”获评“2023 中国区域农业品

牌·年 度 案 例 ”，“延 平 百 合 ”再 次 成

为焦点。

百合花是南平市市花。延平区是全

国六大百合鲜切花主产区之一，种植面

积达1.2万亩。近年来，延平区立足山区

地形、气候温和湿润等生态优势，积极

推动百合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特派”助力

王台镇是延平百合鲜切花种植核

心区域，种植规模达到了 6500亩。

“王台镇的百合花，不仅种植规模

大，而且品种多样、色系丰富。”王台镇

党委宣传委员罗年辉告诉记者，当前

王台镇百合花种植品种有索邦、西伯

利亚、罗宾娜、木门、黄天霸等 20 多个

品种，颜色涵盖红、粉、黄、白等。

百合花种植在王台镇越种花样越

多，品质越种越佳，离不开背后成熟的

科学种植技术。

王台镇溪后村是科技特派员第

一村，仅溪后村百合花种植面积就达

到了 1100 亩，位列福建第一、全国前

三。近年来，王台镇发挥科技特派员

制度起源地优势，将科技论文写在了

花田间。

省级科技特派员陈文靖，扎根田间

地头 20 余年，悉心为花农们提供种植

指导。有了陈文靖等一批优秀科技特派

员助力，王台镇百合花种植管理技术得

到极大提升。 （下转第三版）

南平市延平区发挥生态优势，打造百合花品牌

百合盛开“致富花”
□本报记者 许可欣 通讯员 叶维达 陈茂军 卫金平

柚香奇兰的火速出圈，说明主

动求变、勇于创新是促进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平和最具优势的传统支

柱产业，蜜柚和白芽奇兰都遇到了

瓶颈，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平和

的创新之处在于换一种思路、换一

条 赛 道 ，充 分 考 虑 县 域 的 资 源 禀

赋，不走传统茶饮这条老路，而是

锚定新式茶饮这个大市场，瞄准年

轻受众这个圈层，以“国潮”来俘获

年轻人的心。由此，在“融”字上做

文章，让原有的两条产业链强强联

合；做足特色，延链拓链，创新开发

出“柚香+”系列产品，让传统优势

产业升链，让新兴产业建链，培育

壮大县域经济重点产业链。思路一

变天地宽，平和大胆想、大胆闯，努

力破解县域经济提质增效难题的

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记者手记>>>

关键是主动求变

采访中，厦门市工信局的负责人把

入围中国互联网成长型前 20 家的厦门

企 业 ，比 作 是 厦 门 互 联 网 产 业 的“ 种

子”，虽然还未郁郁葱葱，却蕴含着蓬勃

的生命力。

如何呵护这些“种子”，助力它们茁

壮成长？

厦门持续完善政策支撑，发布《厦

门市加快推进软件和新兴数字产业发

展若干措施》《厦门市元宇宙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厦门

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等，鼓励探索前沿技术；通过引入中国

人工智能大赛，打造厦门国际动漫节等

活动和赛事，为企业成长搭建全国性、

国际化的交流合作平台；发挥“财政+

金融”的杠杆作用，针对互联网企业轻

资产、重研发等特性，发布技术创新基

金企业“白名单”，降低资金支持门槛，

为互联网企业创新注入金融活水；加强

园区载体建设，软件园开发面积近 10

平方公里……

如今，厦门全市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4790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61%，互联网

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种

子”破土而出，拔节生长。

用心培育“种子”
□本报记者 廖丽萍

一年一度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指数发布会

是国内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行业盛会，其每年发布

的企业综合实力指数报告以及数个榜单，成为观察互

联网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的重要窗口。

2023年中国互联网成长型前20家企业榜单发布后，

厦门“数字力量”脱颖而出，共有她趣、快快网络、吉快科

技和众联世纪4家企业上榜，均为细分领域佼佼者。

透过这份榜单，不难看出厦门互联网产业的强劲

势头和发展后劲。一批优质的厦门互联网企业，通过把

握风口、找准赛道、研发开路，持续获得市场青睐。

找准赛道

在此次入围成长型前 20 家的厦门企业中，有这么

一家企业，成立仅三年，却已连续两年上榜该榜单，它

就是厦门吉快科技有限公司。

“吉快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边缘计算业务的高科

技企业。边缘计算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计算模式，它能

在靠近数据生成的地方，进行数据的快速分析和处

理。”公司总经理游政贤介绍说。

在位于厦门软件园三期 1500 平方米的办公楼里，

吉快科技团队已从最初的三五个人，发展为现在的近

60人，企业年复合增长率达 50%。

在游政贤看来，高成长性得益于企业抓住机遇，精

准切入赛道。

2020 年，居家学习娱乐、在线办公、直播带货等带

来了互联网行业新一轮的井喷发展，云计算能力不足

问题凸显。

“边缘计算具有低时延、大带宽、大连接、本地化的

特性，能够满足用户在 AI 计算、工业互联网、云桌面、

视频转码和渲染等方面的算力、存储和低时延传输需

求，极大降低用户成本，提高效率。”游政贤解释说。

看好边缘计算的市场前景，从事互联网行业 20 多

年的游政贤和另外几位合伙人果断转变赛道，成立了

吉快科技，凭借扎实的技术基础，在第二年便实现了营

收超亿元。目前，吉快科技已拥有数十万的服务节点，

分布在全球各地，可以构建强大的分布式服务。

综观上榜厦企，吉快科技专注于边缘云节点小型

化及软硬件融合一体化；她趣是在线交友及婚恋细分

领域的领军企业；快快网络以提供云安全领域相关产

品、服务及解决方案为核心，同时提供云计算等互联网

综合服务；众联世纪是国内移动互联网数字营销领域

的头部企业。

“厦门互联网企业具有小而精的特点，此次上榜的

企业虽然体量不大，但是都在细分领域崭露头角，表现出超强的潜力，这与找准赛

道、抢抓风口不无关系。”厦门市工信局软件和数字产业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立于 2012 年的她趣，在此次中国互联网成长型企业榜中位列榜首，对于找

准赛道，企业颇有感触。

“从最初的电商，到后来的社交、泛娱乐，我们不断尝试，最终切准‘小镇青年’

婚恋这一新的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赛道，得以快速发展。”厦门她趣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创始人黄俊杰告诉记者，当前，企业正结合厦门良好的文旅资源，尝试婚恋与

文旅的跨界融合，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婚恋文化产业赋能。

研发开路

“重研发”也成为此次上榜企业普遍的特点。

吉快科技自主研发了高性能的边缘云计算平台；众联世纪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处理等高新领域建立了数十人的技术攻坚团队；她趣研发人员占比 60%；快快网

络研发投入占比达 12%，通过“产学研”融合推动科技创新。

快快网络技术团队敏锐意识到随着开展远程工作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

越来越多，传统的网络安全产品已经难以满足云上用户的需求。2020 年，快快网络

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安全防护解决方案——云安全防护中心正式上线，通过构建集

风险发现、风险应对、风险管理于一体的“自动化安全运营闭环体系”，简化企业安

全运维流程，降低企业安全运维成本，大受市场青睐。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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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州市仓山

区双湖互通立交桥上的

三角梅竞相绽放。福州

市 在 121 座 道 路 高 架

桥、跨江跨河大桥、人行

天 桥 等 区 域 种 植 三 角

梅，总长度达 175.97 公

里。春节期间，这些三角

梅迎来盛放期，带给市

民“一路生花”的视觉享

受。 谢贵明 摄影报道

一路生花

日前，据福建省河长制办公室消

息，近年来我省在河湖治理领域持续

实践探索，2023年河湖长制工作再创

十项“全国第一”，位居全国前列。

据介绍，2023 年我省成为全国

唯一连续 6 年河湖长制工作获国家

激励奖励的省份，漳州九十九湾率先

以高分通过全国首批“幸福河湖建设

试点”项目验收，在全国率先实施河

湖长制省级正向激励，率先发布全域

性幸福河湖省级评价报告，率先出台

幸福河湖评价省级地方标准，率先制

定“委员河长”省级地方标准，率先开

发并上线河湖幸福实时评价系统，率

先成立省市县幸福河湖促进会，并率

先举办幸福河湖建设交流会。

此外，继莆田木兰溪获评全国首

届十大“最美家乡河”之后，九龙江西

溪获评第二届全国“最美家乡河”，我

省因此成为连续两届获评全国“最美

家乡河”的省份。 （陈文吉 陈旻）

福建河湖长制工作再创十项“全国领先”

记者手记>>>

近年来，随着“一江两

岸”建设以及新夜态经济

的不断丰富，夜游汀州愈

发成为长汀文旅中的一张

闪亮名片。与此同时，富有

客家特色的民宿行业快速

成长，民宿经济也正逐渐

成 为 长 汀 古 城 新 的“ 爆

点”。图为近日，游客乘坐

游船赏长汀古城夜景，感

受古城文化。

本报记者 戴敏 摄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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