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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加持，提升栽培效率

林桂荣是顺昌著名食用菌栽培大户，他
从事这一行已有 40 余年。为扩大种植规模，
他于 2008 年创办顺昌新菌都菇业发展有限
公司（下称“新菌都”）。近年来，公司通过科
企合作，进一步带动竹荪等菌菇品种增收。

例如，新菌都与洋口镇石溪村、福建农林
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建“菌草
高效栽培竹荪示范生产基地”，主要采用连作
障碍消减和病虫害防控技术，实现竹荪品种
的高效栽培，每年可增收1.3万~2.5万元/亩。

2023 年，“菌草科技小院”花落新菌都，
吸引“菌草之父”林占熺及其女儿、福建农
林大学菌草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林冬梅等农
科界大咖入驻，在继续深化科企合作的同
时，也带动了顺昌菌草技术研究推广和农
技人员培训，为顺昌食用菌产业发展掀开
了新篇章。

“科技团队在林下仿野生栽培竹荪，实
现了林下土地利用率提升和竹荪产量增加
的双赢，每亩竹荪产量可达 160.5 公斤。”林
桂荣告诉记者，目前，科技团队还在郑坊镇
部分山垄田开展新一轮菌草套种实验。“在
种植食用菌的同时套种其他作物，提升了经
济效益，也保证了土地利用率。”

除了林下种植，菌包生产也是食用菌培
养常见方式。但是长期以来，顺昌食用菌菌
包生产模式较为粗放，专业化程度偏低。福

建顺昌舜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新模式，实
现了菌包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

“我们拥有集自动化袋式生产、灭菌、接
菌、培养、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菌包生产配
送中心，通过集中调配优质精料、生产优质
菌种和处理废弃物等，有效节约了人工成
本。”该公司负责人谢财清介绍，公司将海鲜
菇等菌包统一销售配送给小企业和农户，并
为他们提供后续的栽培技术服务。

科学的栽培模式，不只适用于传统食用
菌，也给食药用菌栽培带来启发，顺昌县欣诚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顺昌建立了全省唯一
的北虫草工厂化栽培标准化基地。“我们基地
采用恒温库房，能对温度、湿度和光照等进行
控制，保证北虫草的生长环境，每天可生产北
虫草5吨。”公司负责人谢金亮说。

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菌菇干制品、火锅汤底、香菇脆……在
顺昌县饶氏佰钰食品有限公司产品展示区，
公司负责人饶建青向记者介绍了公司开发

的食用菌加工产品。
顺昌县农业农村局食用菌站站长黎忠

告诉记者，目前，顺昌已经研制了菌菇菜、
菌菇酱、菌菇汤等预制菜系列产品，即将上
市；饶氏佰钰的海鲜菇速冻品，神六保健食
品有限公司的灵芝孢子油提取、软胶囊生
产也列入了计划清单，食用菌加工产品不
断丰富。

不只是新鲜的食用菌，看似无用的食用
菌废弃物也大有文章可做。

“我们在对食用菌进行直接加工的同
时，还以菇脚等废弃物为原料，生产海鲜菇
活性糖肽复合提取物。”饶建青介绍道。

近年来，顺昌以福建九菇娘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为带动，探索废菌渣
利用技术。黎忠介绍，该技术首先利用海鲜
菇菌渣，栽培草菇；草菇采摘后进行菌渣二
次利用，栽培双孢蘑菇；栽培完的双孢蘑菇
菌渣又可作有机肥主原料。如此一来，既提
升了经济效益，又解决了食用菌废料污染
问题。

“九菇娘与郑坊镇兴源村率先合作，依
托‘公司+村集体+农户’的‘跨村联建’食用
菌栽培基地新模式，使用菌渣循环利用技
术，并逐步推广到全县。”黎忠说。

“我们不仅要加大对饶氏佰钰和神六保
健食品等现有精深加工企业的扶持，还要培
育更多的专业化加工企业，继续延伸顺昌食
用菌产业链，提升整体附加值。”顺昌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谢火娣说。

践行大食物观，为食用菌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顺昌，“菌草科技小院”吸引林占熺等农科界大咖
入驻，带动菌草技术研究推广和农技人员培训；同时，加大扶持精深加工企业，不断丰富食用菌加工产品

从栽培到延链，小菌菇长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 许可欣 通讯员 徐华山 池亮亮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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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2024食用菌全产业链（厦门）博览
会”开幕式上，“2023中国食用菌区域品牌价值榜
单”正式发布。其中，“顺昌海鲜菇”以7.64亿元的
品牌价值上榜。

顺昌是“中国食用菌之乡”，传统品种有海
鲜菇、竹荪、姬松茸、木耳和香菇等，其中海鲜
菇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40%；栽培方式有瓶

栽、袋栽和盆栽，瓶栽技术全国领先，每日出菇
量最高可达 35 万瓶。近年来，顺昌县大力发展
食 用 菌 产 业 ，2023 年 全 县 鲜 菇 产 量 约 11 万
吨，产值达 10 亿元，食用菌产业品牌建设效应
也不断凸显：“顺昌竹荪”和“顺昌海鲜菇”获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顺昌海鲜菇”成功
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评福建十大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并在 2021 年被列入第一
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一个个闪亮
的标签，不断装点着顺昌食用菌产业这块金字
招牌。

大山深处的顺昌，为何能够不断创造食用
菌产业的新辉煌？日前，记者走访了相关机构
和企业，探访其背后的成功密码。

核 心

提 示

品坦洋工夫新式茶饮，观茶行廊桥，体
验工夫红茶制作技艺……“五一”前夕，网
络文化节暨“网络名人看福建·邂逅宁德”
活动在宁德市举办，来自 11 家中央省市网
络媒体的记者与30多位网络名人走进福安
市社口镇坦洋村，在老茶乡“邂逅”新茶事。

四月惠风和畅，山间春茶正绿。茶香氤
氲的坦洋村涌动着一股热乎劲儿：茶山上，
茶农们腰挎竹篓，穿梭于一垄垄茶树间忙着
采茶；坦洋工夫制作技艺传习所，前来体验
历史名茶制作工序、感受世界非遗之美的人
群络绎不绝；村道旁，坦洋村茶叶加工小微
园（一期）项目已建设完成，正在进行路面铺
设。“这些年，村里茶产业起来了，配套设施
完善了，来玩的人越来越多，发展一天比一
天红火。”随行的坦洋村村民副主任谢成言
感慨道。

循着潺潺流水入村，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村口矗立的一座碉楼，黄土墙上嵌着
一枚偌大的木质样式信封，写着“中国·坦
洋”。“在坦洋工夫鼎盛时期，从海外寄往坦
洋的信件，无须冠以省、府、县之名，直书

‘中国·坦洋’，即可送达收信人手中。”坦洋
村民至今依然对此津津乐道。

碉楼一侧便是坦洋村第一个网红打卡
点——“遇见坦洋”奶茶店。

未入茶室，先闻茶香。“这股香气是坦
洋工夫红茶特有的。”奶茶店主理人陈香雪
原本从事餐饮行业，新式茶饮的走红让她
萌生了进军该赛道的想法。两年多时间，陈
香雪走访了四川、云南等茶产区，利用不同
品种茶叶调配奶茶。“我想调配一款茶香与
奶味能实现很好平衡的茶饮，但总觉得差
点什么。经过不断品尝，最后还是家乡的坦
洋工夫红茶让我一‘品’钟情。”经过一个多

月反复调配，陈香雪最终选用三款坦洋工
夫红茶调配出理想中的奶茶。去年 4 月，

“遇见坦洋”自创奶茶品牌正式推出。
不只是奶茶，在奶茶店内，一款款小巧

精致的茶果子也成了游客打卡的必点单品。
“茶果子起源于唐代，是茶宴中用以佐茶而
食的传统糕点。”陈香雪介绍，“从奶茶到茶
果子，再到新研发的啤啤茶，我们希望以一
种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推介坦洋工夫，让他们
在品尝‘遇见坦洋’产品过程中，不仅感受到
味道的融合与创新，还有独属于坦洋的茶文
化魅力，让坦洋工夫更‘年轻化’。”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让百年红茶有了
新的文化内涵和消费热点。“随着新式茶饮
体验需求不断增长，游客更愿意为提升体
验支付更多费用。”陈香雪表示，“遇见坦
洋”还推出了茶饮制作体验，从视觉、味觉、
嗅觉等各个方面，给消费者带来更加切实
可感的体验，也为这座老茶乡再添一抹年
轻的色彩。

店前桂树飘香，店后清流如练。“找一
个午后，点一份茶食，听流水声、看满山翠
绿，何尝不是一件幸事。”正在奶茶店内打
卡的游客郑方明说。

走出奶茶店，沿村主干道走百来米，一座
古廊桥跃然溪上，衔接起村主干道和对面的
成片茶山。“茶季到，千家闹，茶袋铺路当床

倒。”倚仗便捷的水运条件，旧时闽北等地的
茶叶都运到这里过驳。往村里走，柔和的阳光
照亮了灰墙黛瓦，茶行旧址、宗祠廊桥等文化
遗迹流淌着时光的气息。“作为坦洋工夫红茶
发源地，坦洋村的古迹与红茶发展历史息息
相关，也成了村里发展文旅的最大宝藏。”谢
成言说。

加温萎凋槽、揉捻机、烘干机……旧时
的国营坦洋茶厂变身坦洋工夫茶非遗技艺
传习所，游客不仅能在这里了解坦洋工夫
红茶历史，还能在茶山采茶、亲手制茶。

红茶做得好，关键看手艺。“萎凋、揉
捻、发酵、干燥，红茶制作技艺相同，但不同
地区做出来的口感不一样，差别就在‘工夫’
两字。”福安市坦洋茶场场长、坦洋工夫非
遗技艺传承人郑明星介绍，坦洋工夫制作
工序由初制和精制组成，尤以精制最见“工
夫”，抖、筛、撩、扇、漂、簸是精制加工核心工
艺，“坦洋工夫制作具有技术性强、工序复
杂、费工费时的特点，旧时老一辈制茶人为
赶制茶时，几乎都是睡在茶坊内，只为做好
一杯茶”。

传承做好茶，不负匠心人。2022年，坦洋
工夫茶制作技艺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只有
让非遗‘活’在日常，‘活’在年轻人手中，才
能真正进行活态传承。”郑明星告诉记者，坦

洋村依托独特的茶旅研学资源优势，将老厂
房、老宿舍、老茶园改造为茶博馆、茶工舍、
智慧园等，主推非物质文化遗产、制茶体验、
劳动教育等丰富内涵，着力打造当地中小学
生的研学基地。“最多的一天，有 1300 多名
学生前来传习所体验坦洋工夫制作技艺。”
郑明星介绍，2022年，坦洋村成功入选“春季
踏青到茶园”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和福建
省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去年，来此研
学的中小学生超过1万人次。

“坦洋工夫茶非遗技艺传习所可以说是
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点’了。”令郑明星欣
喜的是，新生代茶人并未因烦琐的坦洋工夫
制作工序而却步，反而涌现出越来越多年轻
非遗技艺传承人，“看着从小钟爱的传统技
艺一代代传下去，就是最大的慰藉”。

在坦洋村深处，一栋沿溪而建的“情意
楼”民宿格外醒目。“民宿灰白结合，共有
48 间客房，旅游旺季还满足不了游客的需
求。”谢成言介绍。

在“情意楼”一侧，一栋3层仿古又现代
的标准化厂房——坦洋茶叶加工小微园拔
地而起，与溪对岸的古民居风格遥相呼应。

据介绍，小微园车间按照茶叶生产标准
化建设，符合SC申请条件，各厂区均设有茶
叶品鉴室及内部参观通道，集游览、体验品
鉴、学习等功能于一体。“小微园可容纳 8家
企业，目前已有 4 家企业确定入驻，等路面
铺设完，企业便能搬进来生产。”对坦洋茶叶
加工小微园开园，坦洋村人充满期待。

引入新业态、传播茶文化、传承茶技
艺，以茶促旅、以旅带茶，正在让坦洋村这
个古老的茶村焕发全新的生命力。据统计，
今年初以来，村里共迎来上万名游客，民宿
接待量超过 3000人次。

老茶乡的新茶事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陈雅芳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童婕） 随着国产酒类及饮
料品质的持续提升，相关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据厦门海关统
计，一季度福建省酒类及饮料出口 3.21 亿元，同比增长 21.43%。
其中，啤酒出口 2.07亿元，居全国第一，同比增长 38.83%。

数据显示，“闽饮”在亚洲市场深受欢迎，第一季度福建省酒
类及饮料对亚洲市场出口 3.01 亿元，增长 26.82%。其中，对东亚
地区出口表现最为抢眼，出口 2.33 亿元，对非洲、拉美国家及地
区出口迅猛增长，第一季度分别出口 120 万元、1102 万元，分别
增长 25.64倍、5.56倍。

为助力酒类及饮料热销海外，厦门海关畅通出口“绿色通
道”，提供“7×24 小时”预约通关、“即报即放”等便利化服务，指
导企业建立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确保厂区环境卫生、储
存运输、产品检验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进一步增强国际市场
竞争力。

一季度我省啤酒出口2.07亿元
居全国第一

本报讯（记者 林闻） 到 2025 年，厦门市将建成 9 家以上
“无废商场”，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每年创建不少于 1 家，
海沧区、同安区、翔安区两年内创建不少于 1 家……近日，厦
门 市 商 务 局 发 布《厦 门 市“ 无 废 商 场 ”创 建 实 施 方 案》（简 称

《方案》）。
《方案》要求，此次的创建主体是厦门符合《零售业态分类》

（GB/T 18106—2021）中百货店、购物中心标准，面向消费者的
零售经营场所。以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含）以上的百货店、购
物中心为创建主体，鼓励 10 万平方米以下的百货店、购物中心
积极参与。

据了解，“无废商场”创建内容围绕建立绿色管理制度，加强
“无废城市”培训宣传，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推动绿色低碳、
循环节约的消费方式四个方面，要求企业加强引导市民和商家
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营造“无废城市”共
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有关主体可以对标“无废商场”建设评价指标开展自评，自
评分 80 分以上企业可提交《厦门市“无废商场”评估申报表》等
相关材料，于每年 11 月 1 日前向厦门市各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
评估申请。

厦门推动“无废商场”创建

本报讯（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伊晓燕 蔡敏俊） 26 日，在
莆田举行的 2024“三品”全国行活动之福建省纺织鞋服创新大
会暨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台纺织鞋服产品专场供需对接会
上，来自 30 家企业和单位的 15 个供需对接项目现场签约，总金
额约 12亿元。

供需对接会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指导，省纺织服装行业协
会、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主办，主要通过搭平台链接赋
能，推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之间达成项目合作。据统
计，130 多家省内外纺织鞋服企业代表、科研院所、行业商协会
参加此次供需对接会，并在现场推介创新产品、发布采购需求，
同时对接选货。

15个纺织鞋服供需对接项目
在莆田签约

本报讯（记者 陈盛钟）近日，湄洲湾港东吴港区罗屿作业区
13号、14号和 15号泊位工程获得省发改委核准批复。

根据批复，三个泊位工程均由莆田港务集团全资子公司福
建省罗屿港口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其中：13 号泊位拟建设 1 个 7
万吨级散货泊位及相应的配套设施，设计年通过能力 550 万吨，
项目估算总投资 69772万元；14号和 15号泊位工程拟建设 2个 7
万吨级散货泊位及相应的配套设施，设计年通过能力 960 万吨，
项目估算总投资 194751.82万元。

上述泊位工程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完善我国东南沿海煤
炭、铁矿石专业化运输网络，推进罗屿作业区集约化、规模化建
设，提升湄洲湾港大宗散货运输综合竞争力，满足对台中转及福
建、江西、湖南等腹地工业发展需求。

据悉，湄洲湾港东吴港区由东吴、罗屿、盘屿 3 个作业区和
湄洲岛作业点组成，共规划形成码头岸线 11 公里，布置泊位 38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 37 个），形成综合通过能力 11148
万吨。港区重点发展煤炭、矿石等大宗干散货运输，兼顾发展
LNG、粮食运输及旅游客运，逐步发展成为服务临港工业、承担
中西部地区及东南沿海大宗干散货转运的综合性核心港区。

湄洲湾港东吴港区
三泊位工程获核准

企业负责人检查海鲜菇生长情况。

20 日，位于莆田高新区的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依吨多层电路有限公
司，员工在赶制发往台湾广达电脑的高精
密多层印制电路板系列产品。依靠自主创
新，这家企业成为国内印制电路板领军企
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1 个、国家标准 5
个、军工标准4个、行业标准1个。

最近，上奇研究院发布全国“专精特
新”百强高新区排行榜，莆田高新区榜上
有名。莆田高新区目前已培育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家、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31 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
79 家 ，构 成 了 以 创 新 型 中 小 企 业 为 基
础、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为主干、国家级企
业为龙头的良好梯度培育格局，构建了
以高端装备、电子信息、食品加工和新能
源“3+1”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林亦霞 林雪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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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为做大做优做强“土特产”文章，福建实施特色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工程，打造“一村一品”、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
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特色产业集聚区，让人才、资金、政策、
科技等要素在这里汇聚。

如今，福建的“土特产”不仅仅是福建人的“土特产”。“福”字
号产品早已走出深闺，成为南北餐桌上的“大食物”、全国农业版
图中的拳头产品。目前，全省累计获批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3000 多件，居全国第一位。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福农优
品”，涵盖全省70个县（市、区）3000多个绿色优质农产品。

科技护航百姓餐桌。
秧苗住进了恒温恒湿的“高级公寓”，再也不怕倒春寒侵袭；

植物工厂打破了四季的边界；蛋禽养殖机器人拥有一双精准识
别病死鸡的“火眼金睛”……近年来，福建累计建设设施农业
200多万亩，有效拓展农业生产空间，从“看天吃饭”走向“知天
而作”的梦想，正逐渐照进现实。

种业“芯片”加速升级，卡住脖子的手指正被一根根掰开。自
主选育的白羽肉鸡配套系，打破国外种源垄断；金针菇、真姬菇、
杏鲍菇等工厂化栽培专用品种，逐渐实现国产当家作主……我
们的“大食物”，是拥有强大科技内核的食物。

科技特派员制度从福建走向全国。20多年来，科特派们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现代农业科技带到田间地头，把传统农民培
养成“田秀才”“土专家”。

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农业互补性强。在闽台合作中，农业
是起步最早、基础最好、成效最明显的领域之一。作为大陆最大
的台湾良种引进繁育基地，福建通过闽台合作，让许多优新产品
丰富了福建人的餐桌品类。

福建践行大食物观，是向山海资源要食物、向科技创新要食
物、向农业现代化要食物的过程，更是不断顺应日益多元化的消
费结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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