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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看天吃饭，高度依赖土

地、光热等自然资源，面临着气象灾害

等多重风险。

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

关系》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必须跳出传

统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圈子，跨上综合性

商品经济的大农业的新台阶。

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不仅要

向更广阔的国土空间要食物，向更广泛

的自然资源要食物，更要向现代装备与

创新科技要食物。近年来，福建深入践

行大食物观，累计建设设施农业 240 多

万亩，有效拓展了农业生产空间，为丰

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装备——
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初夏时节，福安市 7 万多亩葡萄相

继迎来挂果期，果农正在设施大棚里忙

着疏果管理。

“北有吐鲁番，南有闽福安。”对水果

爱好者来说，福安出产的巨峰葡萄是不

可错过的时鲜。但其实，葡萄喜阳光、忌

雨水。高温高湿的南方地区，曾被认为不

适宜葡萄种植。福建人打破了这一藩篱。

赛岐镇象环村，地处福安市南部内

海湾赛江之畔，村里的土地大多是盐碱

地，适合栽培的农作物少，村民日子过

得紧巴巴。20 世纪 80 年代，当地村民从

北方引种多个葡萄品种，在不断试错

中，终于让巨峰葡萄在这里安家落户。

以象环村为原点，一座座葡萄架在福安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那时候的葡萄种植看天吃饭，炎热

多雨的气候导致病害多发。为破解难题，

科技特派员首次提出避雨栽培技术。

“改露天种植为大棚设施栽培，有

效减少病虫害发生，用药频率从每年

20 多次降低到三四次。”福安市农业农

村局高级农艺师张富民说，福安葡萄不

仅“ 有 房 子 住 ”，还 住 上 了“ 智 能 套

房”——配套环境自动监测、智能水肥

一体化系统，住得安稳、吃喝不愁。同

时，当地还推行果实套袋、疏果控产、测

土配方施肥等技术，让葡萄“有衣服穿、

有计划生育、有营养套餐吃”。

正是设施农业的发展，让葡萄栽培

突破了地域与自然条件限制。

看天吃饭，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特

征。气候与地形的制约，犹如自然划定

了一块块生产禁区，让农民望而却步。

一场猝不及防的倒春寒，一次突如其来

的寒露风，都可能导致减产甚至绝收。

践行大食物观，不仅要向更广阔的

国土空间要食物，向更广泛的山海资源

要食物，更要不断优化农业生产基础设

施，升级现代农业装备，用新技术突破

资源条件限制，用科技的确定性消解传

统农业的不确定性。

眼下，正值早稻分蘖期。常言道，好

苗一半秧。但秧苗天生脆弱，早稻育秧

尤怕倒春寒，稍有不慎便可能烂种烂

秧。不过，从福鼎市农垦粮食中心育秧

工厂走出的秧苗，个个“身强体壮”。这

是因为，它们住上了“高级公寓”，再也

不用看老天“脸色”了。

所谓“高级公寓”，其实是一座 10
多层的立体循环苗床。在这里，一盘盘

秧苗被整齐地码放在层架上，尊享贵宾

待遇：有了恒温恒湿系统，无惧外界风

雨；有了自动化水肥管理系统，随时随

地吃上营养大餐；有了植物补光灯，即

使在阴霾天气也能向阳而生；有了自动

循环传动系统，每一株秧苗都能雨露均

沾地接受水肥与光照滋养。

众所周知，鸭子无水不欢。传统蛋

鸭养殖，多依赖水塘、溪流等水面散养。

但是露天养殖局限性很大，难以形成规

模效应，农业面源污染频发，容易滋生

禽病并在鸭群内扩散。

设施农业，成功“赶鸭子上架”。在

永泰县金蛋发展有限公司，上岸后的蛋

鸭住上了“星级酒店”。2022 年，该公司

投建的“金蛋工程”一期项目投产。6 栋

智能鸭舍，成了 30 万羽蛋鸭的新家。在

这里，光照、温度、湿度、风速精准调控，

供水、喂食、清粪、集蛋全程自动化，疫病

感染风险显著降低。“乐不思蜀”的鸭子，

不再留恋自然水域，在全新环境依然安

心产蛋。一栋鸭舍只需配置 1 名管理人

员，就能搞定5万羽蛋鸭的吃喝拉撒。

得益于设施农业的发展，从“看天吃

饭”走向“知天而作”的梦想正逐渐照进

现实。目前，福建已发展设施农业面积

240多万亩，蔬菜生产设施化规模化优势

明显，全年40%以上冬春蔬菜调供省外；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水平高出全国15个百

分点，生猪、肉鸡蛋鸡、奶牛等规模化养

殖水平居全国前列。 （下转第二版）

科技赋能，向设施农业要食物
□本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陈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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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的‘漳台一家’今天改版开

放。”“‘霸府名都’在三楼，太原的北朝

隋唐文物正在展出。”“我去听景德镇

陶瓷展的配套文物讲堂，据说今天还

有文物鉴赏公益活动。”……5 月 18 日

是国际博物馆日，一大早，漳州市博物

馆迎来一拨又一拨游客。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让观众乘兴而

来、尽兴而归？漳州市博物馆以互动拉近

公众与文物的距离，抵达无垠的过往。

数字互动，历史中寻找归属感

“没想到在这儿能查阅到族谱，还

能看到我们郑氏在台湾的分支族谱。”

游客郑为琴是南靖人，在“漳台一家”

展厅的漳台族谱对接网中，惊喜地发

现家族痕迹。

“风从海峡来，根脉所系是吾乡。”

随着观众手指滑动，一封封往来书信

被投射上墙，一个个台批故事生动浮

现。这些既是此次“漳台一家”展厅全

新改版的亮点，也让数字展馆被赋予

血脉的温度。

“在内容上，我们增加了两岸情缘

赓续。通过漳台族谱对接网和‘漳台同

名村’两个展项设计，使展览兼具寻牒

续谱的实用功能，从数字互动中突出

漳台的源和缘。”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

海梅介绍，博物馆的公众号、小程序已

覆盖馆内馆藏精品、虚拟展馆、展览导

赏和 VR 体验等内容，供观众了解馆

内藏品信息。到馆后，观众可以参与双

屏联动、3D 裸眼沉浸式影院、多媒体

互动感应等体验项目。

据 了 解 ，漳 州 市 博 物 馆 新 馆 于

2020 年 9 月开放，展厅面积 8600 平方

米。博物馆利用数字化手段助推社教

活动生动开展，开发“漳台一家”互动

游戏，组织“漳台一家·互动五缘”“博

物馆里过大年·非遗文化闹新春”等近

100 场精彩纷呈的社教活动，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漳台一家”互动游戏入

选国家文物局“互联网+中华文明”行

动计划优秀成果。 （下转第四版）

从单向到多重互动，漳州市博物馆完成传播模式变革

互动体验，升温“文博热”
□本报记者 杜正蓝

新华社西安 5 月
18日电 2024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

会场活动 18 日在陕西

西安举行。记者从活动

开幕式上获悉，国家文

物 局 发 布 最 新 数 据 显

示，2023 年我国博物馆

接待观众 12.9 亿人次，

创历史新高；举办展览

4 万余个、教育活动 38
万余场；全年新增备案

博物馆 268 家，全国备

案博物馆达到 6833家。

今 年 国 际 博 物 馆

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

于教育和研究 ”。开幕

式上，文化和旅游部副

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李群表示，要统筹推进

不同地域、层级、属性、

类型的博物馆建设，持

续 推 出 高 品 质 文 化 供

给 ，满 足 群 众 文 化 需

求，打造人民群众终身

教育场所。国家文物局

公布了第五批 123 家国

家一级博物馆，国家一

级博物馆总数达到 327
家；公布了第二十一届

（2023 年度）“全国博物

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名单；举行陕西历史博

物馆秦汉馆开馆暨“秦

汉文明”系列展览揭幕

等活动。

本 次 活 动 还 配 套

举办主题论坛、青年论

坛、策展人论坛和秦汉

文 明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等。全国各地围绕国际

博物馆日主题，开展数

千场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 的 活 动 。据 悉 ，2025
年“5 · 18 国 际 博 物 馆

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

办城市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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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杰 通讯员 张锋
育 邱佳玉） 近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市场监

管总局办公厅、国家数据局综合司联合

印发《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2.0》，《福建省

上杭县：整合县域数据资源 深化“互联

网+政务服务”》《福建省大田县：以数

字技术破解山区居家养老难题》两案例

入选。

据了解，为认真落实《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意见》，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

动，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数据局等部门组织修订了《数

字乡村建设指南 2.0》，指导全国各地更

好地应对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遇到的

新问题、新挑战，以便各地各部门在新

形势下更准确地把握数字乡村建设的

重点任务和目标方向。

我省两案例入选《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

5 月 17 日在平潭海域拍

摄的海上风电场。

近年来，福建省立足资

源禀赋，加快开发风电、核电

等多种清洁能源，助推社会

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林善传 摄影报道

发展清洁能源
助推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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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湾畔，丰泽区东海片区。这里是泉州中心城

市东拓的核心区域。

从空中俯瞰，洛阳江、晋江出海段仿佛两只有力

的臂膀，簇拥着这个片区向海而兴。

近几年，泉州加入万亿 GDP 城市“俱乐部”，“世

遗之城”持续火爆出圈。然而，产业发展和文旅经济

带来的人气，进一步考验泉州的城市承载力和建设

品位。中心城市建设曾一度比产业发展慢半拍，泉州

该如何破题？

其实，泉州早已做好准备，正加速度统筹推动

“古城提质”“新城集聚”，不断释放产城融合的活力

和潜力。2003年，泉州提出将市行政中心迁址东海片

区，如今，市行政中心、中央商务区相继建成。作为东

海第三大功能区域，3 平方公里的中央活力区开发

总投资超 1000 亿元，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快建

设。这里，将成为泉州新城建设的点睛之笔。

有温度：突出民生先行

“妈妈！”16日傍晚，泉州师院二附小的校门外，听

到女儿的呼唤，郑瑞芬脸上露出了笑容。每天接女儿蔡

蔡放学，是她最开心的事情，似乎一天的疲乏就此消解。

“没有这一片的开发，哪有这么好的学校读。”泉

州师院二附小所在的东梅社区，正是东海片区中央

活力区开发建设的范围。

随着片区开发推进，人口逐步聚集，中央活力区

规划了泉州师院二附小扩建用地。“要扩到可以办

60个班，小学南面还要再建一所初中。”郑瑞芬说。

作为东梅社区居民，郑瑞芬家的房子已被征迁，

折算补偿面积 230 多平方米。“我们这里是原拆原

迁，这样的面积以后一家子住很宽敞。现在我们租住

在附近，过渡期政府给租金补贴，如果 3 年没实现回

迁，政府承诺补贴翻倍。”

“老房子早就盼望拆迁了！”郑瑞芬的盼望，有三

大动因。

一是，东梅社区处于低洼地带，配套不完善，长

期饱受内涝之苦。这一带比较贫瘠，早年只有零星散

落的旱地可以种菜，小部分村民讨点小海、做些近海

捕捞，大部分都在外打工创业，“按政府规划建成后，

大家希望以后可以就近打工经商”。

二是，征迁方案宣传解读透明，补偿政策好。征

迁补偿价为每平方米 1 万元出头。同时，按照有关规定，涉迁群众可选择多种安置

方式，可就地就近选择安置房源，也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房票等其他安置方式。有

了房票，可以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购买商品房。“房票价值为补偿价基础上再增加

约 50%，这在泉州范围内不愁买不到房子。”东梅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郑志军说。

三是，随着就近的市行政中心、中央商务区落成，城市配套日趋完善，小渔村

摇身变成现代化中心城市。其中，中央商务区已投用 16栋总部大楼，入驻企业 1200
多家，去年税收增长 46%，新增常住人口 3万多人。人气攀升，大家看得真切。

今年 3 月 10 日，当地政府组织了征迁预签约，郑瑞芬一家早早就去签了。3 月

12日，她家就搬出了老房子，这离 4月 20日正式签约还有一个多月。

“我们跟征迁对象少讲大道理，多讲切身利益，并通过有效的建设，让大家感

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负责片区一级建设的泉州城建集团东海投资公司总

经理林海峰说，为了照顾近海捕捞的村民，泉州城建集团还在片区沿江沿海规范

建设了系列渔人码头。

林海峰介绍，中央活力区建设实施安置房先行、基础设施先行、配套先行、生

态先行、招商先行。“‘五个先行’的底层逻辑是民生先行，如此方能获得群众广泛

支持，这也是中央活力区‘活力’所在。”

高标准：彰显世遗味道

“打造没有围墙的非遗展示中心。”

“结合不同工艺领域特点，推行点对点方案。”

“明确街区定位，空间布局要突出本地元素。”

……

15 日，一场别开生面、气氛活跃的座谈会在泉州城建集团召开。会议邀请对象

特殊，卢思立、史俊贤等 10余名泉州本地陶瓷、雕塑等行业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参

会。会议议题特别，请大师们出谋划策，并入驻中央活力区“市井十洲城”街区。

邀请本地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为城市规划建设出谋划策并融入其中，在泉州

尚属首次。

“我们将紧扣实际，认真研究采纳大师们的建议。同时，把握泉州文旅发展大

势，高站位高标准谋划项目，打造文商旅项目典范，着力提升城市能级。”泉州城建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垂举表示。

“街区主打的就是世遗泉州味，宁缺毋滥，决不能搞成‘大路货’。”泉州城建集

团党委副书记蔡伟忠告诉记者，一些外地景区招商同质化问题是前车之鉴。

“市井十洲城”融入世遗元素，是中央活力区的重要板块，其名称源于唐代诗

人对当时泉州番客云集的景象描绘。这一街区，将为引领国潮文化的泉州企业开

设专馆，为德化陶瓷、惠安石雕等“一县一品”开设专区，同时引进非遗制造、寻味

古早等多种业态，力求一街看遍泉州历史文化特色。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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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签约项目 70余个，总投资额超 1200亿元

福州再掀“万商云集”热潮

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马克龙总统赠送了一本
1742年出版的《汉法词典》，参与词典编写的有一位来自福建的中国人

这份礼物，和一位福建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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