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笔公开的海草床蓝碳
意向认购成功签约，意味着加快构
建标准化、可操作的中国特色蓝碳
碳汇计量核算方法迈出了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步。

蓝碳，是指通过海洋生物吸收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
储存的有机碳，是碳排放权交易的
重要对象。当前，国际蓝碳交易主
要集中在红树林，并相应建立了较
为成熟的红树林蓝碳计量与监测
方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
全球蓝碳的重要贡献者海草床（每
年 贡 献 约 10% 的 海 洋 有 机 碳 埋

藏），却迟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蓝
碳计量与监测方法。

向蓝海进军。BLUE-CARE 项
目率先探索了海草床、盐沼等两类滨
海蓝碳生态系统，此次更是在项目前
期成果的基础上，一举签约了全国首
笔公开的海草床蓝碳意向认购和全
国第二笔盐沼蓝碳意向认购。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交易
也是海草床碳汇量核算方法学在
中国首次公开发表，说明研究成果
在海洋碳汇基础科学研究和海洋
经济领域都得到了认可与接受。

此次认购意向的成功签约，代表

着海草床这一蓝碳“富矿”变现实现
重大突破，厦门大学团队在推进蓝碳
资源资产化、推动蓝色金融工具革新
上作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贡献。特别
是团队公开了海草床蓝碳碳汇计量
核算方法，就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
层面上推动海草床蓝碳碳汇成为海
洋资产，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
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该项目研发的符合我
国生态系统特征的海草床方法学和
滨海盐沼方法学会拓展到更大应用
范围，持续巩固多元化渠道支持海
洋碳汇发展的投融资机制。

蓝碳寻“金”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林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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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过后，位处闽赣边界的长汀
县古城镇井头村小竹坑一片忙碌景
象，挖掘机和工人们忙着挖树根、劈杂
草、垒田埂、拉沟砌渠，67 亩撂荒地复
垦进入最后扫尾阶段。

“凭借 30 多台套农机，合作社已
经复垦撂荒地 800 亩，其中今年复垦
的就有 350 亩。另外，合作社还托管耕
地 1000 亩。”长汀县供销农场合胜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余海生介绍。

眼下，“供销农场”粮食生产全托
管模式已经在长汀全面开花。

在长汀县河田镇窑下村车田寨，
一块连绵上百亩的稻田上，一层层绿
色稻浪随风摇摆。就在年初，这里还是
一块撂荒河滩。“为了用好这块地，村
里成立土地托管类合作社，村党支部
书记任理事长，村集体占股 51%以上，
流转了这 120 亩土地，并委托清荣农
机专业合作社复垦、管理、种植。”窑下
村党支部书记刘文雄说。

据了解，龙岩市、长汀县两级为鼓
励撂荒地复垦，都出台了相应的补助
政策，对撂荒地复垦 10 亩以上的均有
相应补助，多项政策叠加，每亩最高可
获补助 800 元以上，大大提高了村集

体、农机专业合作社等的积极性。今年
初以来，长汀由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
类托管合作社流转给长汀县供销农场
9 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复垦撂荒地达
3000亩。

对“供销农场”带来的帮助，古城
镇苦竹村党支部书记黄光明深有体
会。村里早季种植 30 亩烤烟，晚季 30
亩烟后稻交给合胜合作社托管。黄光
明算了一笔账，农户种植水稻每亩每
季收益约 400 元，而托管种植后每亩
可增加收益 200 余元。其中，每亩可减
少耕作成本 120 元；合作社通过集约
化经营、精细化管理，每亩可实现增产
25公斤左右，增收 80元。

让 专 业 人 做 专 业 事 ，实 现 了 多
方共赢。“我们通过党支部组织土地
开 展 全 托 管 ，节 约 农 机 合 作 社 的 市
场 开 拓 成 本 ，集 中 资 源 提 高 种 粮 产
出，真正实现种粮有效益，各方都得
利。”余海生说。

目前，长汀粮食生产全托管模式
已基本形成了“政府抓统筹，支部当红
娘；供销搭平台，农机唱主角；农技教
技术，粮食保安全”的良性循环，今年
供销农场托管耕地面积 1.35万亩。

长汀复垦撂荒地3000亩，耕地托管面积达1.35万亩

粮食生产全托管 撂荒地变肥美田
□本报记者 戴敏 通讯员 陈天长

乡村新天地

日前，龙岩市永定区龙潭镇枫林
村万花园林的蝴蝶兰种植基地内，各
色蝴蝶兰竞相绽放（上图）；当地和一
家花卉公司达成的合作签约项目也即
将动工建设。这片曾经的矿区，如今已
蝶变为花海。

“ 看 ，这 就 是 我 们 的‘ 白 花 黄 心
V3’，它的品质、花形、保鲜期都是一
流的，在日本市场深受喜爱。”万花园
林负责人谢凡生指着一片繁茂的蝴
蝶兰说。

这 10 年间，龙潭镇关闭一批不符
合环保标准的小煤矿、小煤窑，同步推
进产业转型。万花园林的落户，正是这
一转型路上的重要一步。

在政府的支持下，万花园林不断
引进先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
品品质。如今，这里已建成集蝴蝶兰种
植、研发、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年产值超亿元，产品远销海外。“我们
的蝴蝶兰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

地，还出口到了越南、日本、美国等国
家。”谢凡生说。

随着万花园林不断发展壮大，整
个龙潭镇也开始兴起蝴蝶兰热。越来
越多的村民加入蝴蝶兰产业，形成一
条庞大的产业链，不仅带动了村民增
收，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当地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出台一系
列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投入蝴
蝶兰产业；规划建设蝴蝶兰小镇，将蝴
蝶兰与旅游相结合，打造集观光、休
闲、购物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全国最大的
蝴蝶兰产业园。”龙潭镇党委书记吴才
开说，目前，当地正加快蝴蝶兰产业景
观大道项目建设，投资 300 多万元对
剩余近 2 公里道路进行全面改造硬
化，竣工后将极大改善蝴蝶兰产业核
心区的交通条件，在推动蝴蝶兰销售
运输的同时，进一步加快农文旅融合
发展。

龙岩永定龙潭镇推进产业转型，掀起蝴蝶兰热

昔日矿区今花海 村民日子美起来
□本报记者 徐士媛 通讯员 熊川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王敏霞 文/
图） 6 日，“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号
彩绘飞机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正式
首航，由泉州飞往长沙。据悉，这是
首架展示泉州城市形象的飞机，将
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关注泉州、了
解泉州的重要载体。

据 介 绍 ，“ 宋 元 中 国·海 丝 泉
州”号飞机彩绘设计以“燕行家”为
概 念 ，展 示 闽 南 燕 尾 脊 双 波 曲 造
型。左侧图案是以《锦绣刺桐城》为
理念设计而成的刺桐梦华图画卷，
画卷上的图案有开元寺、东西塔、
老君岩等泉州特色元素，传达心驰
神往之意 ；右侧是寓意红红火火、
吉祥富贵的刺桐花图案，传达热情
欢迎之意。

这 架 彩 绘 飞 机 的 机 型 为 空 客

A320，最多可搭载180名旅客，由西部
航空执飞上海、广州、重庆、武汉、哈尔
滨等 50多个城市的航班。“所有西部
航空航班的旅客都有机会乘坐这架
彩绘飞机。”西部航空副总裁杨海军介
绍，西部航空目前已开通航线 170余
条，通航航点 60余个，航线覆盖国内
大部分一线、二线城市，泉州地区目前
开通了前往重庆、三亚、郑州、长沙、徐
州、济南等地的航班。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副总经理郑
文灿表示，“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号
彩绘飞机展示了泉州“世遗之城、奋
斗之城、国潮之城、烟火之城”的独
特文化魅力。它的正式启航，将进一
步促进“航空+文旅”融合发展，为推
广泉州文化旅游形象，传播闽南文
化、海丝文化提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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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短 剧 的 风 ，吹 到 了 平 潭 。前 不
久，火热播出的微短剧《那个重逢的夜
晚》将这座美丽的海岛“安利”给了更
多人。

《那个重逢的夜晚》是芒果 TV 首部
自制精品微短剧，一共 12 集，每集 19 分
钟，讲述了在小镇里长大的男女主角在
各自人生低谷时意外相逢，双向奔赴、
相互救赎的故事。该剧全程在平潭取景
拍摄，用一组组镜头串联起渔村、渔船、
风车田以及海岸线等迤逦景致，生动展
现了清新细腻的海岛风情。

“剧里的平潭真的很美，海边、骑
车 、落 日 都 很 美 好 。”“ 看 完 剧 专 门 去
了趟平潭，幸运地赶上了‘蓝眼泪’。”

“被种草了！现在满脑子都是平潭，今
晚 就 出 发 。”…… 在 小 红 书 、抖 音 、新
浪微博等社交平台上搜索该剧相关词

条，网友在评论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
一件事——剧中的海岛美景格外令人
神往。

这是平潭引入拍摄的首部微短剧，
创下了可喜的成绩。今年 4月，该剧入选
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公布的“跟着
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二批推荐目
录，甫一上线就牢牢抓住观众视线。截
至目前，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 2.3亿。

得益于网络剧迷的“疯狂输出”，多
个剧中场景成为年轻人来岚争相打卡
的焦点，当地旅游业迎来一波“泼天流
量”。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平潭
接待游客 61.5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3亿元。

进入 2024 年以来，具有内容节奏
快、情绪带动性强、制作周期短等特点
的微短剧赛道一时风头无两。艾媒咨询
发布的《2023—2024 年中国微短剧市场
研究报告》显示，2024 年微短剧市场规
模有望突破 500亿元。

眼下，已有不少城市着手实践“微短
剧+文旅”创作模式。例如，河北省文化和

旅游厅与河北庄与蝴蝶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了微短剧《等你三千年》，通
过一场古今爱情故事，引出邯郸“一座等
了您三千年的城”的城市文化 IP，网友纷
纷感叹该剧“给河北文旅上大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难发现，
精品微短剧在联动文旅资源、提升城市
文化软实力等方面蕴含着强大能量。不
少业内人士表示，以高品质微短剧带来

“大流量”，高效推介拍摄地旅游资源，
实现文旅出圈的趋势已显露无遗。

那么，在竖屏时代，平潭发展“微短
剧+旅游”有何优势？从资源来看，平潭
四面环海，坐拥山海石厝等优质海岛资
源，近年来更是多次入选热门旅游目的
地，是一片适合文旅微短剧创作的土
壤；从产业基础来看，平潭近年来出台
了一系列影视产业扶持政策，建成并投
用竹屿湾影视基地，为影视剧组提供一
站式服务，产业链条日臻完善，累计吸
引了 406 家影视企业入驻、120 家影视
综项目前来拍摄，一座海岛“影视梦工
厂”正在崛起。

作为一座“天然摄影棚”，摆在平潭
面前的机遇无疑是巨大的。尽管如此，热
闹之余，“微短剧+旅游”如何才能产生更
好的化学反应，仍需一些“冷思考”。

对于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说，微短剧
是文旅宣传的优质载体。但从“引客”到

“留客”、从短时“流量”到持久“留量”，
更需久久为功。

一方面，当地政府需要推动文旅微
短剧深耕本土故事，找准主题、打造精
品，将海岛风光、人文底蕴等与微短剧
深度融合，让剧集走红更“走心”；另一
方面，还需打造与剧集高度适配的文旅
场景，打造一批影视打卡点，引进旅拍
和剧本游等新业态，鼓励来岚游客对微
短剧情节进行“二创”，让游客在平潭能
够找到诗意的远方。

火爆的《那个重逢的夜晚》，为平潭
深化“微短剧+旅游”融合发展开了个好
头。热潮之下，平潭能否保持良好势头，
形成强有力的文旅记忆点，生动展现城
市发展新面貌，带火更多沙滩、景区、村
落、岛礁？我们拭目以待。

海岛文旅如何坐稳微短剧快车？
□本报记者 张哲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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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共建的安溪铁观音茶科技
小 院 获 评“ 全 国 科 技 小 院 典 型 工 作
案例”，组建农业遗产保护专家服务
团 队 ，发 布 安 溪 县 茶 树 种 质 资 源 阶
段 性 成 果 ，发 布 安 溪 茶 园 碳 中 和 研
究 成 果 …… 五 月 茶 季 忙 ，福 建 农 林
大学安溪校区也结出累累硕果。

自 2011 年合作办学以来，安溪县
和福建农林大学从始建茶学院，到新
增数字经济学院，到升格为福建农林
大学安溪校区，再到共同谋划创建光
电产业学院，促进安溪校区与当地茶
产业以及藤铁家居工艺、光电、信息技
术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

“一开始，安溪茶学院设置了 3 个
本科专业 4 个方向，分别对接茶产业
链 5 个关键领域人才需求，为安溪茶
产业发展培养了一批高端管理、科研
人才。”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管委会
主任、安溪茶学院（数字经济学院）院
长郭玉琼介绍，校地合作强化了安溪
茶产业的智力支撑，实现了“农学优
势”和“安溪茶叶”的成功嫁接。

“学在安溪，留在安溪，才成就了
今天的我。”刘云云是茶学院首届毕
业生，如今已成长为安溪一家龙头茶
企优秀品质管理者。

“茶学院培养了高素质的茶人，不
仅工作上手快，而且对推动企业转型
升级有想法，企业的人才库因茶学院

不断充实。”福建安溪八马茶业总工程
师林荣溪表示。

去年，福建农林大学与安溪县经
过深入沟通、多方论证，决定在安溪茶
学院的基础上组建数字经济学院，福
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也正式揭牌。

“数字经济学院设有数字经济、
网络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本科
专业，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全方位加
强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育
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为安溪数字经济
发展提供强劲的智力支撑。”郭玉琼
介绍。

如 今 ，福 建 农 林 大 学 安 溪 校 区
设有茶学、技术经济与管理、农业管
理、电子信息等 4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及茶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实现“本硕
博 ”贯 通 。安 溪 人 在 自 己 家 门 口 ，实
现了“从幼儿园到博士阶段”的全覆
盖教育。

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
转。近年来，安溪光电产业强势崛起，
汇聚了晶安光电、天电光电、中科生物
等一批国内有影响力的行业龙头企
业。在此背景下，校地双方还决定加快
推进创建光电产业学院，投入 2000 多
万元支持建设光电与网络工程实验
室，为促进学院与安溪乃至泉州光电
信息、大数据等新业态的深度融合提
供硬件条件支撑。

安溪和福建农林大学打造校地合作新标杆

学科跟着产业走 专业围着需求转
□本报通讯员 吴梅珍

本报讯（记者 林蔚 文/图） 7 日，全国首笔公开
的海草床蓝碳意向认购在厦门大学成功签约，全国第
二笔盐沼蓝碳意向认购同步签约。

当天，腾讯碳中和实验室和广西儒艮保护区举行
海草床生态修复项目蓝碳生态系统碳汇意向认购签约
仪式。根据签约内容，儒艮保护区第一期 28.12 公顷的
海草床修复项目自 2018 年 11 月 30 日以来产生的所有
碳汇量，将全部由腾讯碳中和实验室意向认购。

该 海 草 床 蓝 碳 项 目 依 托 BLUE- CARE 项 目
（Blue Carbon Ecosystem Assessment,Restoration and
Accounting Project，即“蓝碳生态系统的评估、修复及
核算项目”）中，厦门大学陈鹭真教授等共同编制的《海
草 床 生 态 修 复 碳 汇 计 量 与 监 测 方 法》进 行 开 发 。
BLUE-CARE 项目由厦门大学戴民汉院士领衔、腾讯
碳中和实验室资助，旨在深入研发蓝碳碳汇计量方法，
开发蓝碳方法学，并在儒艮保护区内开展海草床生态
修复和交易示范工程。

签约仪式上，腾讯碳中和实验室还与江苏盐城珍禽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顺利完成了全国第二笔盐沼蓝碳意向
认购的签约。根据签约内容，盐城保护区第二期盐沼修复
项目自 2018年 3月 9日以来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将
依据BLUE-CARE项目支持下陈鹭真教授领衔编制的

《滨海盐沼生态修复项目碳汇计量与监测方法》进行测
算，并由腾讯碳中和实验室意向认购部分碳汇量。据悉，
盐城保护区在去年 9月完成的我国首笔盐沼蓝碳交易，
依据的也是厦门大学编制的这一计量与监测方法。

据项目负责人戴民汉院士介绍，为深入探索海洋
蓝色价值，积极推进蓝碳资源的资产化进程，开拓实现

“双碳”战略目标的新途径，厦门大学蓝碳团队不断探
索、稳步推进海洋碳汇基础科学研究。几十年来，蓝碳
资源受到气候变化、海洋酸化以及沿海开发等威胁，因
此亟需加快构建标准化、可操作的中国特色蓝碳碳汇
计量核算方法，推动蓝色金融工具革新，吸引更多社会
资本投入到健康海洋生态系统的建设中。

腾讯碳中和实验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知名
科技企业，腾讯公司始终看好和厦门大学在海洋蓝
碳领域的合作，希望与科学界共同探索，一起助力建
立健全我国蓝碳创新发展支撑体系，实现经济效益
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当天，厦门大学还举办“蓝色经济与碳中和对海洋
可持续性的协同作用”高峰座谈会，中外政府工作人员、
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代表等共聚一堂，聚焦探讨中国
的“双碳”战略与海洋经济蓝色转型之间的协同效用。

厦门大学与腾讯碳中和实验室共同发起的蓝碳生态系统项目获重大进展

全国首笔公开的海草床蓝碳意向认购签约

厦门大学 BLUE-CARE 项目组在野外开展海草床蓝碳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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