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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位于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的溪源裡主题

度假乐园建设工地上，水上漂流、十二生肖木屋等项目

正在加快建设，计划在今年暑假期间试营业。兴建主题

度假乐园，得益于溪源村拥有 5公里多长的溪流，以及溪

流两岸的绿树青山等“宝贝”。

深入梳理和挖掘生态环境、人文历史、特色农产品

等资源，溪源村打造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从

产业薄弱村到“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全省乡村治理示

范村”的蝶变。

墙上的彩绘、坐在长椅上的公仔……走进溪源村，

随处可见两个童趣可爱的卡通形象，这是“YOU 好溪

源”的品牌形象标识——小油和小茶。

这个品牌 IP 的设计理念，源于溪源村的特色农业产

业——油茶。溪源村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十分适合油茶生

长，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种植历史。全村种植油茶近 3000
亩，年产茶油约40吨，享有“闽清茶油第一村”的美称。

村里还有一个名为“长顺油坊”的茶油压榨手工作坊，

始创于1895年。2018年，溪源油坊榨油技艺入选福州市第

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老油坊里，蒸

烤、过筛、制饼、上架、压榨等古法榨油工具一应俱全，堪称

传统榨油的活标本。”这项市级非遗的传承人张宗明介绍。

依托油茶，溪源村抓住福州市被列入首批建设国家儿

童友好城市名单的契机，对标“儿童友好”主题，打造“YOU
好溪源”乡村特色品牌，涵盖“油好香村”“游好乡村”等多个

产业子品牌，通过品牌定位引领产业转型。

省财政厅派驻溪源村第一书记华宁介绍，以茶油的

生产、加工、研学为核心，溪源村建成了以百年油坊为中

心的研学基地。此外，溪源村还建立农产品展销中心，让

游客“一站式”购齐溪源特色产品。

一座占地 3000多平方米的“微农学堂”，在溪源村十

分醒目。步入学堂，三栋教学楼一字排列，设有“微农教

室”、“微农试验室”、专家服务站等。

“微农学堂”的前身，是溪源村闲置的小学校舍。近

年来，随着村民外流，溪源村小学停办，校舍资产“沉

睡”。为了盘活校舍资源，溪源村乡贤捐资 300多万元，将

小学校园改造成“微农学堂”。

作为村里的“农业新产品技术孵化基地”，“微农学堂”

配有微农实践基地 33亩、种植基地 106亩。2021年，“微农

学堂”在基地试种的10亩甜糯玉米新品种取得成功，并于

2022年开始向部分村民推广种植了 50亩。与种植蔬菜对

比，每亩可增收2000元。“微农学堂”成立以来，为当地农户

举办油茶、玉米、生姜等 10多种农产品培训班，培训农户

1000多人次，带动种植户实现增收。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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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正是白花大蓟采收的季节。白花大蓟的花、叶、

茎、根皆能入药，也可制成茶饮和药膳。行走于仙游县游

洋镇龙山村、金石村和梧椿村，随处可见白色的花海。

游洋镇位于仙游县北部山区，海拔较高、生态条件优

越，为优质农产品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近年来，该镇

立足自身禀赋，策划生成一批农业项目，引进社会资本，

培育中草药种植基地，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实现村集

体经济和村民双增收。

“这几天，趁着阴天没下雨，赶紧抢收白花大蓟。”近

日，龙山村中草药种植户林友智忙得不可开交，仔细挑选

成熟的花朵进行采摘。这样的劳作，他还要持续 10 多天。

每到采收期，林友智都在当地雇佣村民，每天需要二三十

人一起采花。

林友智本是一位民间画师，长期从事油画创作。前几

年，他回到老家龙山村投资创业，先后从村集体和村民手

中流转了 100亩土地，种起了白花大蓟。

“龙山村的海拔在 600米左右，气候宜人，野外生长着

许多中草药品种。”林友智说，他在承租土地之前，找了专

业人员到山里头取样，将土壤带回实验室进行化验。“白花

大蓟对土壤要求很高，只有无污染的地块才适合种植。”

林友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白花大蓟每年可采收两

季，每亩每季能产出干花 5斤，按照当下每斤 4000 元的市

场价，一年毛收入 4万元。剔除综合成本，每亩利润为 1万

多元。

早年间，龙山村村民依靠竹编手工艺品创收，但效益

不佳。随着劳动力的外流，村里的土地也抛荒了。“全村户

籍人口有 2390 多人，现在常住人口只有 450 多人，以留守

老人为主。”龙山村党支部书记林永淦说，中草药种植重

新唤醒了沉睡的土地，目前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 20 万

元左右。

邻近龙山村，金石村的中草药种植也形成一定规模，

让村民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我们把自家的荒地租出

去，有一笔租金收入。采收的时候，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

打工，又有一笔收入。”金石村村民林丽清笑着说。

游洋镇还与福建农林大学团队合作，在天马村设立中

草药标本馆。馆内有 6个展厅，展示着 1000多件标本，同时

开设一条中医药科普走廊，便于游客对照标本与植物原

貌，了解中草药的形态和特征，提高乡村旅游的体验感。

为了引导农户科学化、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仙游县

引进福建省闽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基地”的多方参与共赢模式，在游洋镇建立白

花大蓟、药用石榴、金银花等 10 余种中草药种植示范基

地，吸纳山区村村民就近种植、务工。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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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

洋渔业，为人类提供丰富的食品资源，也

是海洋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6 月初，走过第 16 个年头的福州国

际渔博会落下帷幕。渔获满满，帆影点

点，当我们望向福建这片大海时惊奇地

发现，它正在向深向远再澎湃。

转型养殖，造就富饶“福海粮仓”

霞浦的海带、宁德的大黄鱼、福鼎

的鲈鱼、福清的鳗鲡、连江的鲍鱼、福州

的鱼丸……渔博会现场，鲜活的渔获，

喷香的美味，在视觉味觉的双重体验

中，富饶的“福海粮仓”如此具象。

3752公里的曲折海岸线、13.6万平方

公里的海域面积，涵养出湾多滩广的自然

资源，这是福建靠海吃海的先天优势。

从认识海洋起，福建的先民就耕海牧

渔，兴渔盐之利。改革开放之初，依托傍江

靠海的优势，福建海洋捕捞业迅速发展。

但是，近海水产资源有限，只“捕”不

“养”，难以持续。这不仅是福建的困境，也

是全国的难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国

水产品产量始终徘徊在450万吨左右。

如何端稳饭碗？1979 年全国水产

工作会议明确，今后产量增加的主要来

源是发展养殖。

福建积极响应，开发海洋、发展渔

业，相继作出“大念‘山海经’”“开发‘海

上田园’，加快发展水产事业”“建设海

洋经济强省”等一系列战略部署。

1995年10月，中共福建省第六次代

表大会提出，将水产业列入全省培育的

五大支柱产业。1994年至1995年全省加

强水产养殖业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

1996 年，全省水产养殖产量首次

突破 100 万吨。1998 年，海水养殖产量

首次超过海洋捕捞产量，达 200 万吨以

上，成为市场水产品供给的主要来源。

技术创新，成为养殖量不断攀升的

重要引擎。濒临灭绝的大黄鱼，在宁德市

水产技术推广站原站长刘家富及其项目

组的努力下，先后实现了人工育苗和养殖

增产。2000年，宁德开启大黄鱼产业化养

殖，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四大海鱼之首。

继南移养殖试验成功，并解决度夏

难题之后，福建海带育苗技术创新脚步

加快，与北方科研院校育成了“三海”

“黄官”等多个丰产、性状优良的优势品

种，助推福建成为海带主产区。

进入21世纪以来，水产种业作为水

产产业链的源头，成为引领福建养殖业绿

色发展、推进渔业现代化的硬核“芯片”。

厦门大学柯才焕教授团队历经 11
年努力，研发出了“绿盘鲍”国审新品

种，紧握良种“芯片”，加上南北转场、冬

夏对调的养殖模式，福建鲍鱼占全国产

量的 82.7%。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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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衰败的偏僻乡村，却引来诸

多年轻人竞相驻村创业。最近，中央媒体

报道了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这个村

庄户籍人口 1372 人，常住人口一度不足

百人，如今带动周边四坪、墘头、三峰等村

庄年度接待游客百万人次，成为大家向往

的乡村梦想基地。

空心村实现活化生长，龙潭村的故事

并非孤例。同处闽东“大山褶皱”之中，屏

南县的屏城乡前汾溪村、双溪镇前洋村等

名不见经传的山村，也与周边村落串联成

片区，或因文创改变村貌广受关注，或以

传承原生态习俗而火爆出圈，各自走出了

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长期以来，许

多 地 方 农 村 中 青 年 、优 质 人 才 持 续 外

流 ，人 才 总 量 不 足 、结 构 失 衡 、素 质 偏

低、老龄化严重等问题，制约着其发展。

观察与梳理闽东这些村落的发展历程，

其中一项主要做法是，把乡村人才队伍

建 设 与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放 在 重 要 位 置 来

开 展 工 作 。学 习 运 用“ 千 万 工 程 ”经 验 ，

就要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在乡村聚集

各类人才，带来乡村振兴急需的新理念

和 资 金 、技 术 ，通 过 辛 勤 劳 动 让 乡 村 各

项事业红火起来。

引进新乡人。每个村子都有不同的乡

土风貌。过去，一些地方乡村建设走入“拟

城化”误区，执着于嫁接城市生活，根源就

在于发展规划缺乏“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的意识与眼光。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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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储白珊） 9 日 18 时

15 分，2024 年我省普通高考各科目考

试全部顺利结束。全省共 24.2万名考生

参加考试，全省 86个考区 235个考点全

部平稳有序。

“高考不是终点，是通往人生更高

目标的起点。”当晚，我省各地市教育局

向广大考生发出鼓励之信，提醒考生提

前通过心仪院校官网官微搜集专业设

置情况，了解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持

续规划学习生涯。

今年高考，我省采取“人技联防、

一岗多控”等手段加强试卷全流程全

链条监管，专门开发保密室实时巡检

系 统 ，确 保 试 题 试 卷 绝 对 安 全 。考 试

期 间 ，从 省 内 23 所 公 办 本 科 高 校 遴

选 出 的 235 名 优 秀 干 部 和 教 师 作 为

省派巡考员，分赴各考点开展全程驻

点巡考；多支省级督考队到考区考点

监督检查。

全力护航逐梦路。我省共有 100 名

残疾考生参加高考，相关考区考点开辟

“绿色通道”。考试期间，教育、网信、公

安、工信、卫健、市场监管、保密、通信管

理、气象、电力等省直单位负责人在省

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联合值班、集中

办公，共同应对、快速处置可能发生的

涉考突发事件。

24.2万考生顺利完成高考

9 日，2024 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在福州屏东中学考点，家长为结束考试的考

生送上鲜花。 本报记者 游庆辉 摄

6月9日，石狮市蚶江镇石湖港

区，货轮在泊位上有序装卸作业，码

头桥吊高效运转，运输车辆往来穿

梭，港口生产一派繁忙景象。

石湖港是我国荒料石进出口

的重要集散地。鞋服、建材、食品和

日用百货也是经由石湖港，向内运

往国内沿海主要港口，向外辐射俄

罗斯、日本、东南亚、阿联酋等。据

悉，今年一季度，石湖港完成货物

吞 吐 量 641.54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21.6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6.22

万标箱，同比增长30.95%。

王旺旺 摄影报道

节日生产
忙 不 停

作为我省最大载重汽车生产基地，永安汽车产业

连续传来好消息——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汽海西”）的 M20 驾驶室总成建设项目预计 6 月底

可具备批量生产能力；4 月 19 日，永安第一台插电式混

合动力新能源汽车下线，填补了国内长续航、载重大的

新能源车型的空白……

永安是福建汽车的发源地。1969年，永安汽车修配

厂试制出福建省第一辆 FJ130型载重汽车，结束了福建

不能造汽车的历史。多年来，永安汽车产业几经起落，

接续奋斗，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通过转型升

级、技术创新和铸链延链，永安市汽车产业重塑竞争新

优势，正稳步驶上“新”赛道。今年 1至 4月，永安汽车交

易额约 20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龙头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走进位于三明永安的埔岭汽车工业园区，重汽海西

M20 驾驶室总成建设项目冲压车间里机器轰鸣。7 台

ABB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正在传递物料，与 5台压力机

协同运转，自动完成上下料、冲压、切边、传送等工序。

该项目总投资 3亿元，占地面积近 8000平方米。目

前，已完成海西L2000驾驶室的 3种冲压件的小批量生

产工作，冲压件质量及生产效率达到目标要求，已正常

交付焊装车间使用。按原定计划，自动化冲压线将在 6
月底具备批量生产能力，届时将逐步实现海西公司

L2000、H3、NX等系列驾驶室主要外观件自主生产。

驾驶室是载重汽车的核心部件。据介绍，过去，驾

驶室白皮件从中国重汽济南总部采购到重汽海西进

行生产，因长途运输磕碰影响外观质量，同时，也增

加了物流运输等费用，延长了交付周期。M20 驾驶室

总成建设项目的建设是重汽海西公司发展史上的一

个重大里程碑，采用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生产工艺，

投产后将推进产品层次向中高端迈进，新增年产 5 万

台驾驶室总成生产能力，可有效补齐现有产业链条和

产品短板，实现产能提升、产品升级两大进步。

瞄准新机遇，重汽海西还加紧抢占新能源赛道。

2021 年，中国重汽豪曼新能源汽车批量下线，奠定了

东南区域新能源汽车发展基础。

得益于沪明合作，4月 19日，重汽海西与中汽新能

源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合作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新

能源汽车下线。新车采用 P2 混动路线，搭载油/电两套

可独立运行的动力系统，具备大路权和长续航优势，填

补了国内长续航、载重大的新能源车型的空白。

“新车通过电机与发动机的协同工作，能够在不同驾驶场景下实现最优的

能量分配，能够显著减少燃油消耗，提高燃油经济性，节油效果一般能达到 20%
左右。”重汽海西相关负责人介绍，商用车是空气污染物和碳排放大户，新车通

过结合传统燃油发动机和电动机，可显著降低尾气排放。

重汽海西 2010 年在永安成立，由中国重汽集团重组永安汽车厂而来。目前，

这家公司已形成年产轻卡 5万辆、中重卡 5万辆的产能规模。目前，重汽海西产品

实现批量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和中亚等国家和地区，产品出口量

连续多年实现倍数增长，已实现出口 123 个国家，累计出口各类中、轻卡产品超

过 3.5万台，并持续增长。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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