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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所
在、希望所在、未来所在。人才的重
要性，如鱼之有水，火之有薪。近年
来，柘荣县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人
才工作部署要求，坚持党管人才原
则，持续推进人才强县工作，积极探
索人才“引、育、留”新路径，聚力打造
青年人才集聚新高地，为全县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澎湃力量。

畅通交流渠道，广开门路谱
好引才“前奏曲”

“很荣幸能够受邀参加这次的
柘荣鸳鸯草场星空露营音乐季活
动，让我们有机会调研柘荣旅游产
业发展现状，希望能够结合我们自
己的专业特长，为柘荣旅游产业发展
贡献微薄之力。”日前，在柘荣鸳鸯草
场星空露营音乐季活动中，“三下乡”
实践队的清华大学实践队员付斯璇
表示。

校地共建是招才引智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柘荣县积极搭建校地共
建交流合作平台，广泛接纳“三下乡”
实践队伍，大力引才引智，结合柘荣
产业发展实际，运用高校才智资源为
柘荣产业振兴发展助力，先后推出

“小彭友”IP形象设计、“屏风”茶叶包
装设计、特色剧本杀等成果，受到游

客和群众的一致好评，有效为产业发
展注入新鲜活力。

此外，柘荣县还多措并举推进柘
籍学子交流载体建设，鼓励引导更多
柘籍在外人才回乡就业创业。健全
完善柘籍青年学子信息库，累计登记
在库高校学子达 939 人，进一步强化
在外柘籍学子联系；累计择优选派
900 余名柘籍学子到一线，为基层注
入新鲜血液；开展柘荣籍优秀青年学
子实践营等活动，引导柘籍学子深入
一线感受柘荣变化，帮助宣传推介家
乡变化和人才政策。

强化载体支撑，多措并举谱
好育才“进行曲”

“让更多地方的人吃上铁场好辣
椒是我的理想，多亏了县委、县政府
的帮助，让辣椒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谈到
辣椒，宁德市辣椒酱制作技艺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游铃斌脸上露出由衷的
喜悦。

高中毕业后，怀揣理想的游铃斌
毅然决定返乡创业。在柘荣县委、县
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柘荣团县委的精
心指导下，他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创
立福建融盛食品有限公司，将一个辣
椒小加工坊发展成为一家集辣椒种

植、收购、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
企业。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他也
不忘饮水思源，积极响应号召，助力
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带动周边乡镇
3000多农户种植辣椒，实现户均增收
1.2万多元。

游铃斌是柘荣县众多青年创业
者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柘荣县
依托县青年创业协会等团属社会组
织，大力推动青年就业创业工作，扎
实做好创业导师选聘、创业考察交流
辅导、职业技能培训、业务交流沙龙
等各类精细服务工作，累计发动和培
育58个优秀青年创业项目参与“创青
春”等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切实凝聚
和培养青年创业典范。同时，着力为
青年搭建平台、嫁接资源，引领带动
更多青年人才就业创业。2022 年以
来，该县累计为868名创业青年，争取
低息贷款14135.37万元。

聚焦精细服务，用心用情谱
好留才“交响曲”

暑假期间，柘荣县“七彩假期 情
暖童心”公益托管班充满了欢声笑
语，一片热闹景象。

为缓解青年人才子女假期无人
看管、托管难问题，柘荣县积极开设
公益托管班，通过设置语言阅读、音

乐、绘画、手工等形式多样的课程，呵
护、陪伴青年人才子女成长。托管班
开设至今，已服务240余人。

同时，“缘来有你‘才’相遇”活动
也是服务青年人才的又一重要举
措。为坚定青年人才留柘发展意愿，
柘荣团县委精心为青年婚恋交友打
造优质平台，进一步拓展青年交友
渠道。截至目前，该活动已开展 12
场，累计为 700 余名单身青年男女提
供服务。

引人用人还要能留人。近年来，
柘荣县将青年发展型城市作为城市
发展建设的一大理念，通过统筹谋划
城市基础配套、文化服务供给、安居
保障水平、生态环境品质、教育保障
力度等县域综合服务，通过政治上激
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生活上
关心、心理上关怀，切实解决人才发
展的后顾之忧，提升青年人才归属
感、认同感、获得感，坚定青年人才扎
根柘荣、安居柘荣、融入柘荣、服务柘
荣的决心和信心。

“我很喜欢柘荣这个城市的氛
围！”河南籍青年人才张炎达表示，

“留在这个城市工作，未来充满希望，
我会继续扎根柘荣，干出属于自己的
一番事业。”
□ 本报记者 张瑜 通讯员 彭宇哲

时下，正值芙蓉李成熟的季节，屏南甘棠乡王林村山披绿、果满枝，
6000 余亩芙蓉李挂果迎客，迎来丰收季。摘果、装筐、搬运、装车……
果农们穿梭在果林和收购点，忙得不亦乐乎。

小小一颗李，增收大产业。近年来，甘棠乡芙蓉李产业不断迈上新
台阶，实现村民村财双增收。

强村富民

日前，记者在王林村芙蓉李种植基地看到，满山遍野的芙蓉李树郁
郁葱葱，一颗颗红绿相间的李子饱满丰盈，让人垂涎欲滴。“这个季节，
是我最喜欢的。”种植户黄眉珠一边在果园里摘果，一边还不忘拍照发
朋友圈，既是“炫耀”又是宣传。

王林村地处高山地带，所在村部海拔高度 770 米，山清水秀，气候
适宜，种植芙蓉李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产出的芙蓉李以果大味美、汁多
核小的品质走俏市场。

2012 年，原来在外经商的黄眉珠返乡创办了屏南县大棠李子种
植专业合作社，靠着种植芙蓉李增加收入，买车买房，成为村里的返
乡致富能人。2018 年，合作社和村党支部联合共建了大棠李示范基
地，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基地”的发展模式，黄眉珠也成为了
返乡致富带头人，积极带动周边 1000多农户种植芙蓉李，解决农村剩
余劳动力 200 余人。王林村逐步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果产业强村，村
里的农户光靠种植芙蓉李每户平均可实现年收入20.02万元，多的可达
35万元。

同时，王林村还通过聘请农业专家担任技术顾问、做大型户外广告
牌、设计统一的品牌包装箱，以及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比如赏花节、直播
节、采摘节等，形成“春赏花、夏摘果”的农旅发展之路，提升芙蓉李品牌
知名度。目前，王林村成为省级“一村一品”标准产业化示范村，全村芙
蓉李种植面积达6000亩，年产量达1500多万公斤，总产值达8000万元
以上。2022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280元，村集体经济收益达
37.37万元。

品牌打造

以王林村为基点，在甘棠乡党委、政府的推动下，芙蓉李产业不断
向外扩张，临近的梅花地村、甘棠村、南山村等都种起了李子。目前，全
乡芙蓉李种植面积达 1.6 万亩，覆盖全部 17 个村 2000 多户村民，产量
2.32万吨，全产业链产值4.2亿元。

“乡里拥有省级龙头企业1家，市级龙头企业2家，合作社与家庭农场
共18家。这些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除了带头种植芙蓉李，还积极推进
芙蓉李全要素产业链发展，拓展李干、李子醋、李子酒等精深加工产品，全
年加工李干12.4吨，深受消费者喜爱。”甘棠乡党委书记林春祥介绍。

同时，在县长直播带货的影响下，甘棠乡迎来“订单农业”新时代，
架起了“互联网+农业+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新通途。从2020年起，每
当李果收获季，甘棠乡积极对接全国各大电商平台，动员200多家自媒
体参加多渠道联合销售，李果丰收当月订单量均可破 22 万单，总销量
达450多万箱，覆盖全国各地，甚至远销越南、马来西亚等地。

从王林有“李”到甘棠有“李”，再到屏南有“李”，甘棠乡的芙蓉李产
业持续高歌向前。2020 年“屏南李”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021 年
甘棠乡成功申报以“屏南李”作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争取中央补助资金前期300万元，用于建设大棠李示范基地、芙蓉李交
易市场、芙蓉李建设生产线、专业认证、创建品牌等，进一步推动了芙蓉
李产业发展。今年，甘棠乡又围绕屏南李全产业链条提质扩容，正在积
极推进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二期）项目建设，王林大棠李分拣中心（一
期）建设完工，实现李干就地加工，不仅能够带动周边农民就业增收，还
能缓解李果丰年果贱伤农的困境。

农旅融合

恰逢暑假，最近甘棠乡小梨洋村大棠休闲农场总是热闹非凡，家长
带着孩子们来到这里，采摘水蜜桃、芙蓉李等水果，感受丰收的喜悦。

位于小梨洋村高山上的大棠休闲农场，自 2016 年建设以来，已开
发有高标准水果种植示范园，建设了农耕文化体验园、彩虹滑草场、烧
烤野炊园、星空牧场，修建了步行栈道、高空滑索、山地越野卡丁车等娱
乐设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休闲娱乐、体验田园生活。

农旅融合“融”出乡村振兴好风景。甘棠乡党委、政府鼓励企业入
驻新建生态李园观光休闲旅游区，利用乡域内多处同一山头有溪有古
村落、山腰有李，山顶有茶的景观，结合生态种植模式，建设旅游栈道、
旅游配套设施，营造四季有景，有花有茶，可采摘可手工制作李干、茶
叶、品茗的休闲旅游区。

甘棠乡利用甘国宝故里——小梨洋、漈下 2 个 3A 级旅游景区，以
及天湖顶湿地、大棠休闲农庄等一大批人文、生态、农旅景观，积极向外
推介甘棠乡“国宝故里 农旅融合”旅游线，农旅融合的芙蓉李采摘游成
为了村民致富的又一增收渠道。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屏南李’产业链条，进一步推动农旅融
合，打造‘赏芙蓉李花、品芙蓉李果、尝芙蓉李酒、住芙蓉李居’四季农旅
特色游，串联‘王林—梅花—新田’形成花果茶竹一站式田园康养体验线
路，让‘屏南李’成为更为健康、更为高效、更促增收的产业。”林春祥说。

□ 本报记者 叶陈芬 通讯员 甘叶斌 文/图

夏日清晨，大檐渔夫帽、防晒衣、休闲裤、运动鞋……简单收拾一下，新农人陈莉瑾骑上电动三轮
车，出发去自家葡萄园。烈日之下，拆袋、修剪，任凭汗珠浸湿衣服，陈莉瑾也能从中收获无尽甜蜜。

新农人、电商主播、葡萄合作社负责人、福安市人大代表……陈莉瑾是福安市赛岐镇象环村的“葡
三代”。过去，陈莉瑾的爷爷等一批象环村民打破传统产业“枷锁”，经营出“南国葡萄之乡”美誉。如
今，陈莉瑾等一批新农人，通过探索新销售模式，引进新品种、新种植模式等，续写福安葡萄产业高质量
发展史。陈莉瑾先后获评宁德市最美乡村创富好青年、2019年度“电商代表人物”、2021年度福建省农
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大家亲切地称她“葡萄妹妹”。

屏南甘棠：

乡村振兴 有“李”真甜

柘荣：“三部曲”奏响青年人才工作“最强音”

王林村村民正在分拣芙蓉李

北有吐鲁番，南有闽福安。
从露天种植到避雨栽培，从增量到

提质，一串串葡萄“串”起象环人从脱贫
到致富的幸福之路。在老一辈的影响
下，对葡萄产业的热爱，是许多象环村孩
子打小种在心里的情怀。

2012 年，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的陈莉
瑾返乡时发现，果农们在“苦等”收购，一

头是“性子急”不易储存的葡萄，一头是
收购商的不断压价，陈莉瑾开始思考如
何让“好果”卖出“好价”。

彼时恰逢网络社交媒体在国内爆火，
陈莉瑾结合微博特点，以“直播”形式“晒”
出葡萄各个生长阶段，引来众多网友的热
情互动。微博营销第一年，她卖出了200
多箱葡萄，翌年增至600多箱，第三年5000

多箱……不仅扩大销售区域，还能通过订
单数合理安排采摘，保证了水果的新鲜度。

从零散客户到大型商超，从初出校
门到省乡村创富好青年，而今的陈莉瑾
已是福安象环益明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法
人，葡萄栽种面积达到100多亩，带动果
农 150 多户。今年，合作社预计销售葡
萄500多吨，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

7月23日，在第九届中国·福安葡萄
文化节上，陈莉瑾的葡萄荣获2023年全
国早熟优质鲜食葡萄评比金奖。

密林连成线，果实缀满枝。走进葡
萄园，果香弥漫，一串串绿色的葡萄晶莹
可爱。“这是阳光玫瑰，色泽似阳光，闻香
如玫瑰，具有产量高、效益好、货架期长
等特点。”陈莉瑾介绍。

在农闲时，陈莉瑾不忘给自己“充
电”，去葡萄产区学习种植技术和管理经
验。在云南考察时，陈莉瑾发现“阳光玫
瑰”葡萄收购价高时可达160元一公斤，
是象环巨峰葡萄的五六倍，这让她产生
了引进新品种的念头。

试种初期，由于长期主要种植巨峰
葡萄，加之对新品种认识不深，陈莉瑾套

用巨峰葡萄的栽培管理经验，导致葡萄
颗粒小，收成差，以失败告终。

后来，通过查阅资料、参加葡萄培训
讲座、请教科技特派员等方式，她及时调
整施肥、灌溉、修枝等诸多环节，找到了
最适宜的栽培模式。2020年，象环村的

“阳光玫瑰”葡萄结果、销售，亩产高达5
万多元，效益是巨峰葡萄产值的近3倍。

为避免葡萄采摘后无人收购的情
况，陈莉瑾除了网络订单外，也和各大商
超、渠道商合作出售葡萄。

“客户只需提前两天下单，我们按量
采摘，整车直接送达目的地，保证了葡萄

的新鲜度，也防止了葡萄运输过程中包
装破损的情况，减少损失。”陈莉瑾说。

“我们连续销售了十几年葡萄，跑了
很多产区，福安葡萄的品质最好。”福建
果有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商5月就来到
象环村，负责把控葡萄品质，待葡萄成熟
采摘时，每天往外运输七八车葡萄。

为了解决独居群体一箱葡萄吃不完
的烦恼，陈莉瑾设计了适宜“一人食”的
包装，供应给各合作商超，受到许多消费
者的青睐。

“我们还建立了全程追溯体系，客户
通过扫取包装箱上二维码标志，可实时
了解葡萄产地、种植过程、采摘时间等相
关信息，从根本上保障产品安全。”陈莉
瑾介绍。

新路子串起增收链

随着“阳光玫瑰”葡萄落地福
安，陈莉瑾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社的

平台和机制，无偿指导村民种
植“阳光玫瑰”葡萄，帮助他们

拓宽销售渠道。
“去年，我们家终于盖
了新房子，生活品质一

下子提升了！”果
农陈赠金乐呵

呵地说。
2023

年，象环
村 及 周

边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的农户已有100
多户，种植面积达 200 多亩，推动了象
环葡萄产业迭代升级，生产水平走在宁
德市前列。

除了迭代升级葡萄品种外，陈莉瑾
又陆续引种杨梅、花卉盆景类产品，进
一步丰富合作社产品种类，实现“两条
腿”走路，降低经营风险。同时，她通过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形式，影响带动村
民采用农业“五新”种植技术，进行精细
化管理。

在陈莉瑾的带动下，越来越多返乡
创业大学生、青年等新农人纷纷通过

“互联网+农产品”打开福安葡萄上行通
道，涌现出多个葡萄营销专业村和电商
专业村，形成了一支以“葡萄妹妹”陈莉
瑾等为代表的农村电商微商队伍。目
前，当地依托返乡创业大学生群体开通
的“福安葡萄”天猫旗舰店和“福安原产
地官方旗舰店”，电商销售额已达 3 亿
多元。

“在象环，人人都能成为葡萄销售
者。我希望能用年轻人的方式回报家
乡。”在象环，以陈莉瑾为典型的一批又
一批新农人不断涌现，以“弱鸟先飞、滴
水穿石”的闽东精神，走出了一条具有闽
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 本报记者 张颖珍
通讯员 雷津慧 何小丽 文/图

小葡萄蹚出幸福路

“葡三代”尝试新思路

芙蓉李包装流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