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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周宁县礼门乡菊美专
业合作社的花菜迎来成熟期，工人
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搬运。据
悉，该合作社在300多亩土地上，轮
种了多种蔬菜，年产值300万元。

“巧用轮作让农产品错峰上市，
除供应周边县市外，还能卖到深圳、
江西等地，销路不愁。”合作社负责
人陈小菊介绍，轮作种植模式鼓起
了大伙儿的“钱袋子”。

周宁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
称，耕地资源稀缺。近年来，该县以
抛荒撂荒地整治为突破口，合理利
用闲置土地，推广经济作物与粮食
作物轮作、套种，一地多用、一地多
收。

“通过蔬粮轮作、套种，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和复种指数，既守住了
粮食安全底线，又增加了经济收入，
农民可以把‘饭碗’端得更稳。”省农
科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县农业
农村局挂职副局长罗文彬说。目
前，周宁县连片轮种、套种面积超过
1万亩，有效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效、
农民增收。

““花样花样””套种套种““钱钱””景好景好

“我这里一地两用、立体种植，
上面种猕猴桃，下面种马铃薯、玉
米，一块地有多份收入。”周宁县东
红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松彬说。

一块地如何种才能取得效益最大化？三年前，
刘松彬合理利用土地空间，在猕猴桃基地套种近百
亩马铃薯、玉米，打好时间牌，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开辟新路子。

套种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也为周边村民提
供了更多就近打工挣钱的机会。“每月工资有 6000
元左右，在家附近比较方便，挺好的。”当地群众刘本
寿正在地里忙碌，长期在基地务工的他对未来充满
信心。

“今年有20万斤的猕猴桃上市，总产值300多万
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采取线上加线下模式进行
销售，以农带旅，以旅助农，打造农旅融合新业态。”
刘松彬说。

科学套种“探”出致富新路。周宁县依托国家南
方薯类科学观测实验站马铃薯高山科研基地，总结出
适合当地不同气候类型和区域的高产、高效栽培模式，
重点推广马铃薯高垄覆膜栽培、马铃薯套种等技术。
如今，“马铃薯+猕猴桃”“马铃薯+葡萄”“马铃薯+茶园
幼苗”等套种模式在全县逐步推广。据统计，全县套种
马铃薯1000多亩，预计增收200多万元。

周宁县春意园家庭农场负责人许林贵也尝到了
套种的甜头。2017年，许林贵流转农户荒山，在纯
池镇莲地村发展茶园300亩。

“茶树一般 3年至 4年开园，5年后才迎来丰产
期。”许林贵介绍，茶园建设初期，只有投入而无收
益。

为充分盘活茶山资源，许林贵利用茶树行间空
地多的条件，“见缝插针”种下高山马铃薯，以粮养
茶、以耕代管，填补茶树生长“空白期”，实现茶粮基
地提质。

“茶叶套种马铃薯实现肥料共享、一次管护、两
次收获，一举多得。”许林贵说，得益于这种模式，去
年，基地产值达40万元。来年，计划扩大套种面积，
增加套种品种，让亩产效益实现最大化。

接茬轮作效益增接茬轮作效益增

走进周宁县宏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
忙着翻土、播撒菌种、覆土，种植羊肚菌。

“这片土地本来种植多头小菊，上个月刚刚结束
采摘，我们立马安排工人种植羊肚菌，通过轮作，可
以很好地盘活大棚资源。”周宁县宏萬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主管杨晓鹏告诉记者，小菊生长周期短，属于冷
凉型花卉，从种植到采摘出售只需3个月左右，但小
菊采收后，土地面临长达4个月的空闲期。

为了让休耕的“空白期”成为增收的“黄金期”，
去年11月，宏禹种业探索“花卉+菌类”轮种模式，种
植30亩羊肚菌、赤松茸。

不同于普通的农作物，羊肚菌对空气湿度、土
壤环境要求高，在不断的试错中，宏萬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逐渐摸索出种植菌类经验。“去年，赤松茸
一亩产值 5万余元，羊肚菌一亩产值 8万余元。”杨
晓鹏说。

在周宁县，除“菌类+花卉”轮作外，各类复合轮
作模式处处可见。

在李墩镇际头村益丰种养专业合作社，一个个
粉红饱满的蜜薯摆满田间地垄，村民们享受着丰收
带来的喜悦。

“你别看现在这里是大片蜜薯，要是前几年来，
好多地方都还是撂荒地。”益丰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陈芳说，以前，传统农业产出效益低，农村劳动力
外流，土地撂荒随处可见。

为探索抛荒土地高效综合利用之路，益丰合作
社流转抛荒撂荒地 120亩，轮作马铃薯、茄子、蜜薯
等作物，让“抛荒地”变为“效益田”。

“马铃薯亩产 2000斤，收入 2000元；蜜薯亩产
3000斤，收入5400元；茄子等蔬菜每亩收入7000余
元。”陈芳掰着手指算了“三笔收入”账。

粮经作物轮作，让周宁良田实现“钱粮双丰收”，
农民种粮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该县春粮种植面积
1.069万亩，县内外200多家单位、企业、个人认领耕
地3490亩，“沉睡”耕地焕发新生机。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李何颖 郑文敏

在三都澳海域，一望无际的蔚蓝海面
上，一口口色彩鲜艳的新型塑胶渔排连绵
成片浮动在海上，承载着闽东人民向海而
歌的梦想；在宁德港漳湾码头，货轮满载
着国产新能源汽车驶往全球各地，书写着
国车“出海”的励志故事……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宁
德是海洋大市，辽阔海域、优良港湾、得天
独厚的气候与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蓝
色产业“宝藏”。

因海而兴，向海图强。近年来，市国
投公司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海
洋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积极践行国企担
当，将“创新”作为发展的原动力，通过推
出涉海生产要素融资产品，着力破解涉海
小微、“三农”客户融资难题，创新设立海
洋产业基金等举措，推动宁德市海上养殖
综合整治提升、养殖设施升级改造、“国鱼
计划”实施，助力蓝色经济发展。

探索“资源变现”

唱响高质量发展新“渔歌”

我市海洋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海洋经
济的独特优势，但一直以来，大量海洋资
源没有得到有效盘活，海洋资产产权不清
晰、估值难等问题成为我市海洋经济发展
躲不开、绕不过的阻碍。

锚定群众需求点，勇探改革“深水
区”。市国投公司推动其下属公司宁德
市汇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新建立福建
省首个市级统一的全要素流转融资服务
平台——宁德市农村生产要素流转融资
平台，与全市各县（市、区）流转服务中
心、金融机构相互配合推出“黄鱼贷”

“海产品仓单贷款”“海域使用权抵押贷
款”等金融产品，为大黄鱼、海参等海产
品养殖企业及养殖户提供快速、便捷、
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和多元化金融产品，
激活海洋产业发展动能。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该平台海洋水产类融资笔数
20721 笔，融资金额达 55.97 亿元。该项
目的创新做法，还荣获“2021 年度福建
省十大金融创新项目一类项目”，并入
选“中国改革 2022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
革典型案例”。

同时，市国投公司下属公司宁德市国
有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作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担保力量，持续在助力建设“海
上宁德”上下功夫。积极引导金融资源向
海洋经济领域流动，以创新担保产品、提
升服务质效、加快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深
化“政银担”合作，创新推出“渔排改造贷”

“渔排养殖贷”“渔排抵押贷”等见贷即保
产品，让养殖户更加快速、便捷获得融资，
有力推动海上养殖整治，盘活渔排等新型
生产要素，为涉海小微、“三农”客户解决
融资难题。截至 2023年 11月底，该公司
累计为 6001户涉海类客户提供融资支持
15.58亿元。

组建产业基金

助力蓝色经济“链”上起舞

如今的宁德，“以投带引”战略带来的
磁吸效应正逐步显现。

2021年6月22日，在资本市场福建对
接大会上，总规模 200亿元的福建省海洋
经济产业投资基金落户宁德，由市国投公
司承担海洋基金组建工作。2022年 1月

12日，市国投公司发起组建的福建省海洋
经济产业投资基金母基金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成功备案，标志着海洋基金
正式进入投资运作阶段。

据了解，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投资基
金由市国投公司发起组建，是宁德市贯彻
落实福建省《加快建设“海上福建”推进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
2023年）》的重要举措之一，基金定位为政
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为200亿元，
按照“母基金+子基金”的构架设立和运
作。基金投资范围主要涵盖：临海能源、
海洋渔业、临海冶金、绿色石化、生物药物
与生物制品、海洋信息、航运物流、滨海康
养旅游等领域。

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投资基金的
成立，带来了发展的强劲东风，激起了产
业振兴的“一池春水”。该基金坚持“市场
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原则，将充分发挥母
基金引导作用，通过子基金投资实现招商
引资、资金放大功能，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政府支持领域和产业，服务重大项目落
地、重点产业集聚，为加快“海上福建”“海
上宁德”建设，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这股“创投新势力”的崛起，为我市产
业链聚集融合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撑。
自海洋基金成立以来，市国投公司积极引
资引源引智，加大对区域内具有创新能力
和发展潜力项目的储备力度。目前，已设
立福建省专精一号创业投资子基金、宁德
山海一期股权投资子基金、宁德市汇聚一
号股权投资子基金等子基金，总认缴规模
达7.1亿元，完成广生中霖、新能检测等12
个投资项目。

创新融资模式

走出海洋环境治理新路

走进三都澳大黄鱼养殖区，连片的新
型环保塑胶渔排把养殖区划分得整齐而醒
目，海水清澈透亮，大黄鱼长势喜人。而早
年前，这片海域因养殖无序无度，造成海水
污染，使得大黄鱼等海水养殖业受到影响。

为助力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提升，推进
海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市国投公司认真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清海”工作的
部署要求，积极探索海洋环境治理优化路
径，创新采用PPP模式推动养殖设施升级
改造，共升级改造渔排网箱约 33万口，清
除禁养区渔排约26万口，改造藻类养殖区
约21万亩，改造深水网箱1876口，改造化
粪池1039个，有效改善海域养殖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是全国首例海
洋治理PPP项目，总投资22.41亿元，通过
引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有效减轻政府
财政压力，盘活社会存量资本，提高项目
整体效益，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果。该经
验做法已被农业农村部收入《现代设施农
业投融资模式和案例》进行推广。

下一步，市国投公司将紧紧围绕主题
教育总要求，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
统，持续深化“三争”行动，立足宁德海洋
资源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发挥国企
优势和担当精神，进一步巩固提升海上养
殖综合整治成果，全力推动实施“国鱼计
划”，为我市走出一条产业发展与生态保
护协同并进的新路作出应有的国企贡献。

□ 本报记者 张瑜

一间租来的沿街店铺，被改成头饰制
作工作室和展室，简陋而富有特色。12月
5日，笔者进入工作室室内一层，迎面看到
的便是摆放有序、款式各异、色彩艳丽、颇
具特色的各种畲族头饰，还有几尊身着畲
族服饰、佩戴头饰的畲族女模特。

沿着简易楼梯，上到二层，便是制作
工作室，狭窄的空间，略显逼仄。靠墙处
一个橱柜中，摆了多个少数民族的头饰
展品。

一张堆满头饰制作材料、配件的工作
台，便是头饰制作的“车间”，那些精美的
头饰，正是从这里一件件制作出来的。工
作室的主人林丽婵，正埋头赶制一批订单
所需的畲族头饰产品……

“80后”的林丽婵，老家在霞浦县水门
畲族乡茶岗畲村。从小生活在浓厚畲族
习俗氛围中的她，对许多畲族传统习俗技
艺情有独钟，一往情深。

初中毕业后，尽管在外打拼历练多
年，但她心底深藏的传承畲族饰品工艺技
艺的情愫丝毫未改。

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林丽婵萌
生了学做畲族头饰的念头，继而开始进行
畲族头饰制作，开始圆梦传承畲族传统文
化工艺制作技艺。

理想很美好，但是真正付诸行动，却
不易。从未接触过畲族头饰制作的她，遇
到了种种困难。但天性倔强的她并不服
输，坚强应对困境。

她多方寻找查阅各种有关畲族头饰
制作的资料文字、图片、实物。“其实，能够

查阅到的畲族头饰资料很少，只能靠自己
摸索。”林丽婵回忆说。

偶有拿到的实物饰品，她就多次拆
解，再制作安装，反复进行比对，并对传统
的畲族头饰，不断进行工艺改进创新，融

进现代饰品元素气息，使畲族头饰在原有
的基础上，得以传承发扬。

“那阵子，我几乎天天把自己关在房
内，不是在电脑上查阅资料、阅看图片，就
是动手制作一个又一个的畲族头饰。”林
丽婵说，“没多久，我就能独立制作出一批
款式新颖的畲族头饰了。”

成功的喜悦，并没冲昏她的头脑，她
深知自己在头饰制作技艺上的不足。当
她得知邻近的福鼎佳阳畲族乡有个畲族
头饰制作传承人时，毅然只身前往拜师学
艺。

通过师傅手把手精心传授，林丽婵系
统学习传承了畲族头饰的制作技艺并加
以改进，制作技艺日渐娴熟。

随后几年间，林丽婵又分别参加了福
建师范大学和福建艺术职业学院举办的
非遗研习培训并顺利结业，为她更好制作
畲族头饰打下了坚实功底。

“畲族头饰的制作工艺复杂、枯燥，需
要耐心、细心。”林丽婵介绍说，一个最简
单的头饰制作，也要花费几个小时，而复
杂的头饰，则要制作 3天左右才能完工。
有的头饰，仅需要的各类各色珠子，就要
穿串4000多粒。

林丽婵潜心钻研传承畲族头饰制作
的事例，引起了当地文化旅游部门的关
注和重视。“这些年，县文旅部门都在关

心支持我，为我传承畲族传统文化提供
支持和方便。我也因此有了多次前往厦
门等地参加文博会，及当地非遗物件参
展等机会，得以认识结交许多非遗传承
人，与他们切磋交流非遗传统工艺制作
技艺。”林丽婵说。

近年来，刻苦钻研畲族头饰制作工
艺，制作技艺日渐见长的林丽婵，积极参
加各类畲族传统文化演出和非遗产品展
示。同时，她将目光瞄向了将畲族头饰制
作工艺用于发展乡村非遗文化产业，成为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部分。她还负
责管理茶岗村畲族文化中心部分展区、水
门中心小学畲族文化非遗工坊，协助学校
开设非遗文化课程，让少年儿童和更多人
群了解畲族非遗传统文化。

林丽婵说，疫情前，每个月都会接到
不少订购畲族头饰的订单，3年疫情，几乎
没什么订单，现在又多了一点。

今年，她又在霞浦城郊江边村，新设
立了一个畲族头饰制作工作室。

“设立这个工作室的目的，主要想通
过工作室的制作，带动周边部分妇女加入
头饰制作行业，帮助她们解决就业，增加
收入。”林丽婵说。

目前，林丽婵正积极着手畲族头饰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申报
工作。 □ 夏斌 文/图

市国投公司

聚焦海洋产业 助力蓝色经济发展

林丽婵：传承畲族头饰制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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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制作完成的多个民族头饰

林丽婵指导学生制作畲族头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