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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福鼎市粮食应急储备库
项目加快前期配套工作，准备新建 2栋粮
食标准化平房仓（库容 2.5 万吨）。另一
边，点头镇粮仓已出库，进入盘活再利用
阶段……

粮库，见证着农业发展的历史，承载
了几代人的回忆。“为适应时代需求，我们
采用先建后拆的方式，结合年度储备粮轮
换工作，逐步将老旧仓房淘汰，统一至标
准化平房仓规范管理，同时因地制宜改造
利用好旧粮仓。”福鼎市储备粮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梁亦锋说。

从种粮到收粮、从入库到出库，勤劳
智慧的福鼎人民不断“推陈出新”，变传统
粮站为智慧粮库，变“镰割人扛”为机械农
业，切实守好“米袋子”，让福鼎这片热土
变得更加富饶和生机勃发。

传统粮站变智慧粮库传统粮站变智慧粮库

连日来，“中国扶贫第一村”福鼎市磻
溪镇赤溪村里，人头攒动。昔日老粮仓已
摇身一变成为扶贫展示馆，富有年代感的
建筑式样和“弱鸟先飞”的故事，吸引了一
批批游客打卡参观。

作为宁德市唯一开展粮食收购的县
域，福鼎在1951年初就有13个粮库，仓容

量达 4190吨。1953年，紧接着建成首座
2500吨基建粮仓。20世纪60年代至80年
代，又在部分乡镇设置粮食收购点。

梁亦锋介绍，当时，主要是仿造苏联
风格建设的瓦片仓房，仓容仅达到 200吨
至 500吨。1980年以后，为进一步扩容，
福鼎开始在市区、硖门乡、太姥山镇、店下
镇、前岐镇建设高大平房仓，仓容 1000吨
至4000吨不等。

“以前叫作‘粮站’。”福鼎市店下粮食
购销分公司负责人李良兵从 1980年开始
从事粮食行业，对曾经的“粮站”有着深厚
感情。他仍记得，在计划经济时代，粮食
统购统销，群众需凭粮票、米证到粮站买
米。“基本是第一年收购，第二年卖出，货
如轮转，十分热闹。”李良兵说。

收粮也有一套讲究。“水分在13.5%以
下、杂质不超过 1%的稻谷，才能收购入
库。而且，20 年前，我们是不收晚籼稻
的。”李良兵解释说，因为当时的库房条件

有限，难以完善保存好晚稻米等软性米。
几十年过去，从种田交公粮变种田

领补贴，粮食统购统销变订单粮收购，
收粮从 1吨的磅秤变 100吨的地磅，人力
运输变机械自动化输送，现金交易变

“一卡通”打款……粮库也“更新”升级，
配备粮库智能化系统，提高管理效率，
实现粮食出入库管理自动化、信息化和
智能化。

“不同于原来的每周定期查仓，现在
每天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就能实时查看粮
仓内每个点位的温度、湿度等关键指标，
仓内高清变焦探头能捕捉到粮面上的每
一处异常变化，精准又省时省力。”梁亦锋
说，福鼎市粮食应急储备库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推动智慧化技术与粮库管理深
度融合。

““镰割人扛镰割人扛””变机械农业变机械农业

粮食入库，首先要确保粮食的质量和
安全。

与水稻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朱照棋对
于丰收有着浓浓的期冀：“去年种了几百
亩的水稻，收成很不错，今年继续！”

近几年，为了提升种稻效益，朱照棋
四处学习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根据
粮食收购政策及质量标准来种粮，并在育
秧机、插秧机、谷物联合收割机、谷物烘干
机等一系列机械“加持”下，大幅减少用
工、降低成本。

“以前用肩挑背扛，晾晒也要看天气，
一下雨就发愁。如今水稻收割后直接送
进烘干厂房，质量达标就能马上拿到粮库
收购，这才是‘新型职业农民’！”朱照棋
说。

藏粮于技，筑牢丰收之基。每年三四
月，位于福鼎市店下镇的城门仔机耕专业
合作社十分忙碌，一批批稻种通过工厂化
育秧，向农户们提供优质秧苗，为水稻稳
产高产奠定良好基础。

“一般三四天就可以发芽，出芽率达
到90%，出苗效果好。”合作社负责人郑友
银介绍，与传统的人工育秧相比，工厂化
育秧可以科学地控制和调节秧苗的生长
温度、湿度，确保种子的存活率和出芽
率。种植时，再采用机插秧，效率是人工
的15倍以上。

从“镰割人扛”到机械农业，福鼎市持
续加大农业“五新”技术示范推广力度，从
新品种引进、种苗培育、地膜覆盖、田间水
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方面，全程加
强技术指导，努力提高科学种粮机械化水
平。2023年，进一步制定出台《福鼎市促
进粮食生产健康发展十条措施》，通过严
格落实粮食生产安全目标任务，建立粮食
生产百亩示范片，加大粮食生产政策补
贴，提高粮食复种指数等“十条措施”，充
分调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种粮
积极性，全年粮食播种面积达19.77万亩、
粮食产量达 6.5万吨，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任务。

新的一年，福鼎市又着力推动店下镇
水稻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建设，在太姥
山、店下等乡镇重点推广水稻精量穴直
播、水稻精量育秧播种、无人机飞播等农
机新装备、新技术，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
效，力争实现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3.50％以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71.93％以上。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王婷婷 文/图

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教育过程中要充满爱和期待，如果把一
份爱心放在家访中，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
惊喜。”家访，是家校协同育人的有效方
式，是连接学校和家庭的重要纽带，更是
增进家校关系和师生关系的重要桥梁。

2023年初，教育部等 13个部门联合
出台《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
制的意见》，提出要坚持科学教育观念，增
强协同育人共识，完善学校积极主导、家
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人机
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良好氛
围更加浓厚。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指导意
见，福安市积极构建家校社一体化德育格
局，持续深入推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
有效衔接。早在2021年，福安市就出台了

《福安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家访
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教
师家访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为学生成
长营造良好环境。

“家访是老师与家长沟通的基本途
径，通过家访可以使双方了解学生的各种
情况，以便共同教育好学生。”福安市教育
局思政股负责人林奶良告诉笔者，截止到
日前，74所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师已对8万
多名学生进行了家访，其中本学期期末阶
段对 16511名学生进行登门家访，受到家
长和社会的广泛好评。

周密部署，提前制定计划

“为保证此次家访活动能切实有效
地开展，我们需要制定详细的家访活动
方案，对家访策略、形式、内容等方面要
有明确的方向和要求……”“不仅要特别
关注留守儿童、困难学生的学习情况，
还需要对他们的生活特别关心……”“各
位班主任要提前做好规划，提前和家长
沟通，预约时间，保证家访工作顺利进
行。”福安七中、福安康厝中心小学、福
安德艺学校小学部等各学校纷纷召开教
师家访培训部署会，对家访活动制定详
细计划。

在家访活动开展前，福安市教育局
局长林成增在全市校（园）长会议上作
了专门部署。各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
长，分管校领导具体负责，由德育处（政
教处，下同）主任、年级组长、班主任、家
委会代表等组成的家访工作领导小组，
并制定了教师家访制度和实施方案，对
家长的家访意愿全面摸排，对教师的人
员分组、家访路线、家访内容进行科学
安排、实时指导，要求原则上每学年至
少对每个学生家访一次，确保家访 100%
全覆盖。

为使家访活动井然有序进行，福安城
北中学将家访队伍分为全体教师家访团
和校领导班子家访团；福安九中采用副校
长加不同年段老师的形式组成多支家访
队伍；福安湾坞中学家访队伍根据地域分
路线进行家访活动；福安第三实验幼儿园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志
愿者进行暖心家访……

每到一户，老师们都与家长、学生围
坐在一起，促膝谈心，了解学生在家的具
体表现，听取家长真实想法，多角度地了
解学生的成长环境、家庭教育理念，同时
深入特殊学生群体家中，辅导学困学生，
关爱留守儿童和单亲学生，鼓励他们要积
极面对学习和生活。

家访，搭建起家校“暖心桥”

一声“报告”打破了办公室原有的宁
静，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二年级学生小英
（化名）用小鹿般的眼眸看着自己的老师
林赛琴，腼腆地说：“老师，奶奶让我给
你。”放下几棵带着新泥的青菜转身跑开
了……望着孩子的身影，林赛琴心里泛起
无尽温暖。

林赛琴是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的一
名教师，在教育领域已辛勤耕耘十五载。
林赛琴回忆说，第一次见到小英时，她性
格十分内向，与他人交谈时都不敢注视对
方，平日课余时间也不见她与同学们交
流，学习能力比较弱。

注意到小英的孤独，林赛琴决定到她
生活的环境一探究竟。小英的父母因为
身体缺陷都丧失了劳动力，经济来源主要
靠政府资助，她和哥哥小钦从小就靠奶奶
拉扯长大，一家五口生活在一间不到十平
方米的铁皮简易房中。亲眼所见让林赛
琴动容，和家人的交流中也了解到兄妹俩
不自信的原因，于是家访后将这些情况反
馈学校，学校便组织老师定期到她家中进
行家访，一对一辅导他们学业，时刻关注
他们的心理状态，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校

的各项活动，提高能力，增强自信，并送上
学习生活用品。

如今，两位孩子有了明显变化。看到
老师能主动打招呼，和他人交谈时能大方
注视对方。老师为他们挑选过年衣服时，
他们也敢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样的家访事例还有许多。通过家
访，教师育人的活力也被激发出来。小
恩（化名），福安实验小学阳泉校区五年
（7）班学生，混血儿，黝黑的皮肤，平日
里 活 泼 开 朗 ，非 常 懂 事 ，成 绩 也 不 算
差。没有家访，根本感觉不出这个孩子
家境的特殊，原来他的父亲因一场车祸
落下残疾，母亲也在他出生几个月时就
残忍地扔下他回越南。近些年，家里没
有经济来源，只靠政府低保生活。家里
祖孙三代人租住在非常简陋的深巷民房
里 ，屋 内 又 黑 又 暗 ，生 活 用 品 少 之 又
少。家访中，刘茂其主任和兰莲菊老师
与家长真诚交流，告诉他们小恩在校学
习十分努力，并勉励他们。临走时，拄
着拐杖的父亲热泪盈眶连连致谢，他表
示平日因为行动不便家长会也不能参
加，对孩子在校表现一无所知，老师亲
自来家里，让他感觉特别受重视，也对
孩子在校情况有了了解，非常感谢老师
们的帮助和关心。

“教学不仅仅是关注学生的成绩，更
要了解关心学生的生活、心理状态，给予
他们更多关心。”家访后，兰莲菊在家访手
册中写下这段话。

一次次带温度的双向奔赴，凝聚家校
的教育合力，在老师与家长“零距离”的沟
通中，家访将关爱与温暖传递，搭建起家

校沟通联络的“暖心桥”。

家访，拉进老师和家长距离

家访是一把钥匙，打开孩子的心灵；
家访是一条纽带，连接学校与家庭。在家
访活动中，教师们倾听家长及学生的心
声，共同交流解决办法，结合孩子的性格
特点，与家长们探讨孩子的教育方法和管
理经验，让家校共育变得更有温度、有深
度、有力度。

福安五中多年来将“教师节家访”作
为每年教师节的固定活动，成立家访小组
走进开学后还未报名的学生、家庭困难学
生及特殊类型学生家庭，与每一位孩子的
家长耐心沟通，勉励学生及家长正视困
难，自强自立面对人生；福安松罗中学重
点关注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家
长配合学校做好家庭时间活动，提升家庭
教育能力和水平；福安市职业技术学校通
过分类家访，对家庭经济困难、留守儿童、
失独子女等重点走访，听取家长对教育发
展的意见建议。

面对面沟通、零距离交流，家访拉进
了老师与家长的距离。老师能更加了解
学生的家庭情况，家长能深入了解孩子在
校表现。

不少家长表达了对家访工作的支持，
纷纷表示，家访活动犹如一场及时雨，架起
教师、孩子和家长的桥梁，让家长和孩子都
明确自己肩负的职责和重任，激发了孩子
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憧憬，为孩子的成长
之路点亮了一盏明灯。

□ 郭杨贞 文/图

福 鼎

粮库智能化 种粮机械化

白琳老粮库白琳老粮库

家访，让教育更有温度
——福安市教育系统开展家访活动纪实

走进福安市郭滔工作室，
整 体 装 潢 简 朴 低 调 却 富 有 质
感，木质桌椅、摆件独具特色，
引人注目。

“这些木工都是我自学打造
的，每个作品都像自己孩子一般
格外爱惜。”85后年轻人郭滔说，
自己在一次偶然机会下开始接触
木工创作，如今希望将传统木工
技艺运用到更多的地方，为家乡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年1月18日，“郭滔工作室
传统木工技艺 点亮乡村艺术空
间”案例成功入选2023全国乡村
振兴百家优秀案例。

““归巢归巢””反哺家乡反哺家乡
创业以解乡愁创业以解乡愁

郭滔出生在福安市溪潭镇
西隐村的一户普通人家，8岁起
郭滔开始自学素描和油画。

“还记得那时候地上、墙上到
处都是我的‘画作’，被母亲追得
满屋子跑，即使这样也不能打消
我创作的热情，总是想办法找时
间、找材料画画。”郭滔说。

2004 年，郭滔初中毕业，本
想去艺校学习的他，因父亲患病
经济负担重而放弃了学业，走上
社会。2006年，郭滔参加东南卫
视《明星脸》节目获得周冠军，由
此进入娱乐圈。发行单曲、拍摄
微电影，热爱创作的他内心总能
源源不断地产生各种想法，激励
他不断尝试、不断创新。

2014年，郭滔回到家乡拍摄
微电影《福安年轻人的生活》，重
新接触到了家乡的人和物，结合
在外打拼多年的经历，对福安乡
村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一颗想要
回报家乡的种子在心中慢慢萌
芽。

“如今乡村旅游快速升温，很
多人疲于城市的快节奏生活，都
想放慢脚步到乡村感受闲适、静
谧的时光。而福安近年来乡村面
貌日新月异，我一直在思考能做
些什么让福安的好山好水被更多
人看见。”郭滔说。

经过时间和市场的淬炼，
2020年，郭滔回到家乡，成立郭
滔工作室，投身到新时代乡村振
兴的浪潮中。希望利用近些年
来获得的资源，打造一个看得见
山水、留得住乡愁的乡村艺术空间，并利用新媒体
向外界宣传福安，探索一条有特色、有态度的乡村
振兴新路子。

结合传统工艺结合传统工艺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榫卯”结构是中国传统木艺的灵魂，采用的一
种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凸出的部分叫榫，凹进去的
部分叫卯。

整件器物不用一钉、一丝的金属连接，也不用任
何胶水，全部采用凹凸结合的榫卯构成，测量、切割、
打磨、安装等采用纯手工制作，严谨、牢固，且可拆卸
安装。若榫卯使用得当，两块木结构之间就能严密
扣合，堪称“天衣无缝”。

2020年，郭滔布置工作室时，始终无法在市面
上找到称心的家具，从小热爱手工艺的他突然一个
想法涌上心头：“我为何不自己动手设计呢？”

传统木工技艺看起来简单，实际却充满了古人
的智慧。于是，郭滔开始到农村寻找设计灵感，白天
观察每件传统木艺制作方式，研究榫卯结构原理，晚
上睡前在脑中生成创作方案。收集了大量木材、工
具之后，即刻开始行动。

“传统木工技艺越了解越让人痴迷，特别是榫卯
的运用，让人不禁对老手艺人的设计巧思心生敬
佩。”经过三年多的时间，郭滔制作了大量木工作品，
从茶盘、茶桌到柜子、灯具，所有的作品都融入郭滔
的个人想法，每一件都独一无二。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和我一样的感受，纯手工
制作出来的家具都是富有灵魂的、灵动的，它不像
机械制造的横平竖直，保持了木头的纯粹与自
然。”郭滔说。

目前，郭滔准备在保护传承传统木工技艺的
基础上，结合现代风格，创作优秀手工作品，到乡
村打造艺术空间。他调研了福安穆阳镇、南岩
村、廉村等地，与村干村民谈思路、聊发展，希望
融入自己的传统木工技艺打造一个乡村艺术空
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下一步，我希
望能用活用好乡村资源，通过打造乡村艺术空间，展
出乡村历史文化、乡村风景、乡村特产，汇聚多方力
量，利用新媒体，产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传承文化
的综合效应，吸引更多人关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
乡村文化，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参考复制的有益
经验。”郭滔说。

□ 本报记者 缪星 通讯员 雷津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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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滔正在设计制作木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