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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天刚蒙蒙亮，叶裕发便出发上山至柑
橘园，开启了一天的忙碌。

去年年初，原本在省外经商、收入颇
丰的他积极响应镇党委、政府返乡创业的
号召，毅然回到老家寿宁县凤阳镇下党村
开启了种植柑橘的甜蜜事业。

创业之路曲折而艰辛，叶裕发迎难而
上。没有地，他便和村干部挨家逐户上门
做思想动员，流转了近 100亩撂荒土地；
零基础，他到处“取经”，从省外引进、试种
7000 余株近 100 亩“爱媛 28 号红美人柑
橘”，带动乡亲们一起创业致富。

种植初期，由于缺乏经验与技术支
撑，柑橘的长势并不理想。在叶裕发一筹
莫展的时候，凤阳镇党委、政府给予了大
力支持，邀请省农科院、市县农业部门的
专家到现场提供技术指导，并为其提供一
亩地一吨的有机肥补贴，帮助叶裕发等农
户度过了难关。

有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叶裕发的干

劲更足了。在他的带领下，数十户村民投入到
红美人柑橘种植中，做精做细橘园管理。不懈
努力终于有了回报，种下的柑橘长势喜人。

“我们这海拔 450米，属亚热带湿润
地区，加上土壤肥沃且富硒，产出的红美
人柑橘色泽鲜艳，圆润饱满，甜酸适中，香
气浓郁，鲜嫩多汁，具有极佳的口感、丰富
的营养价值和较高的市场价值，因此深受
消费者青睐。”叶裕发表示。

如今，下党村近三分之一的村民参与到
柑橘种植中，不仅盘活了撂荒的土地，也拓宽
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在凤阳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叶裕发还积极筹备农场申请事宜，进一步
扩大种植规模，并筹划电商平台，拓宽红
美人的销售渠道。“‘红美人’红了山村，美
了村民。作为一名‘新农人’，我要用最大
的热情和努力为家乡变得更好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叶裕发说。

□ 本报记者 茹捷 通讯员 兰建民

立秋之际，暑气渐消，凉风初起，走进
柘荣县宅中乡坑坪村田野间，一片片青色
的水稻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村民符良瑞正
在田里忙着做病虫害防治，嗅着空气中泥
土与稻香交织的气息，符良瑞知道又一个
丰收的季节即将来临。

坑坪村地理位置偏僻，产业单一，曾
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村。2018 年，坑坪村
迎来一次蜕变的转机。那年，福建省煤
田地质局 196地质队作土壤地质调查时
发现，坑坪村土壤中富含硒、锌资源比较
明显，且土壤没有重金属污染，均在健康
正常浓度范围内，是种植富硒农产品的

“宝地”。“何不抓住这一自然优势，带领
村民发展硒锌产业？”坑坪村党支部书记
符良佺思索着。

说干就干。符良佺组织村里能人党
员、种植能手流转土地 2000 亩，以村集
体、村民资金入股方式筹集 50 万元，成
立 坑 坪 村 柘 荣 县 锌 硒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我们发动党员带头与合作社签订
协议，通过合作社与种植户签订购销合
同，实现硒锌农产品销售‘零风险’，带
动村民大面积科学种植富硒水稻，使之
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亮点。”符
良佺说。2022年 11月，坑坪村柘荣县锌

硒农业专业合作社被省农业农村厅评
为“2022 年度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

产品迈进“名牌行”，开拓市场新蓝
海。为提升硒锌产品的品牌效应，坑坪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注册“醉美宅硒地”

“宅硒地”“宅柘里”“宅宝地”“稻豆”五个
集体共享商标，同时配套建成全县第一
家拥有 SC认证的大米加工厂，牵头制定
富硒富锌大米企业标准，逐步走上专业
品牌发展之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对外大力推介销售富硒锌大
米、红米等硒锌特色产品，2023年，该村

村财突破50万元。
特色产业“硒锌”向荣，农旅融合蹚

出“兴”路。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
资金补助下，坑坪村积极探索现代农业
与文化、旅游有机融合，开展改水改厕、
农房整修，新建休闲文化广场、文化廊桥
等“提质增亮”工程，全面完善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整村面貌提升。同
时，借助“丰收摄影节”“孝德文化节”等
活动，为硒锌特色农业融入休闲、体验等
文旅元素，打造出一幅宜居宜业、村强民
富的美丽乡村画卷。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陆文婷

近日，宁德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督导组分
赴各县（市、区）开展涉农资金骗补突出问题
专项督导，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强化项目资金
管理使用，确保资金合规安全有效使用。

涉农资金是指中央、省、市、县安排用
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项资金。根据
中央、省、市有关工作部署要求，为整治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4月起，我市
农业农村系统开展涉农资金骗补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紧盯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两条底线，紧盯骗取套取、贪污侵
占、截留挪用、迟拨滞拨、逾期兑付惠农补
贴资金，乡村振兴示范创建资金问题；紧

盯农村集体“三资”、工程项目建设等重点
领域，在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开展涉农资金
骗补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配合纪检监察
机关严肃查处一批“蝇贪蚁腐”，坚决纠治
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有效解决
一批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的“急难愁
盼”问题，推动建立健全涉农资金管理和
使用监督管理长效机制。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农业农
村系统紧扣目标任务、瞄准重点环节，强
化“抓本级、带系统”，上下联动、以点带
面，着力解决行业性、系统性突出问题，持
续提升专项整治工作效能。市农业农村
局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依托局机

关纪委成立工作专班，统筹协调、调度集
中专项整治工作。各县（市、区）农业农村
部门也相应成立工作专班，形成“上下衔
接、域内协调、督促推进”的工作格局。各
科（站）、单位压紧责任，层层传导，逐级落
实，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同时，
出台《关于开展涉农资金骗补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精准划定整治范围，明
确目标任务、时间步骤和方法路径。

今年3月起，市农业农村局就采取“县
级自查+市级抽查”的方式，对省农业农村
厅下达我市各项涉农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了全面摸排，为专项整治工作打好基
础。目前全市各级正对2020年至2023年

中央、省及市下达的446个专项资金（即属
于农业农村部门监管职责范围），涉及金额
41.55亿元，进行“拉网式”全面梳理、全面
排查，不留死角，做到底数清、账目明。针
对个别地方、个别项目发现问题比较集中
突出的，相关科（站）、单位开展所属领域专
项检查及点对点专项抽查，紧盯问题抓好
整治。截至 8月 5日，开展专项抽查 20多
批次，排查出全市农业农村系统涉农资金
管理使用问题260个，已整改159个；发现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56个，推动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265个；移送问题线索
45条；建章立制35项。

□ 本报记者 陈容

本报讯（记者 郑霄 文/图） 8月 6日，蕉城区洋
中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葡萄丰收盛景。走进莲下
村葡萄园，只见果农与游客在葡萄架间穿梭，采摘
着一串串硕大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每个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据该葡萄园负责人陈嫩呀介绍，该园区种植
面积已达 100亩，每亩产量稳定在 1300公斤左右，
总产值有望突破 150 万元，成为推动当地农户增
收致富的“甜蜜引擎”。不仅如此，葡萄的丰收还
为周边村庄的村民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有效
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在葡萄丰收的旺
季，我们每天都会雇佣十几名村民帮忙采摘，这不
仅为他们增加了收入，也进一步带动了乡村的活
力。”陈嫩呀说。

洋中镇土壤肥沃、阳光充足，为葡萄的种植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洋中镇种植的葡萄果
大皮薄、甜度极高，深受游客和采购商的青睐。近
年来，随着葡萄种植技术的不断提升和种植面积
的逐步扩大，洋中镇的葡萄产业已发展成为当地
农业经济的璀璨明珠。

截至目前，洋中镇全镇葡萄种植面积已扩大至
521亩，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的种植格局。这一产
业的发展不仅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更为
乡村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洋中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葡萄的丰收是洋中镇产业蓬勃发展的生
动写照。洋中镇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优化葡萄种
植布局，并积极开辟多元化的销售渠道，确保葡萄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农民增收的强大引擎和乡
村振兴的坚实后盾。

本报讯（钟神梅） 为进一步提升镇容环境秩
序，消除“马路市场”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近日，福
安市赛岐镇以环岛为主战场，聚焦摆摊设点、占道
经营形成的“马路市场”，对其展开集中整治，切实
还路于民。

整治过程中，城管工作人员采取错峰巡逻和突
击整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对摊贩进行劝导，引导
摊贩认识到“马路市场”对环境卫生、车辆通行的影
响，让其自觉撤离。对拒不配合整改的摊主依法暂
扣其经营工具，加强震慑力度。

下一步，为确保“马路市场”不反弹，福安市赛
岐镇还将继续加强巡查监管力度，巩固整治成果，
确保“马路市场”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实现

“摊清、棚清、路畅”的良好局面。

为进一步推动两岸民间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在
七夕节来临之际，柘荣县双城镇邀请台胞在嘉馨民
俗文化园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暨“两岸一家亲
闽台共七夕”优秀传统文化交流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台胞们先后参观柘荣现
象传习馆和孔春霞剪纸馆，为远道而来的同胞们介
绍了柘荣的发展历史、特色的传统民俗以及优秀的
非遗文化等。随后，柘荣剪纸和布袋戏的非遗传承
人为台胞展示了以“七夕”为主题的剪纸、布袋戏作
品，并组织台胞参与柘荣剪纸体验课。

□ 郑燕颖 林雨杭

火红八月，瓜果飘香，屏南县的芙蓉
李也迎来丰收季。在甘棠乡王林村的芙
蓉李种植基地，饱满红润的李子缀满枝
头，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诱人，果香四溢，让
人垂涎，果农穿梭其间忙着采摘，也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我们村产出的芙蓉李果大味美、汁
多核小，很受欢迎，每年上市季节，都会有
游客前来采摘，客商上门采购。”果农胡廷
根一边忙着采摘，一边笑着说道，“虽然受
台风影响，今年产量略有下降，但好在价
格比往年高，我这 50亩的芙蓉李也能带
来26万元左右的收入。”

山上忙采摘，山下忙分拣。在“屏南

李”王林村分拣中心，几十位工人正忙着
将一批批新采摘的芙蓉李进行分拣、打
包、装箱，供应各地市场。

“运送过来的芙蓉李，每一个果子都
要仔细查看外观、色泽和大小，以保证芙
蓉李的新鲜度和品质。”分拣工人周休美
说，每年芙蓉李上市的时候她就来做芙蓉
李采摘、装筐、分拣等工作，每天有 150元
的工资，感觉在这里务工非常不错。

“现在是芙蓉李采收高峰期，分拣中心
每天收购量约为 7.5万公斤到 10万公斤。
这些芙蓉李经过精心筛选、包装后，就会发
往广东、广西、浙江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生鲜
超市。”分拣中心负责人胡朱云介绍道。

芙蓉李是甘棠乡的特色产业，种植历
史已超20年。作为甘棠乡种植芙蓉李的主
要村庄之一,王林村积极做优芙蓉李产业，
致力打造“一村一品”，先后建成分拣中心，
采后处理车间，“屏南李”展示及电商中心，
加快推进芙蓉李全要素产业链发展。同时，
积极引导屏南县大棠李子种植专业合作社、
屏南县甘棠乡保兴农林专业合作社、屏南县
甘棠乡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等，采取“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推进产业发
展、带动村民就业、促进群众增收。

目前，王林村芙蓉李种植面积达6000
亩，2023年总产值达8000万元，带动农户
815户，实现户均增收3万元以上，并入选
福建省“一村一品”示范村，成为当地远近
闻名的芙蓉李产业村。

甘棠乡气候宜人、昼夜温差大，土质
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造就了当
地芙蓉李果大味美、汁多核小的品质。
2020年以甘棠乡芙蓉李申报的“屏南李”
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芙蓉李不仅
是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最大利器，也是甘
棠乡农业产业发展的响亮名片。

为进一步做优做强芙蓉李产业，2021
年以来，以成功申报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芙蓉李）项目为契机，甘棠乡党委、政府
不断推动芙蓉李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配套、加大经
营主体扶持，加速推进一二三产融合，让
小小芙蓉李变身甜蜜致富果。

“近两年，甘棠乡先后建成了百亩标

准化‘屏南李’示范基地、‘屏南李’王林村
分拣中心、‘屏南李’展示及电商中心、‘屏
南李’科研试验基地、‘屏南李’仓储冷链
物流中心等产业强镇项目，并创建了芙蓉
李公共品牌‘屏南李’，芙蓉李产业不断迈
上新台阶。”甘棠乡党委书记林春祥说。

随着直播电商的兴起、乡村游的升
温，芙蓉李也迎来了发展新机遇。甘棠乡
通过举办推介会、采摘节、直播带货等宣
传推介活动，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让
芙蓉李搭上电商快车“出深闺”，实现销售
网络覆盖全国。同时，持续开展摄影采
风、赏花等文旅活动，进一步提升甘棠乡
吸引力，促进农旅深度融合，2023年全乡
年接待游客量达35万人次。

产业链条逐步完善、产业品牌持续打
响，产品销路不断拓宽，甘棠乡的芙蓉李
产业正持续高歌向前。目前，甘棠乡已建
成以王林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全乡的芙蓉
李产业，全乡芙蓉李种植面积1.6万亩，覆
盖全部 17 个村 2000 多户村民，产量达
2.83万吨，全年加工李干 12.4吨，全产业
链产值达 4.2亿元，有省级龙头企业 1家、
市级龙头企业1家、1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或家庭农场，形成李干、李子酒、李子醋等
系列精深加工产品。

林春祥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抓好以
“芙蓉李”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建设，充分发
挥电商经济与“订单农业”优势，推进电商
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推动芙蓉李产
业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张瑜 通讯员 甘叶斌 文/图

小小芙蓉李 成就大产业
屏南甘棠

柘荣宅中：特色产业“硒锌”向荣 农旅融合蹚蹚出“兴”路

我市涉农资金骗补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

“新农人”叶裕发：

果香迷醉人“橙”意带致富

柘荣双城：

开展传统文化交流活动

福安赛岐：

重拳整治“马路市场”

蕉城洋中：

甜蜜产业绘新篇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七夕文化内涵，在“七夕节”来临
之际，霞浦县松城街道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图为集贤社区
在长者餐厅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七夕“乞巧绘团扇·传承中华情”手工团扇
制作活动。 岳秋英 摄

工人分拣芙蓉李工人分拣芙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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