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5日，在将乐县古镛镇梅
花村的三明台农汇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种植基地，22亩红颜草
莓进入成熟期，开门迎客。走进
温室大棚，里面绿意盎然，簇簇
绿叶间，点缀着一颗颗鲜红欲滴
的草莓，香甜诱人。

来自将乐县总医院50多名曾
奋战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在一
排排草莓间来回穿梭，边采摘边
品尝，体验难得的休闲时光。
“‘三八’节基地邀请我们带着
家人，过来免费采摘草莓，放松
身心。”将乐县总医院护理部李永
珍开心地说。

“这里风景优美，离城区很
近，交通也方便，孩子们喜欢吃
草莓。”这个周末，游客钟顺萍一
家 7 口选择在这里开展亲子户外
活动，亲近大自然，度过有意义
的一天。

“我们坚持生态种植，采用科
学施肥用药、生物防控等绿色栽
培技术，保障草莓品质和口感。
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无土栽培
可以有效降低病虫害防控成本。”
基地负责人林兢介绍。

“除了草莓，游客还可以顺带
采摘蔬菜，在劳动中体验丰收乐
趣。”林兢说，基地露天种植的快
白、上海青、甜菜心、苏州青、
高丽菜等十几个品种蔬菜也陆续
开始采收。

目前，公司已在三明市区20
多个商超设立专柜，当日现采的
新鲜草莓、蔬菜通过专柜源源不
断地走上市民餐桌，最近将启动
将乐县城区餐饮店配送，进一步
拓宽销售渠道，提升销量，打造
绿色果蔬品牌。
（本报将乐记者站 陈雨丽 文/图）

将乐：春暖草莓俏 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正值育苗
的好时机。3月4日，在夏茂镇岩坑村
海拔600多米的山林中，科技特派员
叶炜正在指导林农张述嘉早春时节
华重楼需要注意的问题。

“春季容易发生软腐病和灰霉
病，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预防这两种
病害。”叶炜一边查看基地里华重楼
生长情况，一边交代张述嘉。

早在2010年，张述嘉就开始尝试
种植林下经济作物华重楼。可这个“门
外汉”多次尝试，种植的苗木都难以存
活，花光所有积蓄依然不见成效。2015
年，张述嘉与三明市农科院药用植物
科特派团队结缘，他们向张述嘉提供

适宜此处生长环境的优质种苗，苗木
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苗木长势良好，但张述嘉又遇到
了难题。他所管理的沙县夏茂大山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林地里，林上是竹
林，林下是华重楼。一到春季采笋时，
经常会因踩踏而“误伤”华重楼。针对
这种情况，科技特派员提供了使用控
根容器的解决方案。如今，一圈圈的
控根容器在山林中格外醒目，带来的

好处显而易见。
张述嘉说，使用控根容器后，华

重楼的块茎明显大很多。不仅更好管
理，产量至少可以翻一倍，成本也可
节约50%以上。

当天下午，叶炜又到了位于南阳
乡的上官家庭农场，为农场负责人官
发攀送来了几盆新品种铁皮石斛。同
样没有种植经验的官发攀，在科技特
派员的指导下，在农场内种植了2000

多丛10余个品种的铁皮石斛。经过两
年的试种，他选中了粉佳人品种的铁
皮石斛，准备大规模种植。扩产后，既
可销售，也可作为特色康养农场的食
物来源，前景广阔。

“今年准备在山上大规模种植铁
皮石斛。看一下这6万丛种下去以后
的长势情况，如果效果不错，就加大
力度再种。”提起今年的种植计划，官
发攀说。

了解农户种苗需求、和农户探讨
苗木种植情况、帮助对接推广苗木市
场……这段时间，三明市农科院的科
技特派员们在沙县的绿水青山间扎
了根。 （黄 悦 张铃珑）

沙县：科特派助力林下经济

□□县域经济县域经济

“我今天玩得可开心了，这里空
气清新，大家一起摘草莓、烧烤、唱
歌、聊天，还可以欣赏萌宠。”3月2日
晚，在大田县华兴镇仙峰村仙峰牧场
帐篷营地，彩灯点缀在绿植间，伴着
轻快的乐曲，游客杨女士与朋友们在
此体验特色烧烤，惬意十足。

2021 年 10 月，华兴镇利用青山
绿水优势引进项目，由厦门旅游集团
投资，以夜间游玩、娱乐、住宿、美食
为主题，建设草莓采摘园、萌宠乐园、
露天帐篷、网红摇摆桥等娱乐设施，
发展农旅康养产业。

“最初我们以农家乐的形式运
营，春节期间将牧场内新增的萌宠乐
园、露天电影院等场所对外开放。”仙
峰牧场负责人康建群介绍，目前，已

和三明和泉州的旅行团、县内的部分
企业、单位举行团建活动。今年，仙
峰牧场拓展业务范围，计划与当地村
民合作开办民宿，增加村民收入，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

近年来，华兴镇积极整合当地
“河宽、水清、景美”的资源优势，
深挖文化旅游资源，把美丽休闲的
仙峰七彩小镇、有惊无险的仙峰漂
流、连绵万亩的油茶林、神秘古朴
的古村落群和杞溪地质文化村，以
及叶炎煌红色文化园串联起来，形
成集“水上漂流、岸上休闲、古村
探秘、美食体验”于一体的城郊乡
村旅游胜地，成为游客周末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本报大田记者站 张 玥）

大田：“夜经济”激发城市新活力

连日来，宁化县税务局通过设
立企业税收政策宣讲“巡回课堂”，
组织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和商家，积
极宣传税收优惠政策，确保企业和
商家及时享受惠企政策带来的“红
利”。

福建省顺泰天运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依托专业化网络货
运信息平台的大型道路货物运输
公司。受企业规模及实际业务开
展等因素影响，公司涉税业务较
为复杂繁琐，亟需专业的税收政
策辅导。县税务局了解情况后，
组织开展企业税收政策宣讲“巡
回课堂”，派出业务骨干上门讲解
相关税收政策，帮助财务人员梳
理和简化涉税申请材料，指导企

业通过登录电子税务局的线上方
式办理税费业务。“十分感谢税务
部门在第一时间上门辅导，帮助
公司解决涉税方面的业务难题。”
福建省顺泰天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邱根声说。

今年以来，宁化县税务局充
分发挥税收管理系统的优势，对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提前打上标
识、提示提醒，方便企业通过电
子税务局申报时精准享受优惠政
策，并通过电话、短信、入户走
访等方式，对纳税人开展“点对
点”辅导提醒，开展的“巡回课
堂”税收政策宣讲，惠及全县600
多人次（户）。

（赖全平 谢梦兰）

宁化：税务“巡回课堂”惠企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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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经济视野

三月正是耕耘播种的好时节。3
月7日上午，明溪县胡坊镇瓦口村的
甜蜜蜜家庭农场主陈春辉趁着天气晴
好，联络了十几名邻近村民来帮忙，
抢种50余亩马铃薯。

早在去年11月，陈春辉响应县里
“广种粗粮、油料作物、豆类作物”
的号召，把种子备下，但碍于连续多
日的降雨，没能够适时播种。

去年，农场尝试种植了四五种马
铃薯，今年根据试种经验，专门播种

“黄心226”这一抗病能力较强的优质
品种，期待能够有不错的收成。

陈春辉肯吃苦、爱钻研，是当地种
菜能人。10年前，他退伍后回乡投身蔬
菜种植，发扬了军人毅力强、斗志足的
精神，广泛调研、试种适宜明溪本土种
植的蔬菜品种，边干边总结经验，还积
极参加省市各类技术培训，在实践中成

长为村民口中的“土专家”，并取得良
好的种植收益。后来，他成了县农业农
村局特聘农技员。

除了自己种，陈春辉还和村民们
分享种植经验、发展思路，用技术合
作的方式，带动周边村、镇的乡亲们
一起搞蔬菜种植，在种植户中起到了

“模范效应”。有他这个榜样，不少村
民认识到，庄稼地里有黄金，种地也
能赚到钱。近期，不少村民听说他开
始春耕计划，主动上门取经问策，胡
坊及周边乡镇近70户村民加入春耕种
菜队伍。

胡坊镇朱南村村民郭发福是陈春
辉的同学，在外经营小吃多年。见陈
春辉的蔬菜种植事业有声有色，他来
到农场学习技术，希望今后返乡有一
技之长。分析了行情后，陈春辉推荐
郭发福本月试着种植玉米。

同样慕名而来的还有胡坊镇奋发
村的曾茂华，他前两年种植了50亩生
姜。今年，根据陈春辉的建议，他也
做好了玉米种植的准备：“陈总的意
见，我信得过！”

种子选育、肥料施放、技术指
导、包销包售，对合作的种植户，陈
春辉全程跟踪负责，实施标准化运
作，种植户只要日出而作，种植问
题、销售问题都不用考虑，无后顾之
忧。

陈春辉说，明溪拥有高海拔的优
质土壤和气候，有蕴育优质果树的硬
件基础，同时，当地的蔬菜种植也契
合了市场需求，和异地的蔬菜上市打
了时间差，不愁销路。目前，陈春辉
已开拓江西、浙江、湖北、上海等地
蔬菜市场，客户反响良好，有时甚至
供不应求。

“土专家”成了致富“领头雁” ●本报明溪记者站 詹铁笛 文/图

连日来，在尤溪县梅仙镇下保村
田间地头里，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
象，村民们挥舞着锄头翻耕土地，忙
着从槟榔芋种植基地里刨出一个个

“沉睡”的“金疙瘩”。
“这几天都在挖槟榔芋的种子，20

多人一起，每天可以挖3亩地。我种了80
亩，光挖种子就得花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芋种来自龙岩长汀，长出的芋子淀
粉含量更多一些，肉质细腻，口感更

好！”田埂旁，槟榔芋种植户冯隆明正翻
看槟榔芋种子长势情况。今年是他种植
槟榔芋的第11个年头。

槟榔芋又称荔蒲芋，个头大，营养
丰富，既可作主食，又可做蔬菜，是老
幼皆宜的滋补品，有“秋补素食一宝”
的美誉。2011年，冯隆明偶然了解到槟
榔芋是淀粉含量颇高的优质蔬菜，经
济效益相当可观，萌生了种植槟榔芋
的想法。但自家只有一亩地，不够种，

他便找村民商议流转田地，一共流转
了近30亩土地。

“以前村里也有人种植槟榔芋，我
就看着学了一点，凭着仅有的一点经验
尝试种植。第一年虽然效益不理想，但
也没亏本。第二年的时候就不行了，生
产管理跟不上，杂草、虫害等各种问题
导致那年减产，亏了一大笔钱。”冯隆
明说，之后，他吸取教训，相继到沙县夏
茂、龙岩长汀等槟榔芋种植基地参观，学
习种植经验。

得益于下保村保水力强的壤质土以
及温暖湿润的气候，冯隆明种出的槟榔
芋个大体圆，煮熟后酥松香甜，风味独
特，吸引了收购商慕名上门采购。槟榔

芋的销售收入因此成了他家里重要的经
济来源。

来自福州的槟榔芋收购商黄修宝
在尤溪收购槟榔芋已近10个年头了。

“尤溪种植的槟榔芋品质和口感很受
加工厂和市场的青睐，我跟老冯等好
几个种植户常年合作，收购价格每公
斤4元多。”黄修宝说。

“槟榔芋采收周期长，从 9 月份
一直采收到第二年清明节。而且，
收购商都是直接上门来收，主要销
往莆田、广东等地，不愁卖。行情
好的时候，每亩收入近万元，一年
仅工人工资就得支付20多万元。”冯
隆明说。

因种植效益不错，每年，冯隆明
都会增加几十亩种植面积。今年，他
又流转了10亩地，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了 90 亩。“孩子在外面成家立业了，
只有我跟老婆在村里养老，我今年72
岁，地里的活也干不动了，今年就把
地流转给老冯种槟榔芋，每年还能有
些田租收入。”村民林锡全说。

近年来，尤溪县不少农户看到种
植槟榔芋的“钱”景，纷纷加入到种
植行列中。随着全县农业产业结构的
不断调整，槟榔芋的种植面积不断增
加，去年，全县推广种植的槟榔芋平
均亩产达到了2200公斤以上，槟榔芋
种植成为农民增收的又一亮点。

““芋芋””出好出好““钱钱””景景
●本报尤溪记者站 肖 丹 通讯员 严良钤 文/图

村民正在挖槟榔芋种子

陈春辉和村民一起种植马铃薯

亲子户外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