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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宁化县进行了“两系”“三
系”种子生产，成为“两系”种子生产育
性转换最稳定、质量最能保障的地区，发
展空间大。

“近十几年来，未发生杂交水稻种子生
产重大质量事件，种子纯度达到 98%以上，
省市级抽检年年合格。”张运潭说。

宁化县加强与实力雄厚的大型制种公

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拓展市场，制种
产业稳步发展。特别是近四年突飞猛进，
2018 年生产规模达 3.65 万亩，2019 年制种
2.72 万亩，2020 年制种 3.15 万亩，2021 年
制种 3.42 万亩，现有与种业企业对接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 12 个、本土企业 3 个，带动
农户7000余户，惠及农户1.5万余人，每年
促进农民经济增收4000余万元。

“今年打算采购收割机、无人机等机械化
生产设备，提高劳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如何继续发展好制种业，提高产量，帮助村
民增收，黄庆禧心里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通过制种，农民收入可以得到很大的
提高，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加入到制种
的行列中，宁化县的制种业迎来了新的‘春
天’。”张运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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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县地处武夷山东麓，属中亚热带季风
气候，是闽江、赣江、韩江“三江源头”，全
国南方56个重点林区县之一，空气、水环境
质量常年位居全省前列。耕地面积约42.32万
亩，适宜开展杂交水稻制种生产的耕地达20
余万亩；总人口38万，其中从事农业人口15.5
万，农民精耕细作水平较高，是农业大县。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宁化县就意识到种
业发展的重要性，组织人员向外地取经。

“1975 年，宁化县组织人员到海南省开
展杂交水稻制种的学习，1976 年，建立了杂

交水稻制种基地，1977年，杂交水稻制种面
积突破一万亩，一直持续生产45年，成为福
建省重要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宁化县农
业农村局种子技术站站长、高级农艺师张运
潭介绍。

“宁化县制种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拔300至
500米之间。”张运潭说，多山的丘陵地貌和
不同海拔高度会形成一些区域独特的气候环
境，具有优异的地理气候和自然隔离条件，
适宜开展杂交水稻制种生产，并为安排不同
类型的杂交水稻组合制种提供丰富的时间和

空间选择。
每年7月至9月初，是水稻制种的关键时

期，宁化县平均温度为26至28.5摄氏度，且昼
夜温差大，相对湿度适宜，十分有利于水稻等
喜温作物的生长，晴多雨少的天气更有利于水
稻扬花授粉、异交结实，适宜于多个水稻品种
对气候因子的要求，制种产量高，且自然灾害
少，为杂交水稻制种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

好环境孕育好稻种，宁化县制种基地产
出的种子色泽好、发芽率高，种子质量优
良，深受企业与消费者青睐。

青山绿水培育好稻种

一颗好种子的诞生除了需要优越的环
境，同样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相关企业及农
户共同的品牌打造意识。

宁化县抓住种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将
具有传统优势的杂交水稻制种产业，作为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措施之一，成立
领导小组，出台扶持办法，落实工作责
任，推进“稻种基地”建设，并将这项工
作纳入当地“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通过创新经营机制，实行“公司+基
地+农户”“公司+生产商+基地+农户”经
营模式，壮大宁化种业。

眼下，曹坊镇黄坊村，一排排田垄上，
新绿的烟苗沐浴春光茁壮生长。“黄坊主要
是烟后制种，每年7月左右开始种植。2015

年起，由村党支部牵头，引入制种产业，最
早是200亩，现在达到900多亩。”曹坊镇黄
坊村党支部书记黄庆禧说。

“普通稻谷收购价一般在每公斤2.5元左
右，而稻种价格则达到每公斤16元，去年全
村 900 多亩稻种丰收，总产值达 300 多万
元。”黄庆禧掩饰不住喜悦地说。2021年12
月，该村 （水稻制种） 入选 2021 年度省级

“一村一品”示范村名单。
制种种植技术要求高。县农业农村局

定期给各乡镇农户举办技能培训，种业公
司下派技术员现场指导，及时为农户解决
疑难问题。

稻瘟病是影响水稻产量的重要病害之
一，如果没有及时防治，将造成整片稻苗绝

收。“种业公司技术员经常来田间巡查。
2019年一次巡查时，技术员发现有稻苗染病
了，立刻安排防治药物，通过田间下药，最
终收成良好。”黄庆禧说。

黄坊村与两家种业公司签订了保险合
同，保证农户的收入不受自然灾害等风险的
影响，让农户种粮无后顾之忧。

为推动种业持续向好发展，宁化县不断
完善交通、水利、电力及通讯等基础设施建
设，建设较完备的种子晒场、贮藏仓库（周
转库）、种子精选机械、烘干房 （机） 等，
县种子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验室面积700
余平方米，配备检验检测仪器设备 109 台
（套），为种子水分、净度、发芽率、纯度等
各项数据做好检测。

多方推动，助力制种业快速发展

多年坚持，种业发展迎来“春天”

清明前，尤溪县明前茶逐渐进入采摘期。梅仙镇下
保村林汝赞的300多亩成片茶树悄然抽芽吐绿，茶农们穿
梭在茶园忙着采摘第一批春茶。

林汝赞今年60岁，20多岁时承包了村里的200多亩
茶山，当年就对茶园进行改造，获得效益1万多元。30多
年精心种茶、制茶，他成了当地种茶能手。

3月18日上午9时，下保村高山顶上，林汝赞和他的
妻子卢秀华正在查看梅占茶园茶叶长势。他说：“每年釆
摘茶青季节茶园请70多人采茶，早上7时许开始至下午5
时30分，手脚麻利的每天可采茶芽9公斤，每公斤36元，
一天就有300多元收入。”

“能带动村民勤劳致富才是真本事。”林汝赞告诉笔
者，他成立尚扬茶业专业合作社11年，身为合作社理事

长，他正带领村民共同探索打造下保村茶叶品牌的道路。
合作社展厅里放满奖牌，摆放着尤溪红、尚扬红、明

前绿茶、随时有福绿茶、白茶、高山云雾茶 等“尚扬”旗下
各色茶品。

合作社2100多亩的有机生态茶园基地，有梅占、福云
六号、全牡丹、瑞香、小菜茶、福鼎大白等优良品种，年产
茶叶10多万公斤，产值700多万元。去冬今春雨水充足，
林汝赞说，自家300多亩茶园就可生产春茶1.5万多公斤，
一年四季，产量可达3万多公斤，是村里名副其实的“茶叶
大户”。不断创新实现了茶叶的提质增产，2022年1月，
合作社的红茶、绿茶都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
色食品”A级认证。

（刘建光 文/图）

30年专注，种出“绿A”好茶

“立春过后，我家的雷
竹林开始长笋，新鲜雷竹
笋每公斤卖到了16元。”3
月20日，大田县东风农场
排吉村的农业职工郑祥
增，天刚亮就赶到山上挖
笋。他种20亩雷竹，每天
能挖竹笋 100 余公斤，收
入近2000元。

有劳作就有收入
大田县东风农场创办

于1958年6月，是以农、林
为主，多种经营并举的国
有农垦企业。农场面积
6.6万亩，林地5.3万亩、耕
地 5985 亩，森林覆盖率
86%，绿化率97.89%，农场
有 15 个村，1047 户、4226
人，人均耕地和林地面积
6.5亩，发展雷竹、芙蓉李、
柠檬甜柑、烟叶、红菇等特
色农业和林下经济产业。

1998 年，农场从浙江
淳安引种了20亩雷竹，随
后大家自发栽种，300 多
户连片种植雷竹 2500 余
亩，现在每年出售雷竹笋
纯收入达2000余万元。

雷竹出笋周期长，每年1月开始长笋挖采，
到4月底结束。把雷竹笋挖出后，去土、精选、
装箱、保鲜，郑祥增每天和其他笋农往返于竹
林、收购点之间，忙得不亦乐乎。

雷竹笋挖采后，以鲜笋上市为主，同时可加
工成笋罐头和笋干。郑祥增的儿子在外打工，
赚的钱还不如他在家干活多。老人今年70岁，
他希望儿子能把自己经营多年的雷竹林管理
好。过完春节，老人特意把儿子留在家里，帮忙
挖雷竹笋。

“年前，鲜笋售价每公斤40元，我们农场通
过合作社模式，统一收购，并批发到上海和安徽
等地。”东风农场宣传委员涂炳文说，农场现有
雷竹林3000余亩，亩产笋近4000公斤，全年总
产量达5000吨。

实现寸土寸金
“春节开始挖雷竹笋，6月采杨梅，7月有特

早蜜橘出产，11月采摘芦柑，地里一年四季都
有收获。”2008年，郑祥增种下了杨梅、芦柑、柠
檬柑等水果30余亩，他同时管理竹林和果园，
年均收入30万元以上。

施肥、采果，一个人忙不过来，他雇工帮忙，
每人每天工资250元，现金兑现，可很难雇到人。

年初，大田县出台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郑
祥增在农场帮助下，给果园安装了山地轨道运
输机。

“单根铁轨长度 300 米，从山脚延伸到山
顶，连接起来就像一条铁路。”山地轨道运输机
类似小型板车，车厢不大，操作简单，单次载重
350公斤。现在，郑祥增运用农机管理果园，节
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有了新机械的助力，郑祥增准备扩大果树
的种植规模，引进爱媛柑、黑炭梅等优质新品种
水果。

守住生态兴产业
盂坂村村民成立护林队，在林区修防火路，

给山场劈草和清理作业，让林木“透气”。
“这样做有利于红菇菌群繁衍。”东风农场

场长朱晓敏介绍，红菇是天然的营养品，富含人
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容易被人体消化
吸收。由于红菇只长在阔叶林混交地，对生态
环境要求挑剔，分布上有明显的区域性，目前还
无法人工培育，因此产量少、市场价格高。

农场有天然的“红菇山”面积2600余亩，年
产红菇干品约2000公斤，产值达600万元。每
年中秋前后，红菇进入生长旺季，菌业合作社在
山上设立护菇点，安排村民采收红菇，指定专人
烘烤，并以每公斤超 3000 元的价格售出。同
时，幼菇被留下，这样放着下一次长大了再采
收，保证产量的增长。

村民十分珍惜这些“红菇山”，身处密林，但
是烧水做饭却很少用柴火，连烘烤红菇用的木
炭都从外地购来。他们的想法简单，砍倒一棵
树就减少了一处红菇生长地，这是在断自己的
财路。山上杂木因风刮倒，村民也不会取回家
来，让它烂在山上增加菌群。

“把生态建设放在第一位，广泛植树造林，
守住青山绿水，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朱晓
敏介绍，农场同时开发冷泉来富民。2019年6
月，成立福建省九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600万元引进俄罗斯空化技术和设备，年产小
分子水 5000 吨、矿泉水 2 万吨。2022 年，计划
增加投资1亿元，新建化妆品用水生产线1条。
红菇、芙蓉李、雷竹笋、玉米等瓜果蔬菜盛名远
扬，引来乡村旅游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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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宁化种业奔向春天种业奔向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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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春茶正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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