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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手地教你种植多肉”——明溪姑娘
骆艳艳用这句花艺品牌宣传语，和大家一起分
享“多肉之美”。

在她眼里，多肉花卉富有灵性与美感，能
慰藉心灵，美化生活。

骆艳艳与多肉的故事始于2018年。那时，
29岁的她和丈夫结束了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
事业回到明溪，决定把兴趣爱好做成事业，和
大姑叶建霞合伙种植、经营正时兴的多肉。

叶建霞的庭院中布置的多肉花卉景观，
让骆艳艳着迷。根据前期市场调研得知，明
溪没有多肉植物主题的花店，了解的人不
多，能火。

说干就干。2019年6月，骆艳艳和叶建霞
注册了三明市爱尚园艺有限公司，在城关乡
王桥村租用田地，建立“爱尚多肉”花房基地，
开始摸索试种。

头一年，多肉经常大片死亡，“学费”
高昂。为了快速积累经验，骆艳艳和大姑去
了漳州、厦门、云南等地取经，听讲座学
习，向供货方请教，系统学习栽培技术、园

林设计、景观布置等。从曾经的新手，到现
在侃侃而谈：“土壤有讲究，要营养肥、多
种土壤、河沙混合；春季多雨，要小心细菌
虫害，勤于除草……”

在骆艳艳看来，多肉的魅力在于种类多
样化，大小、形态、色泽各异，给人想象的空
间。她逐一展示：有可以捧在手心里的小瓣

“屁股”，也有花冠如烟花瀑布般绽放的大盆
“法师”……经过不断的杂交培育，多肉花卉
种类已衍生至万余种！

“多肉植物还可以创意组合，如嵌入根雕
之中，或者铺撒点缀在房前屋后、庭院内外，
带给人新颖的美感。”骆艳艳滑动手机里保存
的图片介绍道。

推介多肉，骆艳艳自有办法。她连续两年
在基地举办花展节，吸引市民们来参观。拍照
发朋友圈，就送多肉。连续两年“六一”节举办
多肉 DIY 亲子活动，向孩子介绍多肉，制作
多肉创意作品。渐渐地品牌打响了，一些学校
主动联系，希望在基地开展学生社会实践。

骆艳艳善用淘宝、抖音、直播微信等平

台，线上线下一起发展。最多的时候，“爱尚
多肉”拥有数万株、300 多个多肉品种，行销
省内外，甚至出口国外。基地也扩充至5亩、
6个大棚。其中一个专门对外展示。

骆艳艳在明溪引领了一阵“可爱”风，周
边市、县的粉丝慕名光顾，常有花友上门交
流种养心得，请她为庭院设计景观方案。
2020年，“爱尚多肉”获得县级创业创新项目
三等奖。

多肉，看似羸弱娇小，但一片叶瓣入土就
有可能成活，生命力顽强。骆艳艳希望这份坚
韧，这缕阳光，能感染其他人。

她记得，曾有一对父女来看花，父亲是一
位盲人，女儿领着父亲一盆盆地轻轻抚摸，摸
着摸着，父亲笑了，画面温馨。她也记得，多肉
在一群可爱纯洁的孩子手中呈现出丰富的造
型，给予他们大自然的启迪。数不清的顾客来
店里买走了快乐，有老人、孩子和比女孩更有

“少女心”的男士……
骆艳艳与人共品花儿，更是与人分享生

活之美。

场村共建是壮大地方
经济的有效载体。去年以
来，永安国有林场与永安
西洋镇三畲村率先开展场
村 “ 联 姻 ” 结 对 共 建 活
动，致力加强森林经营、
制发林票、林票贷等方面
的合作共赢，为助推乡村
振兴再出发注入新活力。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双方按照“资源共享、党
员共育、活动共办、品牌
共创”共建思路，全方位
进行对接互联，打造场村
联建“共同体”，为乡村振
兴提供了“新模式”。场村
以 创 建 “ 青 山 绿 水 党 旗
红、场村共建当先锋”党
建品牌为契机，以守护青
山绿水为己任，积极发挥
各自优势。在三畲村文化
广 场 ， 融 入 了 “ 党 的 建
设 、 廉 政 文 化 、 生 态 文
明 、 村 规 民 约 、 农 耕 文
化”以及“百场结百村”
等系列元素。通过场村党
员志愿服务、主题党日活
动，支部“双向挂职”，互
派党建联络员，共建党员
先锋队、互设党员服务驿
站等多种形式，大力推进
场村共建活动向纵深拓展。

双方建立场村合作发
展机制，积极探索林下经
济 、 森 林 旅 游 等 发 展 模
式，助力脱贫攻坚。拓展

合作经营造林1000亩、制发林票200万元、生态公益
林托管500亩、林分改造精准提升300亩。充分利用
国有林场与福建农林大学、闽江学院、福建省林科院
的科研协作关系，定期组织“林农点单、专家送餐”
林业科技下乡服务活动。通过林业科技下乡服务活
动，计划建设毛竹林丰产实验基地100亩，推广应用
毛竹丰产培育新技术 2000 亩，辐射村民 50 户 200
人。带领村民通过林下种植药材——茯苓、仿野生紫
灵芝、香菇等栽培增收致富；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植树
造林、森林抚育、木材生产、森林管护管理等劳务工
作，帮助村民家门口务工就业，进而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打造产业兴旺的幸福乡村。

以省级森林村庄等项目为载体，聘请专业团队进
行规划设计，推进绿色生态发展。积极发展“场村共
建”新生态模式，提升改造村口（村碑）到村部主干
道的景观带，种植观赏泡桐等绿化美化香化树种，共
同打造以“游憩、休闲、健身”为主题，集公益性、
科普性为一体的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明实践基地，让老
百姓享受到独具特色的绿色生态发展成果，使绿色发
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

场村联动合作，以建设“平安场村”为载体，在
疫情防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治安管控、安全生
产、护林防火、化解林区矛盾、禁种铲毒、诚信体系
建设等方面狠下功夫。永安国有林场主动帮助三畲村
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和生态公益林保护公约，注重
加强林业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高村民法治意识和生
态保护意识，联合组建了“森林防灭火应急队伍”，
引导村民自觉参与林业“三防”体系建设，共同维护
美好家园。在三畲村文化广场，开设了林业法律法
规、森林防火等宣传专栏，在村主要路口和林区显眼
位置建设了 10 处护林防火宣传栏 （牌），同时开展

“最美庭院”“五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规范村民
行为，共同维护林区平安，有效形成了以场带村、互
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合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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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走进泰宁县下渠镇
宁路村蜜蜂养殖基地，成群结队的
蜜蜂穿梭采花酿蜜，空气中弥漫着
一股甜蜜的味道。

“我们养殖的是中华小蜜蜂，
一年只取两次蜜，营养价值比一般
的普通蜂蜜要高很多。”宁路村党
支部书记、主任余忠文一边介绍，
一边小心地打开蜂箱，认真检查蜜
蜂的繁殖情况。

宁路村拥有近 1.6 万亩的林
地，气候温和、生态好、山花多、
无污染，是养殖蜜蜂的理想之地。
2019年，为进一步开拓宁路村特色
产业发展，宁路村原党支部书记余
佐庆奔赴邵武市故县村学习林下养
蜂技术，投入3万元引进50余箱蜂
群，因地制宜迈出了宁路村林下养

蜂特色产业发展的第一步。
2021 年，新上任的余忠文接

过了发展林下养蜂特色产业的甜
蜜任务，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扩
大宁路村中蜂养殖规模，带领更
多的村民增收致富。

2021 年 12 月，余忠文注册成
立了古圩宁路家庭农场，申报获批

“凝露四季”商标，按照纯天然绿
色健康食品的市场定位，逐步实现
宁路村林下养蜂“专业化、规模
化、品牌化”发展。现在，在新老
两任党支部书记的带动下，宁路村
及周边自然村已有 20 余户村民开
始养蜂，蜂箱数达230余箱，年产
量1500公斤，可增收20万元。
（李少兰 熊明欢 肖剑一 文/图）

“接力”打造乡村致富路

4 月15 日，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和
明溪县农业农村局经作站的技术员，
来到明溪县胡坊镇肖家山村猕猴桃果
园基地，就果园绿肥高效种植利用示
范基地进行实地测产。

该基地是明溪县博冠（福建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绿色生态果
园，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和明溪县“院
县合作”示范基地。去年 11 月，在省
农科院土肥所专家的指导下，公司首
次引进了箭筈豌豆和光叶紫花苕子两
种新型绿肥进行试种，让新品种在果
园里安“新家”。

据公司总经理胡洁婷介绍，猕猴
桃果园共有 130 亩，新型绿肥不仅能
抑制杂草、减少人工除草的作用，还可
以保水、保墒，增加土壤湿度。豆科植
物，有根瘤菌，起到固氮作用，增加土
壤中的氮肥和有机质，从而减少化肥
和薄膜的使用。两种绿肥都含有比较
高的粗蛋白和氨基酸，对于整个构建
土壤的健康耕层，提高果品的风味和
品质，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通过 4 个月的试种，两种新型绿
肥新品种长势喜人。5 月份，它们将
作为肥料回填果园土里。“原来，我们
每一年的锄草成本接近6万元。通过
绿肥的施用，预计可以节约成本4 万
多元，不仅减少了成本投入，还提高了
生产效益。”胡洁婷说。

（曾德林 陈爱美）

新型绿肥

安“新家”

连日来，在尤溪县八字桥乡后
曲村伍四佬农场的无花果种植基
地，工人们正忙着给无花果苗抹芽、
施肥。“上个月，刚修剪了老枝条，铺
了双面色地膜。做好前期保温保湿
等管护工作，才能促进新枝条的生
长，确保产量和质量。”八字桥乡伍
四佬农场负责人蒋明贤说。

无花果也叫文仙果、隐花果，果
实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素、花青
素和蛋白酶等成分，具有增强胃肠
消化功能、调节人体血压等功能。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无花果的栽培没有大小年，病
虫害少，而且投产快，可实现当年栽
苗当年挂果，每年从 8 月下旬一直
采摘到年底，产量高。只要做好运
输和栽培工作，种植效益不成问

题。”2020年春，蒋明贤开始试种30
多亩 5000 多棵无花果苗。通过引
入山泉水灌溉，加强病虫害防治、施
用有机肥，并请专业技术人员开展
修剪等技术指导，有效地提高了无
花果的品质。

因管护得当，头年种植亩产便
达到 600 公斤，总产值达 30 多万
元。“为了让无花果的甜度和口感更
好，我坚持树上熟，等甜度积累足够
了之后才采摘。这样的无花果个
大，果肉呈米黄色，咬上一口，香糯
可口。这样的果子保鲜期短，主要
销往三明、福州等较近区域的水果
店、批发市场，从而保证鲜食。”蒋明
贤说。好品质带来好销路，每年，客
商都提前来预订鲜果。

今年，通过流转土地，蒋明贤将

无花果种植面积增加至 150 亩，预
计年产鲜果25万公斤，年产值可达
400多万元。“去年，扩种了70亩无
花果。在采摘高峰期，算上采摘、运
输等用工，最多时一天得要60多个
工人，一年下来，仅工人工资就得支
付100多万元。”蒋明贤说。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
延伸基地产业链，蒋明贤计划在提
升鲜果品质的基础上，进行精深加
工。“无花果除了鲜食外，还可制作
成果脯、果干、果茶，以及烘干入药
等。去年，我找了团队做无花果精
深加工项目规划，也陆续跟几家企
业洽谈了产品的销售渠道。现在，
已初步完成厂房选址，正在进行土
地审批等前期工作。”蒋明贤说。

无花果

开出“致富花”
●本报尤溪记者站 肖 丹 通讯员 卢建慧 文/图

骆艳艳在养护多肉

余佐庆（左一）、余忠文（右二）检查蜜蜂繁殖情况

果农在基地里剪枝

“多肉之美”带你领略

●本报明溪记者站 詹铁笛 通讯员 李 斌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