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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种养新经种养新经

3年插队，结下半世纪情缘

“松涛竹海歌秀水，石奇村美颂峤
山。”这是黄东民心中的秀峤。

1973 年，黄东民来到秀峤村插队，从
此与秀峤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起知青生活，黄东民记忆犹新。“当
年分配工分粮，一餐不足半斤米，不够吃。
虽然村民口粮也不足，但村民们仍经常送
些菜给我。”黄东民说，有次上山砍毛竹，
被马蜂蜇得浑身发肿，是村民用土办法把
他医治好了。

1976 年，黄东民在秀峤入了党，他在
《入党申请书》上写到：“我深深地爱上了
农村的一草一木，农村需要我，我也需要
农村，我要扎根农村……”

1977年，黄东民考上大学。
离开秀峤后，他一直牵挂着秀峤村的

点点滴滴。一直与村民们保持着联系，随
时关注着村里的建设与发展。

2013年底，黄东民退休了。
回 到 他 魂 牵 梦 萦 的 “ 第 二 故

乡”——秀峤村。然而，当时的村庄
“脏、乱、差”，没有年轻人，是个市
级贫困村。

“当年秀峤培养我成长，今天我要帮
秀峤发展。”黄东民毅然选择了“再下乡”，
带领全村干部群众一起共建美丽家乡。

几年来，黄东民以建设省级美丽乡村
为契机，从改善人居环境入手，发动全村
大力整治环境。拆违建、改旱厕、清杂物，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除了美化环境，在黄东民指导下，秀
峤村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积极
对接政策，落实资金；谋划发展项目，充实
村财；建强支部队伍，树立新风。几年间，
秀峤村不仅脱掉了贫困村的帽子，还获得
了省级卫生村的称号。

“从项目的申请，到工程的结算；从拆
除违建，到建强支部组织……黄处长帮助

我们很多很多。”谈起秀峤村这些年的发
展变化，在秀峤村任职 10 多年的“老”
支书卓祖陈感慨良多。来到秀峤，黄东民
自己带菜；动员村民拆除违建，他自己掏
钱请吃饭，与乡亲掏心窝子；村里成立

“峤石爱心互助金”，他率先捐款……他的
行为不仅影响了村干部，乡贤和村民们也
都不由地对他竖起大拇指。

揭榜挂帅
老知青担任“指导员”

今年 5 月 19 日，福建省“师带徒”
引凤计划——三明人才项目“揭榜挂
帅”赶集日活动在尤溪举办。同时启动
了师带徒的“银发计划”，一些离退休干
部、退伍军人与各村签订协议，包村指
导。这些“揭榜挂帅”的乡村振兴指导
员中，就有黄东民。

“目前，秀峤村还存在农产品销售渠
道单一、发展资金缺口较大等亟待解决
的问题。”蒋光安说，不过这些问题都有
解决办法，村两委和黄东民已经通过会
商，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剩下的就是把
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地做成。

毛竹林路况差，价格好的时候毛竹
出不来。村里就预算资金，对毛竹林道
路水泥进行硬化。

农田生产效益不高，村里就设计高

标准农田项目，把 73.2 公顷农田进行改
造。村民蔡知秀把自家的农田挂网认筹
认种，接下来还打算将自己房子拾掇拾
掇，办起农家乐。

秀峤村山清水秀，许多村民在房前
屋后养蜜蜂，每年蜂蜜产量达5吨，由于
销售渠道单一，卖不上好价格。村里打
算把一栋闲置的老房子改造成农产品加
工厂，把蜂蜜加工成饮品，丰富产品形
式；统一品牌后，申请SC认证，进入连
锁超市，打开销售渠道；再引进“智慧
养蜂”项目，让养蜂也实现“数字化”。

在“福至农场”，挖掘机正挥舞机械
臂平整荒田。农场主蒋光自是村里引回
来的致富带头人，早年在外经商，去年
看到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却有许多山
垄田成了荒田，就回乡开荒种植黑木
耳。“去年种3万棒，品质比较好，收益
达12万元。”蒋光自乐呵呵地说，今年继
续开荒扩大种植面积，还带上村里4户农
户，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包技术、包销
售，今年打算种10万棒以上。

盘活村集体资产，有效利用村里闲
置土地、旧厂房等，投资光伏发电、水
电站等项目，2021年秀峤村自有经营性
收入达30万元。

“今年，我们村有 10 多个项目在同
时推进，村两委每天都很忙。”蒋光安
是去年村级组织换届“引”回来的能
人，在县城有企业，担任村支书后，每
天都往村里跑。

“以幸福苑为中心，多点开花。左
边的山上开发饮用山泉水，让村民的饮
用水进一步改善；右边开发三福潭，前
面加强乌后坂节点打造，后面开发峤石
野趣园，正中修建鱼鳞坝、休闲亭，让
美丽乡村变成旅游打卡点。”黄东民讲
起了下一步计划，就是要继续壮大村集
体经济、提升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深化
人文环境，让这个有乡愁的地方充分发
挥出传统村落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
势，全面振兴起来。

老知青再谱振兴曲
●本报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通讯员 周 静 文/图

7 月 19 日，大田
县桃源镇三门村芙蓉
李种植基地，芙蓉李
挂满枝头，种植户林
大铭正带着果农采摘
成熟的李子。

“今年雨水多，产
量相对较低，但行情
不错，价格比往年翻
了一番，品质好的每
千 克 在 4 至 6 元 不
等。”林大铭介绍，芙
蓉李一般6月中旬就
可以采摘，今年受天
气影响，推迟到 7 月
中旬，要到 8 月才能
全部采摘完。现已采
收 5000 多千克，运送
至永安市西洋镇农贸
市场，销往浙江、广东
等地。

1999 年，林大铭
外出打工，途经西洋
镇见到当地芙蓉李丰
收，也心动了。在当
地果农建议下，他回
乡尝试种下了100株
果苗，获得了不错的
收成。随后，种植规
模渐渐扩大，如今有
2公顷。

“老话说‘桃三李四’，芙蓉李种下
后，至少四年才能结出果实。”林大铭说，
芙蓉李比较娇气，冬天要注意修剪枝叶，
春天适量施肥打药，这样才能种出优质
的李子。

有了林大铭的示范带动，三门村
150 多户村民都跟着种植芙蓉李。目
前，全村种植面积达13公顷。

桃源镇多丘陵、盆地，海拔在450米
至 820 米之间，气候温暖湿润，阳光充
足，土质疏松肥沃，种出来的芙蓉李果肉
深红、质脆核小、酸甜适度，深受消费者
欢迎。

“靠山吃山，勤劳致富，李树变身成
了摇钱树。全镇现有李树33公顷左右，
品种以芙蓉李为主，主要分布在东坂、三
门、西安、翁厝等村。”桃源镇农技站站长
卢芳俨介绍，目前全镇60%的李树已采
收完毕，每公顷产量约9万千克，每千克
平均售价约3元。

（本报大田记者站 叶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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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永安市养蜂科技协会会长
聂书宁联合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蜂学学院）蜜蜂红旅“三下乡”实践队，
来到地处永安的福建日不落林业科技公
司，探讨泡桐林下养蜂助力农户增收，蜜
蜂康养无缝对接森林康养的合作事宜。

近年来，永安市围绕树种速生、适地
等特性，探索无性繁殖技术，培育出具有
速生性、环保性、观赏性、抗逆性等特性
的新型泡桐。永安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
季风气候，植被覆盖率极高，蜜源植物丰
富，适宜进行养蜂生产，但在外界蜜粉源
较为匮乏的三四月份，蜂群越夏有一定
难度，而新型泡桐正处于开花泌蜜的强
盛期，能使蜂群正常繁殖、生活。林下养
蜂是蜂群和新型泡桐自然和谐发展的好
模式，早春新型泡桐开花，蜂群为其授
粉，同时也采到蜜和粉供自身发展。

日不落林业科技公司具有林木种子
生产经营等技术服务、技术开发项目许
可。总经理詹小伟表示，这种“种植+养
殖”模式的好处在于蜂农除饲养蜂群获
得收入外，也可以伐木增加经济收入，泡
桐种植结合养蜂是惠民、利民的生产方
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新型泡桐还具有防风固沙、改善土
壤、吸收金属离子等作用。目前，永安市
正大力推进新型泡桐产业的稳健发展，
巩固提升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带领
农民走向生态惠民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童长福）

永安：

种泡桐养蜜蜂
惠民利民

“水来了，水来了！”7 月 18
日，清流县李家乡古坑村田间，抽
水机嗡嗡响起，一条条水流从渠
道流向农田，滋润了干渴的秧苗，
村民罗宗庆、罗炳坤乐了。

眼下，正值烤烟完成后大面
积种植水稻的季节。由于持续高
温，李家乡河水水位下降，古坑、
李村、鲜水 3 村的 40 多公顷良田
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涉及 400

余户农户。
秧苗需要水，而抽水少不了

电能。目前，当地抽水灌溉设备
用电容量为 110 千瓦，后续建灌

溉站需增加近 200 千瓦负荷，但
现有变压器容量过小，已不能满
足用电需求。

得知情况后，国网清流供电

公司经实地勘察，因地制宜制定
保障农民抽水灌溉用电应急保电
方案，开辟业扩“绿色通道”，
特事特办，抽调骨干人员冒着高
温酷暑组织施工，使工程从 15
天缩短到4天，新安装了一台容
量为 400 千伏安的配电变压器，
为村民解决种粮灌溉难题。

（本报清流记者站 杨 颖
通讯员 阳崇稳 危翠莲）

增电送水 秧苗解渴

“我换了抽纸和肥皂，没想到将
有害垃圾收集起来，还能兑换生活用
品。”7月21日，清流县里田乡洋庄村
村民罗永达笑着展示他这个月兑换
的礼品。

妥善处理有毒有害垃圾是每个公
民的应尽义务。清流县试行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与科学处理，今年5月30日
起在里田乡洋庄村率先试点有毒有害
垃圾回收兑换生活用品活动，兑换每
月15日、30日开展，目前已进行至第4
期。农户将用完的农药袋子、瓶子、罐

子等拿来兑换，每件有毒有害垃圾不
分规格大小，记作1分，20分起可以兑
换相应的生活用品。

“4 期回收了 1 万多件的有毒有
害垃圾，我们将这些有毒有害垃圾兑
换之后集中运送到环保部门指定的
地点进行处理。”洋庄村副主任杨兰
青说，这项活动开展以后，现在田间
地头干净了许多，几乎看不到农药塑
料袋、塑料瓶、玻璃罐等废弃的有毒
有害垃圾。

兑换活动大大提升了百姓参与

保护环境的热情。现在，当地村民不
仅收集自家的有害垃圾，还深入田
间、路边收集，切实降低残余农药对
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

“有害垃圾兑换日常用品，可以
让百姓从被动变主动，自觉进行有害
垃圾收集。”县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
说。下一步，清流县将推广这一活
动，逐步普及有害垃圾收集理念，提
高居民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的环
保意识，进一步营造健康文明的生活
环境。 （本报清流记者站 杨 颖）

清流：农残垃圾换用品 变废为宝保田园

□□助农行动助农行动

□□绿色经济绿色经济

竹海延绵，松涛阵阵。华兰溪穿村而过，溪里街边，奇石林立；小桥流水，相映成趣。
“为了秀峤的发展，老黄这些年付出很多心血。”7月19日，尤溪县溪尾乡秀峤村村支书蒋光安看着眼前的美丽田园，不由地

提起老黄，“7月6日，他就从福州到村里，前天才回福州，进一步对接蜂蜜加工厂项目。”
老黄，叫黄东民，2013年退休前是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装备财务处处长。退休后，这位老知青情系“第二故乡”，回到秀峤，整治

村容，引进项目，让昔日的市级贫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 5 月，
黄东民（左）揭
榜挂帅，担任秀
峤 村 乡 村 振 兴

“指导员”。

▲ 光伏发电等项目使秀峤村村财增收有保障
▶ 秀峤村的高标准农田道路通畅、生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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