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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伏，宁化县济村乡三村村
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推广基地的丝瓜棚
里，一个个圆滚滚、胖乎乎的苹果丝瓜
悬在瓜藤上，青翠欲滴，十分惹人喜
爱。基地负责人吕金龙正顶着烈日指
导农户采摘装箱。

“这个品种的丝瓜外形像苹果，吃
起来口感更加清甜滑嫩，还有淡淡的
苹果香味，所以也叫苹果丝瓜。它还
具有不易氧化的特点，切开后长时间
放置也不会变色。”2021年，吕金龙引
进台湾特色品种苹果丝瓜在三村村试
种并喜获丰收，今年他开始大面积推
广种植。

不断尝试 好中选优
走进三村村，目光所及之处皆是

绿意，一条清澈的小溪在村中汩汩流
淌，丝瓜棚、西瓜地，远处山坡上成片
的果树……吕金龙就是被这样的诗意
田园所打动，决定在这里扎根落户，继
续打造他的果蔬乐园。

吕金龙是台湾省新北市人，在重
庆、西安、杭州等地闯荡多年。2019
年，一次博览会上，展柜上来自济村的
高山蔬菜吸引了他的注意，几番考察
后，最终选择在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的
三村村发展台湾果蔬农业种植。

葡萄柚、西梅、猕猴桃、阳光玫瑰
葡萄、白枇杷、苹果丝瓜、苹果苦瓜、甜
玉米、红薯、辣椒……这些都是吕金龙
不断从台湾引进试种的各类果蔬产

品。目前，基地总面积达54.6公顷，品
种达10余种。

今年，吕金龙共种植 2.6 公顷苹
果丝瓜。“三村村土壤好、水质好，
阳光充足，很适合丝瓜种植。今年3
月初育苗，6月中旬开始采收，预计
能够采收到 11 月。”吕金龙介绍，8
月到 10 月是苹果丝瓜的盛产期，一
天收成可达 1000 千克左右，目前市
场批发价是 6 元/千克，一个月产值
近20万元。

7月以来，持续高温少雨，给丝瓜
种植带来一定的困扰。“目前主要通过
增加浇水频率，给瓜棚做好降温防暑
工作，保证丝瓜正常生长。”吕金龙说。

基地果蔬品种繁多，有多年种植
经验的积累，吕金龙对各种果蔬生长
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而对高品质果
蔬产品的追求，也让他紧跟行业潮流，
不断推陈出新。

“去年台湾新出了一个丝瓜品种，
叫翡翠丝瓜，也叫翡翠肉丝瓜，这种丝
瓜与苹果丝瓜口感相近，但是外形比
较修长，更接近普通丝瓜。”由于苹果
丝瓜短且圆，与老百姓平时常吃的丝
瓜外形上有较大不同，本地市场认可
度较低，吕金龙了解到翡翠丝瓜这一
品种后，很快又引进试种。“今年在基
地试种了一小块地，主要是想看看翡
翠丝瓜产量、收期如何，如果试种成
功，我打算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在三村
发展特色丝瓜产业。”

线上线下 双线发展
如今，电商平台发展如火如荼，走

南闯北惯了的吕金龙也了解平台带货
的先机优势。他主动对接平台商家，

为商家提供稳定货源，不断拓宽基地
果蔬产品销售渠道。

“网上有客户下单时，我们就直接
将苹果丝瓜采摘后打包装箱，邮寄到
对方地址，这样可以尽可能地保证丝
瓜的新鲜度。”吕金龙说，寄出的每个
丝瓜上还贴有“一品一码”信息标签，
只需用手机微信扫码，就可以看到丝
瓜的“原料基地——生产过程——仓
储——质量检测——产品销售”等综
合信息，质量安全可追溯、有保证。另
外，翡翠丝瓜、苹果丝瓜营养丰富、鲜
嫩味美，在线上销售十分受用户青睐，
常常供不应求。

接下来，吕金龙还打算继续拓宽
线上平台，运用短视频新媒体平台进
行直播推广销售，让农产品销售迸发
出新的活力。

线上销售火红，线下发展方面，吕
金龙心里也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2019年至今，虽然来三村村才第
四个年头，但吕金龙早已把这里当成
自己的第二故乡，与村民们相处得如
同亲人一样。近两年，他除了不断扩
大基地规模外，还鼓励村民跟着他一
起干。今年3户村民加入了种植苹果
丝瓜的行列。吕金龙向种植户提供种
子与种植技术，还保证收购，让种植户
免去了后顾之忧。

“现在研学教育盛行，县教育部门
也有跟我对接，想在三村村这里共建
研学基地，乡里也很支持。如果能够
顺利推行的话，这里会改造成闽台文
化交流的教学点，同时，还计划建设一
个小博物馆，融入台湾果蔬生长的各
方面知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既能亲
近大自然又能拓宽知识面的小天地。”
吕金龙在心里描摹着一幅清晰的发展
蓝图。

宁化济村——

台农种丝瓜 增收有新路
●本报宁化记者站 张凌波 林 璐 通讯员 俞根辉 文/图

吕金龙（右）向济村乡干部介绍翡翠丝瓜生长情况。

陈予涵是三元区第一实验学校
七年级 （5） 班班长、校少先队大
队长。多年来，他坚持用“笔端”
传播传统文化，用“指尖”传承传
统技艺，用“唇齿”传诵经典文
化，2022年获评三明市“新时代好
少年”。

走进陈予涵的房间，笔、墨、
纸、砚一应俱全。他6岁开始学习
书法，一坚持就是8年，作品常在
省、市、区各类比赛中获奖。周末
假期大家出游休息时，他却选择埋
头苦练，寒来暑往，坚持不懈。看
到同龄朋友在看漫画、玩耍，他心
里也会“痒痒”的，但他明白学习
书法切忌心绪浮躁，要写好字，只
有咬住牙根，不断练习，善始善终
地写好每一个字。六年级时，父母
希望他能放下书法，用更多的时间
去学习文化知识，但陈予涵心中有
梦想，不愿意轻易放弃。升入初中
后，面对繁重的学习压力，他依旧
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始
终坚持用“笔端”传播传统文化，
做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宝剑锋从磨砺出。陈予涵先后
获得福建省第六届“闽兰亭杯”现
场书画大赛决赛软笔二等奖、原梅
列区“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软
笔小学组一等奖、三明市第二届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软笔小
学组一等奖、三明市第八届中小学
生艺术节艺术作品类硬笔一等奖和
软笔一等奖等荣誉。因表现优秀，
陈予涵小小年纪就加入了三明市书
法协会，每到年节，他都会参加学
校的“翰墨飘香送祝福”活动，为
社区居民送上新年祝福。

泥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常
见的古老民间艺术。阅读 《西游
记》《三国演义》等名著，激发了陈予涵的创作热情。他用灵
巧双手，塑造了一个个生动传神的泥塑作品，每次泥塑作品在
学校展出，都得到了老师同学们的称赞。他不仅自己钻研泥塑
艺术，还教低年级的弟弟妹妹们制作泥塑，用“指尖”和行
动，传承传统技艺。

为了更好地传承经典，诵扬爱国情怀，陈予涵还发挥演讲
特长，积极参与原梅列区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故事会等宣讲
活动。疫情期间，陈予涵积极参与抗疫宣传，共有5个作品登
上了央视移动新闻网。2020年8月，获评全国“中华魂”主题
教育活动一等奖；2021 年3月，获评原梅列区“小麒麟艺术之
星十佳讲故事之星”。

新时代孕育好少年，好少年共筑新时代。陈予涵同学表
示，将继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用自己的笔端和指尖抒发对中
国传统文化和祖国的热爱，努力奋斗成就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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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房屋建筑调查 98.37 万栋，供水
厂调查 21 座；森林可燃物样地调查
761个，减灾能力、野外火源、历史
火灾等调查填报数据 12.99 万条……
今年以来，我市风险普查调查成果陆
续汇交至国务院普查办，截至7月24
日，三明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总体进度达95.8%。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2020 年 5 月启动，
2022年底将完成。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成立市政府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将风险普查
纳入市政府重点工作进行督办。

我市调查对象有100万多个，统
筹是重点也是难点。市普查办（设在
市应急局）编制《三明市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
统筹推进全市地震灾害、地质灾害、
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火灾等调
查与评估，着力摸清灾害风险隐患底
数，查明区域抗灾能力。

制定分工表，由市应急、气象、
地震等9个部门牵头实施行业领域普
查，教育、文旅、民政、卫健等 20

多个部门单位组织调查对象填报《调
查表》；制定流程图，明确普查阶段
任务、时限要求、质量标准，有序推
进清查、调查、质检、核查工作；制
定考评办法，将普查工作列入市对县
级政府和市直部门年度安全生产考评
内容，盯紧“调查对象数量一个不能
少”“《调查表》指标信息不能错”，
以考评促进度保质量。

市普查办既当“指挥员”，又做
“操盘手”。召开3次部署会、4次推
进会，发出工作提示函 12 期，进度
通报8期；在“勤、细、严、深”上
下功夫，开展调研、座谈、培训等工
作，及时解决普查中的困难和问题；
争取国家普查专项补助资金 815 万
元，支持各县 （市、区） 和市应急、
住建、城管、气象等部门开展普查。

我市普查进度始终居全省前列，
数据质量符合技术规范，去年 12 月，
市普查办被国务院普查办通报表扬。

风险普查为人民。开展“五个
一”宣传活动，让社会各界了解普查
意义、目标、进展和成果，营造全社
会关心普查、支持普查、参与普查的
良好氛围。

开设一个宣传专栏。市普查办在
《三明日报》开设“聚焦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专栏，刊发
行业领域普查情况 10 期；宁化县、
大田县等普查办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

“自然灾害风险普查知多少”等专
栏。媒体成为群众知悉普查信息的主
要来源。

创作一部宣传作品。全市创作短
视频、动漫等宣传作品 13 部，图文
并茂、声色并举地介绍普查内容、分
享工作经验、宣传普查成果，累计点
击（转发）量达11万多人次。

制作一块宣传牌 （栏）。在县、
乡、村人员密集场所建立宣传牌
（栏）433块，宣传风险普查知识和工
作动态。

悬挂一条宣传横幅。在“10·13国
际减灾日”“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期
间，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及 LED 屏等
宣传标语 1726 条，让普查宣传进社
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

发放一份宣传品。在购物袋、扇
子、雨伞、宣传单（册）等上印制风
险普查知识、标语等，伴随着44620
份宣传品让普查走进千家万户。

坚持边普查、边应用、边见效。
5月24日至6月19日，我市出现持续
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达 500.4 毫
米，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市普查办和各级各部门利用普查成

果，助力防汛救灾工作。
“防”有重点。气象部门运用气

象灾害风险普查成果，提前发出预
警。自然资源部门对排查出的 1928
个地质灾害隐患点、7824个房前屋后
高陡边坡隐患点明确防灾监测人、责
任人，累计出动专业技术人员 1934
人次，处置地灾灾情41起，转移161
人。住建部门加强老旧房屋巡查排
查，累计发现并处置房屋 3398 栋，
紧急转移群众15018人次，保障了群
众生命安全。

“转”有场所。乡、村开放应急
避难场所合计 1947 处，紧急转移避
险群众4万余人次。市应急局调拨棉
被 400 床、帐篷 100 顶、折叠床 300
张、毛巾被 500 条等生活救助物资，
保障了群众紧急避险和转移安置。

“救援”更高效。6月13日，永安市
调动武警、消防、民兵等 18 支应急队
伍530余人次，在洪田镇、小陶镇等地
处置灾险情240多处，转移、解救受困
群众 124 人。清流县在灵地镇、赖坊
镇、李家乡等地提前预置应急救援队
伍，成功转移受困群众243人。

目前，我市普查工作进入收官阶
段。市普查办与省普查办联动开展评
估与区划工作，加快推进普查成果落
地运用，为三明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建设筑牢防灾减灾“铜墙铁
壁”，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家园。

市普查办——

摸清风险底数 助力防灾减灾
●本报记者 陈 渴 通讯员 李建华 温雅琴

聚焦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本报讯 连日来，三明学
院组建“头雁先锋”大学生
党员实践队，从宁化出发，
深入泰宁、将乐、沙县、三
元等地开展实践活动，教育
引导大学生党员到乡、镇、
村建功立业。

“一杯米酒”“一条鲤鱼”
“一碗擂茶”……一个个感人故
事深深打动了这群大学生党
员，他们深切感受到我市为实
现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做出
的努力，体会到我市“156”乡村
建设工作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注入的强劲动力。

“通过走访调研，我发现
如今的乡村软硬件设施都有
了很大的改善，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三明学院教育与音乐

学院学生陈静怡十分感慨。她
希望毕业后能有机会返乡工
作，在农村的广阔舞台施展

“拳脚”，为家乡振兴蓄势赋
能。

此次“头雁先锋”大学生
党员实践队成员都来自三明
学院大学生党员“头雁先锋”
项目驱动创新班。创新班遴选
志向坚定、品学兼优的好苗
子，通过校内培训、到乡村（社
区）挂职锻炼、深入乡村开展
调研等活动，进一步拓展教育
培训内容，培养一批“下得去、
待得住、干得好”的有意愿扎
根乡村谋振兴的大学生党员
队伍，为乡村振兴储备有生力
量，打造乡村振兴“后备军”。

（朱丹宇 缪大旺 吴爱娣）

三明学院——

大学生党员开展乡村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