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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亮点经济亮点

走进建宁县里心镇双溪村鸿
鑫果业专业合作社黄桃交易中心，
工人们分工合作，采摘、分拣、打包
……一个个精心挑选的黄桃被装
进印有“建宁锦绣黄桃”标识的纸
箱，等待快递员上门收寄，运往全
国各地。

“今年黄桃比去年更甜，生意
更好。”社员李喜祥正顶着烈日，在
自家果园里采摘，夫妻俩承包了4
公顷山地，管理着 2000 多棵黄桃
树，预计产量达25万余千克，收入
十分可观。

“黄桃是双溪的吗？”许多消费
者买黄桃前都会问上这么一句。
为何双溪村种植的锦绣黄桃如此
出名？

2012 年，为了拓展新的销售
方式，双溪村黄桃种植大户李海
鸿成立了双溪村鸿鑫果业合作

社，让果农从“单打独斗”模
式，转变为“抱团取暖”模式，
依托特色农产品优势，黄桃逐渐
成为全村的支柱产业。

2015年开始，鸿鑫果业合作社
打破传统，将“肩挑手提商贩收”的
传统模式，拓展为线上、线下同步
销售，打造果业全产业链，让消费
者能够“今天摘桃，明天吃桃”。

搭上电商快车，一度养在深闺
的双溪锦绣黄桃，升级为水果中的
网红。“双溪黄桃打出名气后，顾客
会自动上门求购。”李海鸿说，正常
情况下，每天有2万千克黄桃从交
易中心发出，供不应求。

8月10日晚，在里心镇双溪村
的果园里，一棵棵桃树上硕果累
累，主播和工作人员正在网上直播
带货。

除了在电商平台上销售锦绣

黄桃，李海鸿还和电商达人“建宁
公主”艾美龄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他们负责供货，我们负责平台接
单、发货。”艾美龄说，采摘季前期，
公司提前预热，只要销售期一到，
黄桃就卖得非常火爆，一场直播能
卖近2000单。

眼下，建宁各个果园的黄桃已
陆续成熟采摘上市，为进一步拓宽
黄桃销售渠道，建宁公主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与三明邮政合作，深入桃
园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活动，充分
利用“建宁五子”区域品牌，让特色
农产品搭上了网络直播的“顺风
车”，助力果农增收。

电商崛起，物流提速，建宁黄
桃香飘四方。目前，建宁县的桃梨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以果业为基础
的加工、包装、贮藏、运输、电子商
务企业应运而生，同时带动了第三

产业的发展。
在溪口镇高圳村的春花家庭

农场内，游客李先生正品尝用黄桃
做的果脯，“又甜又有嚼劲，味道好
极了。”一起来的朋友们也纷纷现
场购买。

“以往看相不好的果子，被果
农扔掉。今年阳光充足，制作出来
的果脯也更甜了。”农场负责人陈
春花说，果脯除了线下销售外，还
在淘宝、京东等各大电商平台上同
步销售。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30
多年来，朴实勤劳的建宁人民不断
开拓创新，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建起了黄桃全
产业链。今年，建宁黄桃产量预计
达2.6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将
达5.5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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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县域经济

8 月 4 日，在大田县前坪乡下坑村茄子地
里，一根根饱满的紫色长茄挂满藤架，村民们正
忙着采摘茄子并打包、装箱。

“现在天气比较热，我们早上6点左右就开
始采摘茄子，每三天采一批，已经采了10批了，
平均每批茄子有 5000 多千克，最多时能收获
8000多千克。”种植户廖新款介绍，目前共采摘
茄子约 4.5 万千克，全都以每千克 2 元的收购
价，销售给厦门同安鲜意农蔬菜合作社，销路不
用愁。

2021年，前坪乡上地村引进田优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形式
示范种植9公顷高山蔬菜，让村民实现增收致
富。为了带动周边村民一起发展，前坪乡以上地
村为龙头，联合下坑村、下地村成立岱山联村党
总支，出台政策对流转土地种植茄子、玉米等高
山蔬菜，每公顷补助3000元，提高村民种植积
极性。

去年 12 月，廖新款与村里其他种植户合
作，把原先的水稻田排水、整理，改造成旱地，在
今年清明种下了2.67公顷的茄子。

“茄子种植比较繁琐，根据生长时节，要及
时搭支架、洒农药、施肥等，费时又费力。”廖新
款说，为了不影响茄子生长，每隔几天就要摘除
老叶、残叶，增加枝条与枝条之间的透光性，也
能减少害虫的产生。

平时，廖新款请了10多个村民日常管护茄
子地，采收时节会额外请人帮忙，最多时参与管
护的村民达30多人。

“日常管护的男工一天 120 元，女工一天
100元，比起在外打工，离家更近，工作也比较
轻松。”村民廖青旺说，其他来帮忙的都按照采
收千克结算工钱，有的人一天能赚200多元。

今年以来，前坪乡加大扶持力度，盘活农
村闲置土地资源，推广种植高山蔬菜，优化品
种结构、提升技术服务、精细田间管理，依托
田优公司畅通产销对接，打造“种养结合、生
态循环、绿色发展”示范区，促进种植业发
展，推动乡村振兴。

盘活闲置地
种出致富菜

●本报大田记者站 叶紫妍 张 玥
实习生 乐孟悦 游 奕

8月9日上午，走进泰宁县大龙乡
官江村山坊组的金燃神香厂，生产车
间机器轰鸣，工人们熟练地把一袋袋
原材料调配、研磨、塑型、上色，负
责人雷秀兴正在对成品进行登记装箱。

35 岁的雷秀兴是大龙乡官江村
人，前些年在外地做销售、开过工
地食堂和小超市。2020 年，他回乡
探亲，惊喜地发现，家乡昔日的瓦
房变成楼房，水泥路通向各家各

户，村庄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美丽
乡村焕新颜。

“长期在外，照顾不到家里的老
人，想着能回来工作，我也长期关注家
乡变化，通过微信公众号看到了许多鼓
励年轻人回乡创业的好政策，在家乡一
样能闯出一片天地。”雷秀兴说。

2021年5月，雷秀兴辞去上海的工
作，回到大龙乡开办了制香厂。在当
地，由于制香产业并不是很普遍，大到

机器设备，小到模具材料，都需要自己
购买研究，雷秀兴通过自学和向外地同
行请教技术，在发展中慢慢摸索，逐渐
掌握了制香技术。经过一年多的发展，
公司年产值达100余万元。

工厂开办后，雷秀兴在人员招
聘上优先选择乡邻，让乡亲们在家
门口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村民
梁永玉便是其中一位，在雷秀兴的
工厂里上班，她每个月可以拿到

3500元左右的工资。
2021年村两委换届，雷秀兴被村

民高票选举为官江村文书一职。任职
一年多来，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
作中，把村民的事当自己的事去办。

工作之余，雷秀兴仍然毫无保留
分享自己的制香技术，支持村集体经
济项目发展，以“返乡人才+合作
社+专业运作”的模式，促进当地村
民就业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雷秀兴：让村民过上“香日子”
●本报泰宁记者站 熊明欢 李少兰 通讯员 叶 青

8月8日，在尤溪食用菌产业核心区内的福
建省祥云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工人正
忙着分拣、包装银耳产品。公司目前年产量占全
国银耳年产量10％左右，是全国单体规模最大
的银耳瓶栽工厂化企业，去年销售收入达1.2亿
元，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作为当地科技型农业企业的代表，祥云公
司致力于有机食用菌生产研发，2020至2021年
间共投入研发费用达900余万元，拥有8项发明
专利、23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外观专利。

“税率优惠、研发费的加计扣除、固定资产
一次性扣除等税费优惠政策，半年间，公司共减
免了各项税费140余万元。真金白银的支持为企
业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加大了公司研发投入
的底气。”祥云公司总经理陈祥珍说。农业企业
需要在创新中实现产品多元化，从而满足不同
人群的需要，而这离不开税务部门的大力支持。

连日来，尤溪县税务局积极响应活动，围绕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深入企业，“零距离”“面
对面”落实落细涉农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为农创
园做好服务、当好后援团，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
不断的“税动力”。

同样受益的还有安农（福建）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公司落户于洋中镇桂峰村，是一家香菇菌
棒工厂化生产的港资企业，产品远销欧美和东
南亚。

为全力做好企业发展的后援团，尤溪县税
务局为企业梳理税费优惠政策，设立一对一“网
格化管理员”，线上线下为企业提供不间断的精
细服务，同时开设“非接触式”服务专线，做好提
醒和辅导服务，打造企业专属的“管家式”服务
套餐。

“税务部门在帮助企业享受税费减免的同
时，指导企业对疑点数据逐一排查整改，先后为
公司排查可能存在的风险疑点，进行纳税调整
两处，完成风险排查一处，解除企业发展中的疑
忧，实在太感谢了。”安农（福建）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李明君说。日前，企业新上了1条
自动化菌包生产线，较之前的半自动装袋机，产
能提升了近一倍，可日产4万袋菌棒。

税惠助农企

菌香漂海外
●本报尤溪记者站 肖 丹 通讯员 廉中营

□□创客风采创客风采

建宁县地处武夷山脉中段，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是黄桃种植
的天然沃土。这里海拔高、昼夜
温差大、水质好，为黄桃积累糖
分和养分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和气候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宁县委
县政府和农业部门致力培育特色
农产品，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
2003年，建宁县从福建省农业科学
院果树研究所引进优良黄桃新品
种进行试种，取得初步成功。经过近
20年本土驯化和优化栽培，形成了
本地化的优良品种。

黄桃种植，三年挂果，四年丰
产。2008年以来，建宁县在全县进
行推广，掀起全民种植、全民销售
黄桃的热潮，黄桃品质不断提高，

销路逐年扩大。
8 月 8 日，在伊家乡沙洲村的

果山上，种植户熊自风正带着十几
名工人采摘黄桃，前几年种下的锦
绣黄桃硕果累累，在炎炎烈日下散
发着阵阵芳香。这天，又有上千箱
新鲜黄桃从果园出发。

56 岁的熊自风多年来一直从
事杂交水稻制种，因看中黄桃市场
前景，2016年12月，他与同村村民
流转了 7 公顷荒山、荒地，种植嫁
接了 4000 多棵双溪锦绣黄桃，成
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早在2016年锦绣黄桃下地前，
熊自风就从县里请来了专家，手把
手传授种植技术，从一个门外汉逐
步变成了黄桃种植能手。在他的悉
心呵护下，第一批果树茁壮成长。

经过精心管护，黄桃迎来大丰
收。“今年黄桃的产量较往年有所
增加，预计有25万吨，主要通过电
商销售、零售批发等渠道销售。”熊
自风表示，按每千克8元左右的批
发价格计算，总产值可达 100 万
元，黄桃不愁销路，明年考虑扩大
种植面积。

依托生态优势，打造精品果
子，让品质成为建宁黄桃品牌的
核心。

每年4月中下旬，建宁县绿源
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付兴安都会
组织几名工人给黄桃疏果、套袋。
天刚微亮，工人就进果园，每人每
天套6000多颗黄桃，天黑下山。

付兴安介绍，黄桃套袋后，果
实不仅免受病虫害与鸟啄的困扰，

且果面更光洁、色泽更均匀，呈现
出果形周正、颜色金黄、甜度适中、
脆嫩可口等特征。

此外，付兴安还在果园内实施
棚架栽培。“棚架让黄桃更好地进
行光合作用，不仅可以保护果子，
还能控制产量，摘果时也更方便。”
付兴安笑着说，“果子原汁原味原
生态，精品数量一年比一年多，这
就是我的底气。”

为进一步提升黄桃品质，建宁
县增强对黄桃种植、采摘、销售等
各环节的监管，支持基地建设、品
牌打造和市场营销。同时，积极推
广农业技术，农技专家还探索总结
出一套适合本地特点的标准化、精
细化栽培技术，铸就建宁黄桃的高
品质。

电商助力，黄桃搭上“快递专车”

几经实践，变身致富“金果”

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建宁黄桃的成熟期。颗颗饱满的锦绣黄桃，黄肉红

心，香甜鲜嫩，成为许多市民“岁岁年年又相逢”的果品。正值黄桃销售旺季，乘着

电商东风，建宁黄桃实现与市场无缝对接，顺畅地走向全国各地。

近年来，建宁县大力发展黄桃产业，着力打造“建宁五子”区域公用品牌，不

断探索改良优质黄桃品种，除“锦绣黄桃”外，还引进了“锦香”“锦园”“锦花”“锦

硕”等系列优质品种，全县种植黄桃面积达1300多公顷。

建宁黄桃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

“摇钱树”？

工人挑选黄桃准备装箱。

主播在直播间售卖

村民们把茄子打包装箱。 （林生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