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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在明溪县夏坊乡鳌
坑村莲子种植基地，村民们钻进荷
塘采摘莲蓬，基地负责人李文焕把
采摘下来的莲蓬运回去脱粒。

“我是建宁县均口人，经朋友
介绍到夏坊乡鳌坑村种植莲子。目
前，我种植了 7 公顷莲子，预计每
公顷产值可达到 7 万元。下一步，
我打算成立合作社，带领鳌坑村和
周边村的村民一起种植莲子，带动
他们增收致富。”李文焕说。

近年来，鳌坑村坚持党建引
领，吸引优秀人才和乡村能人回村
创业发展。

鳌坑村立足自身生态资源优
势，大力实施“人才回引”工程，回
引返乡创业能人3人，建立猕猴桃

基地34公顷，莲子基地7公顷，鲜
切花基地 1.34 公顷，带动 17 户村
民 22 人就业，人均年收入增加
8000余元。同时，鳌坑村还积极探
索“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模式，通过土地流转、能人带动，为
农户提供技术支持，发展特色产
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黄恩荣是鳌坑村回引返乡创
业的能人之一。他原本在江西省兴
国县创办荣兴木业公司，从事木材
加工。2017年，他得知明溪县出台
了优惠政策，鼓励发展硒锌猕猴桃
产业，就回乡调研考察市场。调研
后，他把江西的公司交给儿子管
理，于 2018 年回乡创办裕相生态
农业公司，种植14公顷猕猴桃，并

通过“线上+线下”方式销往全国
各地，年产量约 4 万公斤，年产值
可达70万元。

“基地种植的品种是新西兰金
艳黄心猕猴桃，下个月就可以采摘
上市。今年有套袋，产量会比去年
高。”8月15日，走进猕猴桃种植基
地，黄恩荣望着挂满猕猴桃的果
园，脸上露出了笑容。

鳌坑村还通过“跨村联建”方
式，整合联建村丰富水域资源，大
力发展“休闲渔业”“竞技渔业”，已
建设休闲垂钓点 27 个、水上独体
阀钓木屋3座、浮式码头1处，购置
3艘库区管理船，下一步还计划打
造鳌坑村桃地桥库湾竞技钓场，做
活夏坊“水面文章”。

鳌坑村是鳌龙区苏维埃旧址
所在地，也是省定革命老区基点
村，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当地通过
修建红色宣教基地，发展红色乡村
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此外，鳌坑村还推行“三三
四”党建机制，制定村规民约，
利用宣传栏、文化墙等宣传阵
地，广泛宣传移风易俗的重要意
义，通过组建“党员先锋队”“巾
帼劝导队”，实施“红黑榜”制
度，让文明之花遍地开，当地处
处洋溢着文明新风。

如今的鳌坑村，乡村治理有
效、产业兴旺、乡风文明蔚然成风，
一幅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美好画
卷正徐徐展开。

明溪县鳌坑村坚持党建引领，吸引优秀人才和乡村能人回村创业发展——

绘就乡村美好画卷
●本报明溪记者站 林铭水 通讯员 罗长连

本报讯 8 月 18 日，在清流县
赖坊镇美红家庭农场，嫩绿的丝瓜
长势喜人，几只长着大眼睛的蜂穿
梭在浓密的瓜藤间。据农场负责人
赖清发介绍，这种长相别致的蜂学
名叫赤眼蜂，是农场去年引进用于
害虫防治的，得益于此，今年丝瓜
的产量质量实现了“双丰收”。“我
们的丝瓜每公顷产量可以达到 9
万公斤，产值约22.5万元，净利润
约 12 万元。”赖清发喜笑颜开地
说。

赖坊镇土壤肥沃、日照充足，
十分适宜种植丝瓜、长豆等作物。

2019年，赖清发引进具有生长周期
长、产量高等优点的台湾翡翠丝
瓜。在取得不错收益后，赖清发成
立家庭农场，带动村里其他农户一
起种植丝瓜，由农场负责运输和销
售，帮助村民增收致富。目前，赖
坊镇共有丝瓜种植户 10 余户，丝
瓜种植面积达14公顷。

在种植丝瓜的过程中，棉铃虫
的防治十分关键。相较于传统喷
洒农药的防治方式，赤眼蜂生物防
治技术既能延缓害虫抗药性的发
生，对害虫产生持久的抑制作用，
又能保护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实

现农产品无污染、纯有机的绿色产
出。“赤眼蜂卵被释放到田间，会自
然羽化出蜂，雌雄蜂交配完成后，
雌蜂便在田间寻找寄主，即棉铃
虫、玉米螟、黏虫等鳞翅目害虫的
卵，然后将自己的卵产到害虫卵
内，吸取其中营养物质，供子代生
长发育，被寄生的害虫卵则不能孵
化。”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道出
了其中原理。

原本就凭借外形规整、口感上
乘成功销往北京、上海、福州等地
各大商超的赖坊镇丝瓜，也因绿色
无公害再度“出圈”，变得更加畅

销。赖清发的微信订单群每天都
能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订单，订单
量基本可维持在每天1万公斤。

近年来，清流县不断巩固省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成果，坚持
加大农产品标准化技术转化与应
用，引进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
色防控技术。同时，大力推广使用
有机肥，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
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产
出的农产品受到市场一致好评，打
响清流县优质绿色农产品品牌。

（本报清流记者站 杨玉婷
吴火招）

清流：绿色防控 助农增收

“时光飞逝，来到市第一医院已
经快一年了。即将要离开这里，非常
不舍。以后临床医疗上有任何问题，
欢迎随时与我联系，大家相互沟通，
共同进步。”8 月 17 日，即将结束在
市第一医院的驻点工作，中山一院
神经科副主任医师王莹感慨地说。

王莹从事神经病学临床、教学
工作多年，擅长脑血管疾病、肌张力
障碍、神经遗传病的诊治。去年 9
月，她来到市第一医院，开展为期一
年的驻点工作。

“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规模
和建制都很不错。在合作共建过程
中，我曾考虑直接套用‘中山一院’
管理模式。但深入了解后，我发现这
一想法并不可行。”王莹说，市第一
医院神经内科缺乏自己的特色，想
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有一个明

晰的“拳头”发展方向，还要形成自
己的特色专科。

“三明地区老年人口多，可以从
老年性疾病入手，将脑血管病以及
神经重症作为科室的‘拳头’发展方
向。”王莹说，目前市第一医院已成
立帕金森病门诊和肉毒素治疗门诊
等特色神经内科亚专科，并将继续
完成癫痫和痴呆的特色门诊建设，
逐步建立特色门诊，实现专病专治，
形成特色品牌，提升学科影响力。

坐诊、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
……一年的时间里，王莹利用自己
丰富的临床经验、深厚的学术水平
以及科学的管理思路，精准助力市
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提升诊疗技术，
加强学科建设，完善规章制度。

一年来，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医疗行为更加规范，疑难重症诊治

水平大大提高。特别是神经内科脑
血管介入团队，从需要专家帮助指
导复杂脑血管病介入手术，到现在
能独立完成手术，在高难度手术的
评估、步骤、细节、术中术后并发症
的规范处理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提高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
诊疗水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
队伍，这是最让我欣慰的。市第一
医院神经内科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只要努力，可以取得更大进步。”
王莹说。

一年来，王莹除了努力提升市
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诊疗水平，还非
常重视科研教学工作。在与青年医
生交流时，她常说：“教学、教研等工
作都是建立在临床医疗的基础之
上，青年医生在日常工作中要做好
病历资料收集工作，为科研打牢基

础。不要一味追求‘高大上’的科研
目标，脚踏实地更容易出成绩。”

“市第一医院基础实验室较为
薄弱，因此撰写基础研究的文章难
度较高，科研课题应考虑从三明特
点出发。”王莹建议，三明地区紧密
型医联体建设已有一定成效，对慢
病管控较好，而高血压、糖尿病是造
成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选择科
研课题时，可以结合医联体体系，将
导致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管理做
好做深。

得知王莹即将离开三明，市第
一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林剑楠颇为不
舍。她说：“能有机会跟随王教授学
习，我感到很荣幸。王教授理论功底
扎实，临床经验丰富，有了王教授和
其他中山一院专家坐诊，我们医院
的外转率明显下降了。”

明晰“拳头”方向 发展特色专科
——访中山一院神经科副主任医师王莹

●本报记者 黄宝琴 实习生 曲韵宇

8月18日，在建宁县味蕾跳动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2号厂房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忙着搭设脚手架、安装模板。这个项目是省、市重点项目，总投
资2.5亿元，总用地约2.67公顷，分两期建设，重点打造集笋制品、果蔬等食品研发、精深加工、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项目全部建
成投产后，年销售额预计可达2.2亿元，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 （曾 程 陈志鹏 摄影报道）

味蕾跳动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加快建设

本报讯“我们是民办幼儿园，
受疫情影响，资金压力大。多亏有
了好政策，已经为我们减免了7万
多元房租。”8月18日，在尤溪县西
城镇星帆艺术幼儿园，园长蒋丽萍
这样说道。

福建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尤溪分公司是一家提供公交车运
营、出租汽车客运的运输服务企
业。今年以来，公司相继为星帆艺
术幼儿园在内的43家租户减免租
金约37万元。

今年4月，省政府印发《福建省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进一步帮助市
场主体纾困解难的若干措施》，明
确为承租国有房屋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尤溪县积
极落实租金减免政策，对县级行政
区域内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承租的国有房屋，当年减免
3个月租金，并鼓励非国有房屋租
赁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合理
分担疫情带来的损失。同时，县税
务局加快落实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困难减免等多项政策，进一步
推动阶段性减免市场主体房屋租
金工作。

目前，尤溪县累计减免公有房
屋租户 720 多户次，减免租金 780
多万元。

（本报尤溪记者站 肖 丹
通讯员 廉中营）

尤溪：减免租金焕发市场生机

本报讯 眼下，正值花生采收
时节，泰宁县农技人员正组织朱口
镇农户进行田间考种、测产验收。

在朱口镇梅林村连片的土地
上，花生成行栽种着，地块上插着
的小牌子上标识着每片地块栽种
的花生品种。

“每个区域、每个品种种植一
定的花生株数，面积一样。成熟以
后，我们对每个品种进行采摘、称
重，按品种分类、晒干，测晒干率、
产量，同时还要逐个品种测量株
高，测算单株结稼率，以此鉴定品
种的特征特性。”朱口镇农技站站
长黄福亮说。

泰宁县作为全省 2022 年花生
新品种展示示范10个承担单位之
一，积极开展展示示范，组织品种
评价，推动高产、优质、绿色新品种

推广，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朱口镇特有的紫色土壤非常

适合花生种植，国家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农产品朱口小籽花生有着上
千年的种植历史。为了加快花生品
种的更新，泰宁县在省农业农村厅
的指导下，在朱口镇建立花生新品
种集中展示点1个，百亩多品种集
中示范片1个，百亩本地朱口小籽
花生品种集中示范片1个。

据了解，示范片内共引进了11
个品种，与本地的花生进行比对。其
中，有农林大学的花生品种5个，泉
州农科所的花生品种5个，还有清
流赖坊花生，通过展示、对比、筛选，
鉴定出适应朱口镇土壤特色的花生
品种，推动花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泰宁记者站 熊明欢
李少兰）

泰宁：选育推广良种助特色产业发展

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森林火灾风险不断加大。宁化县石壁镇强
化火情监测，在高森林火险期实行“双网双线”网格化管理，26名专职护
林员不惧高温，巡山护林，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切实做好森林火灾防控工
作。图为8月20日，护林员在张家地村巡山，同时进行森林病虫害防治。

（本报宁化记者站 雷露微 通讯员 庄剑杰 摄影报道）

不惧高温 守护山林

本报讯 8月16日，一架无人
机从永安市小陶镇坚村洋粮食产
能区腾空而起，在指定区域内喷
洒农药。

眼下正值病虫害高发期和防
治关键期，小陶镇利用无人机开
展病虫害防治作业，全力保障辖
区粮食生产安全。技术人员将配
置好的农药装在无人机药箱上，
通过操控遥控器，启动无人机按
照预定工作路线对指定区域进行
喷洒作业，精准地将药剂喷洒到
区域水稻上。

据小陶镇经济发展综合服务

中心高级农艺师邓文财介绍，相
较于传统的人工防治，无人机防
治作业效率是人工防治的 20 倍，
大大缩减了防治时间，同时也降
低了农药使用量，提高了农药利
用率，起到节本增效的作用。

坚村洋粮食产能区面积约 67
公顷，一架无人机一个小时飞防
作业面积可达1.3公顷，运用无人
机、农业机械设备等服务粮食生
产，有力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向
机械化、智能化转变。

（本报永安记者站 黄中泉
通讯员 杨 祺）

永安：病虫害防治搭上“科技快车”

本报讯 近日，将乐县防疫应
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一期正式投
入使用。

该项目是将乐县落实省“十四
五”粮食安全和物资储备发展专项
规划，补齐粮食、应急物资等储备
短板弱项的市级重点项目。2020
年，将乐县启动防疫物资储备中心
项目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3.21 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47万平方
米，包括3栋应急粮食储备仓库，可
储备粮食 3 万吨，1 栋应急物资储
备综合仓库，可储备应急医疗、应

急救灾等物资。项目还包括应急
医疗物资、应急救灾物资、配套辅
助设施及智能化管理系统。系统
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库区粮食仓
储管理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项目二期正有序推进，力争
年底竣工并投入使用。”施工现场
管理人员周晓华说。目前，将乐县
防疫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二期
已完成综合楼主体建筑，消防工
程、防水工程、边坡及挡墙工程已
完成逾七成。

（本报将乐记者站 黄言亮）

将乐：
防疫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一期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