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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精品钢企
铸就卓越品牌

福建金牛水泥
有限公司

以优质产品和服务
为客户创造价值

三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金牛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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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00 箱寄到厦门的黄桃今天就
能寄出去，省内的话，最快明天上午就能
收到。”8月16日，建宁县里心镇双溪村
果园里，快递小哥陈晓峰一边将一箱箱
黄桃装上货车，一边和果农交流着。

建宁县黄桃种植总面积 1330 多公
顷，年产量2.6万吨。黄桃储藏条件要求
高，黄桃“从枝头送到舌头”的速度，直接
关系黄桃产业的发展。目前，90%以上的
建宁黄桃，通过线上销售。

快递进村，打通“最后一公里”

与时间赛跑，让黄桃快走。我市快递
公司为建宁黄桃开通助农专项绿色通
道，让装箱好的黄桃“坐”上快递专
车，在集散中心快速分拣后，第一时间
发往全国各地。

市邮政管理局组织当地邮政、顺
丰、京东、“通达兔”等快递企业拓展
服务范围，推动快递企业在建宁县双溪
村、高圳村、枧头村等7个村建设专门
服务果农的村级网点，快递员深入果园
开展一条龙服务。

“快递进村”渠道的打通，为建宁黄
桃的线上销售装上了“助推器”。

“以前村里年轻人都在外打工，现在
每到黄桃等水果采摘、上市季节，全村年
轻人几乎都变成电商、微商，通过微信、
淘宝等渠道把建宁黄桃卖到全国各地。”
双溪村果农张致英开心地说，“明年我
还要继续扩大黄桃的种植面积。”

快递护航，助力黄桃走出去

扫码、下单、装箱、封口、装车、
发车，建宁县里心镇邮政支局邮政快递
员李萍小心翼翼又轻车驾熟地发送着黄
桃寄件。

李萍说：“每年这时候都是我们最
忙的时候，早上六七点就要到果园收
件，赶在第一时间帮果农把水果寄出
去，有时候忙起来连吃饭都顾不上。”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建设
了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占地
超过1万平方米，拥有20个卸货口、8
个直发流向，专门用于服务建宁当地农
特产品的寄递，大大提高了寄递时限和
效率。”建宁县菜鸟快递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谢彬介绍，“每年 7、8、9 三个月
是我们快递最繁忙的时候。今年特地新
增 2 辆货车，请了 20 多名大学生暑期
工，确保消费者能及时品尝到新鲜美味
的建宁黄桃。”

快递赋能，拓展网销新渠道

“我们的建宁黄桃都是当天采摘、当
天发货的，来上链接，五四三二一！”在建
宁县电子商务产业园新媒体直播间中，
多家电商企业的主播正忙着为建宁黄桃

“代言”。
近年来，建宁县快递企业积极融入当

地黄桃产业发展，从定制包装、提供仓储、
优化运输、下沉网络等多方面发力，不断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市邮政管理局表示，将按照“打通
上下游、拓展产业链”的工作思路，持
续推进快递助农的深度和力度，支持当
地农特产品触网升级，发挥快递业在加
速“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
通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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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原材料、操作装袋机、摆
放菌棒……8 月 3 日，尤溪县西城
镇七尺村青宏农业专业合作社食用
菌初加工基地里，工人们正在忙
碌。“合作社以种植黑木耳为主，
面积达2公顷，主要种植黑山、黑
15 等品种。目前在岗工人 40 名，
通过自动化生产线，一天可生产4
万个菌棒。联合、西城等地种植户
也来订购菌棒，供不应求。”现场
技术员林允虎介绍。

青宏农业专业合作社今年6月
初成立，当月动工建设。基地占地
面积1.24万平方米，目前已投入资
金500多万元，建成生产区、仓库
等相关设施，并引进食用菌菌包自
动生产线6台（套），高速常压灭菌
柜7套，食用菌分拣及自动筛选分
级、分等包装生产线1套。

眼下正值黑木耳菌棒生产关键
时期，自动化生产设备安装调试
完，8月1日便投入生产。

“以前人工拌料，存在误差。
现在采用自动化生产线，拌料均
匀、参数可控。以前1台设备要七
八个人操作，现在只要1个人。而
且通过燃烧颗粒燃料产生蒸汽实现
供热，可避免产生烟尘和废水。”
林允虎说。

县 食 用 菌 站 站 长 彭 传 尧 介
绍，近些年，尤溪县通过完善农
业配套设施、开展社会化服务、
加强技术培训与指导、拓宽销售
渠道、打造“尤耳”区域公共品
牌、推广食用菌“金融+保险”等
方 式 ， 黑 木 耳 种 植 规 模 连 年 增
产，目前 15 个乡镇都有种植黑木
耳，种植户达2200多户。

1人顶8人，
菌棒自动化生产，好棒
●本报尤溪记者站 肖 丹 通讯员 陈道波 文/图

前不久，清流赖坊花生被列入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通
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管理、特色化
保护、融合化发展、体系化推进、数字
化赋能等建设，进一步推动品牌农业
高质量发展。

赖坊花生种植始于明代，相传曾
为贡品，作为皇宫糕点的配料，称为

“多子花糕”。
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强保护与传

承，2012 年，被列为福建省地方稀有
品种保护，获得绿色食品认证，2015
年入选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

目前，赖坊花生种植面积 334 公
顷，年产量 2000 吨左右，产值近 3000
万元，1200户农户种植。 赖坊花生已
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
业。如今，赖坊花生不仅种植、加工、
营销实现标准化，而且借助文创赢得
了时尚一族的青睐。

世代的传承与发展

8月12日，赖坊镇东山村街旁的
墙立面，赖坊花生地标产品创意彩绘
正在上色。

“正在涂的这面墙，背景是赖坊
马氏宗祠，周边是花生田，田边一对
夫妻正在采收赖坊花生，一旁的孩子
俏皮地边采边偷吃，整幅画面不仅清
新，而且有乡野趣味。”墙绘设计出自
赖坊镇官坊村的上官诚涛。

上官诚涛出生于1995年，在泉州
开了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外
多年，他想通过自己的文化传播公
司，为家乡做点事。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种赖坊花
生，奶奶今年79岁了，她说她小时候
村里家家户户都种，但那时候物资匮
乏，花生主要用于过年招待客人，到
我父亲这一辈，他们赶上好时代，花
生越来越好卖，也越种越多，特别这
十年，我们家已经规模化种植，面积
也达到了1.34公顷。”上官诚涛说。

如何让代代传承的赖坊花生有
更好的发展？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赖坊花生的种植、生产与销售，要有
统一的标准，才能形成全产业链，也
才能走得更好更远。”赖坊镇乡村振
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黄勇说，目前，
全县有花生合作社1个、加工厂2个、
公司1个，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
带动零散种植户抱团发展。

“我想发挥专长，以更活泼更现
代的传播方式，融入更多家乡元素，
将赖坊花生推广出去。”于是，上官诚
涛参与家乡的花生事业中。

统一标准，延伸产业

立秋前，官坊村的20多公顷赖坊
花生基地完成了种植，“这次采购了
新设备花生播种机，效率比人工高出

了四五倍。”官坊村党支部书记上官
新庆说，往年，种花生和收花生很花
费人力，现在与公司合作，解决了大
问题。

今年，官坊村与本地企业福建
拿吃客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建设标准
化种植基地，通过统一的育种、种
植、生产、加工、挑选、包装、销售等，
形成赖坊花生统一标准，从而增强
市场竞争力。

“我们还引进了花生智能包装分
拣设备，新建 1800 平方米的生产车
间，提高花生加工及仓储能力。”拿吃
客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赖盛林，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对农户进行
全流程技术指导，花生品质有保障。

除了烤制花生外，公司今年还更
新了一套自动化深加工生产线，制作
多口味的去壳即食花生，延长赖坊花
生产业链。

加大宣传，打响品牌

2021首届清流赖坊斗花生大赛，
当地82户农户参加，通过对花生的外
形、饱满度、口感等进行评比，进行品
质细分，鼓励种植户以“质量”为导
向，提升赖坊花生的价值。

“去年比赛，我们合作社农户种
的花生获得了特等奖。”赖盛林说，这
让大家深受鼓舞，公司与农户更加紧
密合作，更加细致种植、把控，生产出

更好的花生产品。
“今年花生丰收后，会继续举行

斗花生大赛，用常态化的赛事，提
升赖坊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
进品质化、标准化、品牌化提升。”
黄勇说，此外将鼓励花生企业参加
农产品博览会，多途径做好赖坊花
生的宣传。

今年，上官诚涛借助公司的专
业团队人才与家乡合作，深入挖掘
赖坊花生的文化内涵，特别是结合
客家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设计赖坊花
生的IP形象、主题墙绘、文创产品等。

“花生的 IP 形象已经做好了初
稿，文创产品上的图也差不多设计好
了，期待这些产品为赖坊花生的推广
助力。”上官诚涛说。

“今年合作社已经加工黄花菜
3000 千克，收入 30 万元，市场行情
好，都卖断货了。”8 月 17 日，大田
县屏山乡美阳村的马崎嵖寨合作社加
工厂负责人郭传宝忙着翻晒黄花菜，
笑呵呵地说。

屏山是福建名茶之乡，黄花菜种
植是美阳村的特色，房前屋后、道路
两旁和乡野山间，随处可见黄花菜。
之前由于交通不便等因素，黄花菜没

有管理，有开花就采摘，有人收购就
卖，村民们没把黄花菜当作产业。

“2018 年，德化的朋友说黄花菜
效益不错，建议我试种，他帮忙介绍
收购商。”于是，郭传宝当年试种了
0.4公顷黄花菜。第3年第一次采摘销
售，郭传宝赚了5万元。

尝到甜头后，郭传宝扩大种植面
积，还投资 27 万元建了黄花菜加工
小作坊，配套有浸泡池、烤房、蒸温

棚、晾晒棚等加工设备。除了自家种
的黄花菜，郭传宝还收购村民的黄花
菜加工销售。

郭传宝介绍说，黄花菜管护成
本低，只需施肥和除草，极少喷农
药，高山区的气候和土壤很适宜种
植。新引进的台湾5号和6号品种黄
花菜，与老品种比，花期更长，产
量是其4倍。

近年来，黄花菜市场行情持续

向好。郭传宝种的黄花菜面积扩大
到2.7公顷。在他带动下，村民们纷
纷种植黄花菜。今年郭传宝与4名种
植大户合伙成立了马崎嵖寨合作
社，并注册了“马蹄尖”商标，对
黄花菜进行统一管理、加工、包装
和销售。

除了美阳村，玉坪村等村也大规
模种植黄花菜。今年，屏山乡黄花菜
种植面积达133余公顷。

高山黄花菜 茶乡新产业 ●本报大田记者站 罗珍华

打好“标准牌”穿上“文化衫”

自动化生产线燃
烧颗粒燃料供热，避免
了烟尘和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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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诚涛在东山村
设计了赖坊花生地标产品
创意墙绘。

▶赖坊花生文创产品

●本报清流记者站 吴火招 文/图

赖坊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