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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这棵红肉脐橙，在我们
的光动力抗菌技术帮助下，溃疡病
得到了基本控制。”5 月 17 日，在将
乐县高唐镇常口村千亩清语脐橙种
植基地，福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
主任徐芃教授、福建农林大学园艺
学院潘腾飞副教授和他们带领的

“横扫千菌”团队正在查看技术应用
成效。

三明，是全省第二大柑橘生产
基地，所产柑橘美味甘甜，2023年全
市柑橘种植面积42.5万亩，产量67.4
万吨。柑橘溃疡病是柑橘种植区重
要病害之一，一旦防治不当，将对柑
橘的品质和产量造成极大影响。

如何高效安全地护好柑橘的
“生命线”？徐芃教授与潘腾飞副教
授合作，带领“横扫千菌”团队，花费
3年多时间寻求突破口。

病，得从根上治。柑橘溃疡病
是由地毯黄单胞杆菌柑橘致病变种
引起的、发生在柑橘的病害。“植

物有些时候和人一样，生病是因为
细菌感染所引发的。光动力治疗技
术可以高效杀灭植物细菌，从而防
治植物病害。” 徐芃介绍，由福州
大学陈李云和麦宇涵等博士硕士研
究生组成的“横扫千菌”团队首创
将光动力技术应用于植物病害防治
上。通过提取天然叶绿素加以改
造，历经 1000 多次试验，团队终
于攻克叶绿素提取物光动力抗菌活
性弱的问题，最终成功研制出一款
高效、安全、环境友好的柑橘溃疡
病防治技术。

光动力技术是利用光敏剂、氧
气和可见光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光
能转化为化学能，以杀灭植物中的
病原微生物。“我们使用的光敏剂来
源于植物的叶绿素，相较于传统使
用的铜制剂，不仅在有效性上具有
优势，更不会对人体产生毒性和环
境污染。”徐芃表示。

效果好不好，关键看实效。去

年以来，徐芃教授团队与福建农林
大学园艺学院协作，将科研成果转
化为实际应用，在常口村千亩清语
脐橙种植基地进行光动力技术生物
药技术试用。

“去年果园溃疡病防治原本不
理想，有几片区域溃疡病发生较为
严重，下半年我们用光动力治疗技
术生物药进行小范围防治试用。”潘
腾飞介绍，试验团队将发生柑橘溃
疡病的果园划分为三个区域，不使
用药剂控制区域、使用传统农药区
域和使用光敏剂区域。

经过一年时间的小范围试用，
潘腾飞对比发现，使用光动力技术
进行防治的果园，柑橘溃疡病发病
率显著低于没有使用药剂的区域，

与使用传统农药的果园区域对照效
果也非常接近。他说：“光动力治疗
技术生物药对防治柑橘溃疡病等细
菌性病害效果显著，与现行含有重
金属的农药相比，光动力技术生物
药对环境友好，对果树和人体无害，
在农业领域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先进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对
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有着重要意义。
清语橙基地的负责人徐良辉希望，福
州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继续
加强与地方的合作，加快先进植物保
护技术和理念的落地转化，为柑橘产
业等发展注入新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将实验室科研成果带到田间
地头，

护好柑橘的“生命线”
国内首创光动力技术应用于我市植物病害防治

●吴文凯 林文辉 林超群

一年来，三明全体援疆干部人才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新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一任接着一
任干，在接续历批援疆工作的基础上，以争优、
争先、争效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拓展人才援疆、
产业援疆、项目援疆、文化润疆、交往交流交融
等领域的深度和广度，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
新征程上奏响了对口援疆工作的悠扬乐章。

精准发力，激活产业动能

“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
么？”这是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必答的“时代
之问”。

怀揣着初心使命，我市第九批援疆专技
人才——3 名医生、2 名教师、7 名农技人员
（含5名短期）和1名融媒体记者进疆以来，以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在更
好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留下了深
刻烙印。

产业兴，百业兴。去年入疆初期，他们深
入玛纳斯一线，加强调研，在历批次三明援
疆工作基础上，创新提出“一带六基地”产
业援疆新思路，即重点打造玛纳斯县现代食
用菌种植示范基地、“新特优”品种综合试
验示范基地、特色富硒水稻示范基地、塔西
河乡农旅融合示范基地、优质高效肉羊生产
集成技术示范基地、肉苁蓉种植加工示范基
地等六类基地，关联形成一条乡村振兴产业
援疆示范带。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一年来，通过积
极争取福建省农科院、自治区农科院、三明农
科院、新疆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科研院
所、高校的技术支持，加强与兵团农科院、新
疆农垦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交流，强化食
用菌基础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引导发展水稻、
畜牧、南果北种、中草药等特色产业，已形成
党建引领跨村联建、覆盖玛纳斯县95%以上
乡镇的“一带六基地”产业援疆格局。

塔西河乡的村民就是受益者。这里是苹果之乡，目前全乡有180户
苹果种植户，种植面积达1600亩。立夏过后，一颗颗饱满的幼果挂满枝
头，充满生机活力。

“今年，我们打算在新岸村新建一个占地30多亩的升级版苹果园提
质增效示范基地。”塔西河乡党委副书记沙金伟说，这些年，在福建援疆三
明分指挥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塔西河乡建立起300亩苹果园提质增效
示范基地，如今年产优质苹果800吨，经济效益增加了220万元以上。

振兴庭院经济，在方寸地寻找增收新路，是深化产业援疆的创新举
措。近年来，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依托玛纳斯“新特优”南果北种试验
示范基地，积极引种内地农业科研院所的品种，筛选出一批优质种子，眼
下正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社）+村+农户”特色庭院经济发展模式。今年3
月11日至今，累计免费发放豇豆、刀豆、秋葵、长茄、西红柿等“新特优”蔬
菜种子1万余包和7000个雪莲菇菌包。

两个多月来，当时播种的种子已发芽成长，深受当地群众欢迎。今年
5月13日，乐土驿镇赵家庄村民送来了印着“天山脚下雪莲菇 真情绽放
一家亲”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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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全市工会劳动法
律监督“一函两书”工作推进会召
开，依法推进“一函两书”工作，抓紧
健全市、县、基层三级劳动法律监督
网络体系，协同法院、检察院、公
安、司法、人社等部门，加强沟通
研究、信息共享、形势研判、协作
交流，切实形成保障劳动者合法权
益，推进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
的工作合力。

“一函两书”即《工会劳动法律
监督提示函》和《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意见书》《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
议书》，用于工会及相关单位提醒
用人单位落实好劳动法律法规，防
范或纠正用人单位违法劳动用工
行为，旨在通过协商方式，将劳动
关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萌芽状
态，推动劳动法律法规落实落地，
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工会实践。

为推进涉工劳动法律监督赋
予更多资源手段、注入更多刚性力
量，我市工会在全省率先将“五方
协同”升格为“六方联动”，推动公

安纳入协同推进运用“一函两书”
制度联动部门，形成“工会+法院、
检察院、公安、司法、人社”多元协
同工作格局，构筑工会组织在群众
监督、司法监督和化解劳动领域风
险隐患的首道防线。

“一函两书”汇聚维权合力，帮
助信访人维护合法权益。

去年 10 月，工会接到职工反
映，我市某乡镇卫生院存在未严格
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及职工
疗休养工作未开展等问题。收到
诉求件结转后，属地工会对情况
进行核实确认，指导总院工会向
各乡镇卫生院行政方发出工会劳
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并邀请人
社、卫健等部门对各乡镇卫生院
进行指导和跟踪，引导各乡镇卫
生院行政与工会积极开展集体协
商，要求严格落实休息休假制度、
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灵活制定适合
本单位的休息休假制度。总院、分
院行政方高度重视，积极配合，不
断优化用工方案，

“一函两书”发力
职工维权“刚柔并济”

5 月 18 日，在建宁县溪口镇勤
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水稻工厂化育
秧基地生产线上，秧盘通过育秧设
备，自动填入营养土、洒水、播种、覆
土。制作好的育秧盘，送入大棚内
催芽。

建宁县不断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和技术推广，鼓励种粮大户、社会化
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建设工厂
化育秧点，积极推进杂交水稻制种
育秧、栽插、防治、收割、烘干的全程
机械化，用科技力量守好“粮袋
子”。今年全县计划种植早、中、晚
杂交水稻制种 16 万亩，8.5 万亩中
制生产已经全面启动。

（饶丽英 姜科信 摄影报道）

工厂化育秧节本增效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从沙溪河畔到天山以北，从东南一隅到西北边陲，三明与新疆昌

吉州玛纳斯县虽跨越山海，却亲如一家，携手同行，共同绘就了一幅
民族团结，交融与共的崭新画卷。

2023年5月，三明市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接过沉甸甸的担子，带
着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怀揣三明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不远万里来到

“天山凤城”玛纳斯，履职尽责，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饱满的热情续
写援疆工作的美丽篇章。

本报讯 5月18日至19日，市委
书记李兴湖到宁化县、清流县调研，
推动“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
效”行动和“四领一促”工作。市领
导郭海阳参加。

在宁化县，李兴湖实地察看安
远镇集镇提升、天鹅洞洞天福地森

林康养、“泉青园”农文旅融合产业
园等项目，了解当地乡村建设、文旅
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规划
引领，持续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促进乡村风貌提升。要注重以文塑
旅，讲好山水人文故事，打响特色品
牌，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在清流县，李兴湖先后深入鑫
丰强农业有限公司、客家文化博物馆
等项目，了解当地产业发展、文化传
承、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研究筹备华润集团来明开展党日活
动有关事项。他强调，要突出产业振
兴，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实行规范化

管理、规模化经营，不断壮大特色产
业，带动农民致富。要突出守正创
新，深入挖掘客家文化精神内核，加
强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争创两岸融
合发展新优势。要突出互利共赢，
全力推动华润集团对口支援事项落
地见效。 （全媒体记者 曾凤清）

市领导赴宁化、清流调研
推动“三争”行动和“四领一促”工作

35岁的张荣，挑着稻秧，稳稳
地朝田中走去。他右手握着畚箕上
部，左袖空荡荡，挺拔的身姿在明
媚的阳光下格外醒目。他的父亲，
66岁的张志兴，双手扶着插秧机的
把手，专心地插秧。张荣新婚的妻
子，站在一旁打下手。张志兴怜爱
地看着儿子，开心地说：“来，你试
试用这机子插秧。”张荣很兴奋，又
有些紧张，问父亲：“我行吗？会不
会插得弯弯的？”“别管弯不弯，先
管插下去。我在旁边跟着，熟练了
就好，耕地机你不也会用了？”

5 月 14 日，记者一行来到明溪
县夏阳乡紫云村，参加“我在乡间有
亩田”活动。“农机爸爸”教“独臂
儿子”插秧的温馨场景，如优美抒情
的歌，似赏心悦目的画，打动了记者

的心。陪同的村支书杨发喜感慨道：
“志兴是村里的农机达人，还会为儿
子改造农机呢。他的儿子先天独臂，
原来在城里打工，今年娶了老婆，一
起回村务农。看到两位年轻人乐意种
田，我很开心。”

张志兴早年买了一辆货车，在
晋江、三明等地跑运输，抽空回村种
田。60岁时，因为年龄不允许再开货
车，他携多病的妻子回到生态环境优
越的紫云村定居。张荣在城里出生、
长大，卫校毕业后在广东当药店店
员，包吃住，工资有7000多元。他经常
寄钱给父母。乡邻们交口称赞：这么
勤劳、孝顺，真懂事！

张志兴笑着告诉我们：“不知为
何，我爱‘玩’农机。”陪同的村支委张
象全带我们来到张志兴家，指着放在

门前的农机说：“你们看，很节俭的一
个人，买起农机却‘大手大脚’。只能
说，他有热爱农业的情怀。”

2016 年，张志兴投资十几万
元，购置了收割机、耕地机、播种
机、插秧机。2022年，他投资9.2万
元 （其中政府补贴2.3万元）购置了
第三台收割机。此前分别花5万元、7
万元购置的第一台、第二台收割机，
被他低价转让给别的村民了。“我原
来买的那台小耕地机，耕地时人要跟
着机跑，真有些累。今年花 6 万元买
的大型旋耕机，可以坐在机上，轻松
多了。国家鼓励用农机，还给我们购
机补贴。”

张志兴家往年种10亩粮，今年儿
子、媳妇回村，又从别人手里流转了
10亩田种粮。这些年，他的农机还为

紫云、陈坊等村近500亩田提供服务。
5月16日早上7时，地处高山的

紫云村田间地头透着凉意。微风拂过，
烟、芋、稻等农作物欣欣然舒展着筋
骨。张荣卷着裤管在田里补插秧，他右
手拔出一根根秧苗，插到插秧机插不
到的田块边角。张志兴从家里赶来，倚
在农机旁看着儿子忙碌，脸上漾着满
足的笑容。他对记者说：“我们村山高
路远，农机收回成本要五六年。但只要
政策好、人勤劳，就会有收获，相信随
着农机越来越智能化，我儿子也能种
好田！”

“农机爸爸”“独臂儿子”插秧记
●全媒体记者 阴寿玉 吴爱农 周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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