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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5月30日，泰宁县下渠镇大坑村黄花菜种
植基地 1000 多亩黄花菜进入采摘期，村民们
穿梭花海中忙着采摘。

“我种植40多亩黄花菜，今年有10多亩可
以采收，亩产250多公斤鲜品，明、后年全部采
收，收益可达8万元左右，前景可观。”村民吴清

贵边采边介绍。
吴清贵在村里开办了大坑小院民宿，去年，他

在大坑村党支部书记、福建行远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冯爱明带动下，利用院子周围闲置土地种黄花菜，不仅
增加收入，还美化了周围环境，吸引更多旅客。

在泰宁，像吴清贵这样利用闲地种黄花菜的村民有10
余人。

“黄花菜是懒人庄稼，一年种多年收，管理粗放、投入少，
我们公司收购鲜品黄花菜，村民销路不用愁。”冯爱明说。

冯爱明2021年返乡任大坑村党支部书记后发现黄花
菜产业前景广阔，经过走访学习，决定大面积种植“台东六
号”和“高山一号”等优质黄花菜品种，并成立福建行远农林
发展有限公司，同时依托“支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
加快黄花菜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如今，大坑村黄花菜
种植面积达到1000余亩，年产值达700万元。

（泰宁记者站 李少兰 张显超 通讯员 黄丽萍 文/图）

闲地变成黄花海

6月1日，将乐县众深竹业专业合作社正
式采用新工艺开烤明笋。“使用电锅炉蒸汽发
生器蒸笋及电烤房烤笋设备，两天就可以完
成1000公斤闽笋干烘烤，从传统薪材烧烤到
智能化自动控温烘烤，节省了大量人工和生
产成本。”合作社负责人王诚笑了。

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场
有林地8.3万亩，其中毛竹林3.2万亩。龙栖
山毛竹过去以造纸为主。20 世纪 80 年代，
300亩—500亩毛竹山为一个纸槽（手工造纸
作坊），最高峰时里山、外山、上地三个纸业社
共有100多个纸槽。机械纸替代手工纸，造纸
业萎缩，目前仅保留一家手工造纸作坊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在，毛竹林以产笋
为主，传统闽笋加工，利用原有纸槽场地，伐
木做燃料煮笋、烤笋，一个纸槽山场架设闽笋
作坊5个以上，给森林防火、资源保护工作带
来重大隐患。

2022 年 6 月，龙栖山管理局成立众森竹
业专业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竹山，吸引31户
农户加入，除承包经营外，合作社自主经营
6000多亩，开展笋用林、林用林、笋林两林多
元化经营方式，对山场实施劈草、整平、清杂
等示范管理。

近年来，受雇工难、用工贵影响，山场经
营成本居高不下，竹农收入逐年下滑。为提
高效益，增加集体和竹农收入。今年1月，将
乐县林业局把众森竹业专业合作社列入《将乐
县加快推进竹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示
范工程，拨出30万元专项资金，合作社自筹45
万元，引进智能化自助控温的电锅炉蒸汽发生
器蒸笋及电烤房烤笋设备，建成一条竹笋自动
化物理分解场。4月1日，分解场开始收入鲜
笋，用电锅炉蒸汽发生器自动化设备蒸笋，每
天处理清水笋1.5万公斤，过去煮笋一口锅加
工500公斤清水笋要2个小时，现在用蒸汽蒸，
6口锅同时生产，时间缩短到40分钟，而且不
会产生煮笋废水。煮好的笋放入冷水池冷却
后，放入压榨池压榨存放，近期行情看好，开始
烘烤。“过去用薪柴烧火加温，人要24小时守
候，控制不好，会把清水笋烤坏。原来需要三
天烤好，现在两天就能将2000公斤清水笋烘
烤成1000公斤闽笋干品。”王诚说。

近来，新工艺烤成的清鲜闽笋干，正源源
不断发往浙江、上海等地市场。今年，合作社
蒸清水笋7万公斤，共烤笋干3500多公斤，总
产值达50多万元。

“使用智能化自动控温系统不需砍伐木
材烧火，保护森林资源，每亩降低生产成本
25%，每亩竹山增收156元。”王诚说。

新工艺做笋干
智控蒸烤高效环保
●将乐记者站 张明华 黎 萍

通讯员 郑春锡 曹金亮

5 月 30 日，天刚蒙蒙亮，尤溪县
西滨镇后坪畲族村、乐洋村两委干部
就带着10余位村民来到高山黄花菜
种植基地，开始采收黄花菜。

黄花菜别名萱草花、忘忧草、金
针菜，有清热利尿、凉血止血作用，与
蘑菇、木耳并称为“素食三珍”，宋代文
学家苏东坡曾以诗句“莫道农家无宝
玉，遍地黄花是金簪”赞美黄花菜。

跨村合作
解决抛荒复耕难题

后坪畲族村、乐洋村属尤溪县西
滨镇偏远高山村。近些年，村民基本
迁到集镇居住，村部也搬到镇上，村
里连片农田抛荒。

如何实现抛荒地复耕和增收致
富相结合，一直是困扰偏远高山村的
发展难题。

经过多方考虑、多次协商，2023
年底，两村两委干部带头出资，成立
了尤溪县畲家情农业专业合作社，探
索“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将分
散的土地资源从农户手中流转集中
起来，陆续开垦抛荒山垅田 200 多
亩，连片种植高山黄花菜。

“目前采收的是‘台东 6 号’，今
年 3 月刚刚种下，2 个月不到就可以
采摘了。”后坪畲族村党支部书记、主
任钟松权说。

钟松权介绍，基地选用“台东 6
号”“高山1号”两个从台湾引进的品
种。“这两个品种对土地要求不高，且
经过驯化改良，花的碱含量很低，可
直接食用。‘台东6号’花期在5—7月
份、‘高山1号’花期在7—9月份，采摘
时间跨度大。”乐洋村党支部书记、主
任刘长新笑着说，现在每天都能采摘
100多公斤鲜花。

农旅融合
打造“宝玉”产业

黄花菜种植前期投入大，村民想
种，但大多持观望态度，怎么带动大
家发展这一产业？

“合作社党员干部亲身参与种
植、采收和销售，村民看到实惠才会
参与。”钟松权表示，想要发展好，还
得要规模化。

着眼当前稳增长，立足长远攒后
劲。合作社成立之初，两个村就联合
制定了“村民工资不拖欠、村集体参
与分红”的规定，吸引10余户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并确定分红收益的23%
用于保障村集体发展，实现村民和集
体双赢。

后坪畲族村是尤溪县唯一的少
数民族村，近年来，通过建设民族文
化展示馆、举办“福籽同心·爱我中华”
畲族文化节活动等，畲族文化传承保

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黄花菜产
业给打响文化品牌，带来了新的机
遇。村党支部依托高山黄花菜种植
项目，陆续开设了亲子采摘、文化体
验等特色项目，结合畲宴推出黄花菜
辣炒、包蛋、凉拌等菜品20多道，持续
吸引旅客驻足体验，弘扬畲族文化。

“我们正在添置烘干设备和保
鲜冷库，近期将再规划500多亩抛荒
地，连片种植黄花菜，3 年后到达成
熟期，预计能增收100万元以上。”刘
长新说，两村将把这个项目作为深
化跨村联建的重要延伸，破解农村
土地抛荒难题，真正打造出富民兴
村的宝玉产业。

文化长廊文化长廊、、示范工坊示范工坊、、红曲酒小院……红曲酒小院……

文旅合力文旅合力，，坂面红坂面红更红更香更红更香
●尤溪记者站 王 琨 通讯员 蔡昌源

□□小特产大文章小特产大文章

“遍地黄花是金簪”
●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通讯员 吴光桦 文/图

坂面老酒价高一倍

5月28日，走进位于坂面集
镇的坂墘酒坊，酒香扑鼻，酒坊
主人陈裕科正忙着招呼客人。

“市面上的红曲酒一斤15元
左右，我们家的红曲酒一斤 30
元，客户宁愿花高价买我家的酒，
就是因为口感佳、品质好。”陈裕
科是坂面镇大坪村人，祖传红曲
制作技艺闻名尤溪，他自小跟着长
辈学酿酒。

红曲酒是糯米、红曲和山泉水
按比例配置而成，酿造有取水、浸
米、沥干、蒸饭、摊凉、入坛（糯米饭、
红曲、山泉水）、发酵、压榨、煎酒、封
坛、窖藏等十余道工序。

尤溪及周边县城都酿红曲酒，为
何坂面红深受大众喜爱？

“坂面红口感柔和、风味浓郁，
经检测，氨基酸含量是普通黄酒的4
倍以上，这和水源、原料以及酿造技
艺分不开。”陈裕科说，坂面人酿酒，
水源取自当地最高峰蓬莱山，蓬莱
山的泉水清澈甘甜、矿物质含量高，
酿出的酒更绵甜。酿酒时，坂面人混
合使用多位师傅制作的乌衣曲，以
优质稻米为原料。蒸好的糯米，必须
当天发酵，酿出的酒才不会有酸味。

红曲酒酿造讲究天时，“一冬一
酿，冬酿春成”，即每年立冬至冬至
期间酿造。“那时山泉水中微生物
少，且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最
适合酿酒。立冬过后，有大雾天气，
气温低且温度均匀，适宜红曲酒发
酵。”陈裕科说。

当地还盛行“酒酿酒”，即以
老酒代替蓬莱山泉水多次循环酿

酒，让陈年老酒更香醇。相传，民国年
间，坂面镇京口村林德芳家，“酒酿
酒”的粘稠度可以用筷子挑起，用开
水冲泡着喝，有“筷子夹酒”之说。

老酒文化代代相传

坂面老酒，还有自己特有的文化。
坂面镇干部严希仁，家中年年

酿红曲酒。据他介绍，过去，富裕家
庭才会每年酿酒自己饮用。改革开
放以来，坂面家家户户酿酒，产量逐
年增加，坂面红逐渐成为当地名片，
红曲酒销往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等
地区。

在坂面，宴席必备坂面老酒，酒
味淳厚，呈老褐色，当地人戏称为“尤
溪可乐”。

坂面老酒富含营养成分，具有药
用价值。当地群众介绍，坂面老酒有
温补气血等功能。将坂面老酒与生姜
共同煎煮，能活血散寒、开胃健脾。坂
面老酒还是调味佳品，用来制作月子
鸡、猪脚草根汤、田螺煲，很受欢迎。

协会引领 打响品牌

走进位于坂面村的坂面红曲酒
小院，有不少游客在围炉煮酒，享受
闲暇时光。

“打造红曲酒小院，是为了让更
多人了解坂面红的历史文化与酿造
技艺。”小院负责人石光樟介绍，小院
以坂面红曲酒为主要载体，今年1月
27日正式揭牌，累计投入30余万元，
打造集休闲打卡、研学团建、定制窖
藏、果蔬采摘等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
场所。目前，小院年产红酒20余吨，已
对外销售近10吨。

成立红曲酒小院，是坂面镇党
委、政府提升坂面老酒知名度的重
要举措之一。早在2016年，坂面镇就
成立了老酒协会，现有会员60余名。
协会通过组织酿酒培训、提供酒业
咨询服务、制定酿酒行业规章等，搭
建起会员沟通协作的桥梁，携手打
响坂面红品牌。同时，坂面镇积极举
办老酒文化节、老酒文化讲座等活
动，聘请专家对红曲酒进行鉴定，组
织工作专班到“闽派黄酒第一村”北
墘村调研学习，推动坂面老酒产业
再上新台阶。

此外，县里组建了尤溪县酒产业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红
曲酒行业协会，出台措施及扶持政
策，申请“尤溪老酒”地理标志商标，
助推尤溪老酒标准化、产业化、品牌
化发展。

在多方政策支持下，传统红曲酒
酿造产业愈发生机勃勃。坂面红曲酒
传承人陈开参，2020年创办尤溪县坂
面陈氏老酒商行，并取得福建省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核准证。他家生产的
坂面老酒在网上十分热销，“上水天
泉”坂面老酒成为尤溪电子商务协会
授予的名优网货推荐产品，还在尤溪
朱子文化周“佳酿&茗茶”鉴品活动中
获奖。在陈开参的带动下，坂面其他
酿酒业主也纷纷争取酿酒作坊行业
核准报批。

“坂面镇正在建设酒文化长廊、
酿酒示范工坊等项目，未来将建立健
全坂面老酒协会的作用，吸引更多企
业家入会，带动红曲酒稳定销售，助
力酒农增收、酒企增效。”坂面镇副镇
长林玉灿说。

（图片由尤溪县坂面镇提供）

尤溪坂面，三明市乡土面积第一大镇，也是远近闻名的酒乡。这里家家户户
酿造红曲酒，即黄酒，因酒色深红明亮，称为“坂面红”。坂面红历史悠久，早在唐
朝天宝年间（742年）就为人所称道，酿酒技艺代代相传至今。

酒香也怕巷子深。近年来，坂面镇党委、政府坚持“推陈出新、崇文重协、两
品一标、三产融合”，大力推广坂面老酒文化，擦亮“坂面红”金字招牌。2022年，

“坂面老酒酿造工艺”入选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目前，全镇有3000多人从事红曲酒酿造，年产红曲酒500余吨，年销售红曲

酒300余吨，年销售额达900万元。

▲ 刚采
摘下来的鲜
品黄花菜

蓬莱山取水酿酒

坂面红曲酒小院一角

坂面老酒封坛贮存

村民在采收黄花菜

□□经济新亮点经济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