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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黄花菜生态福利
●陈光基 陈启芳 刘清香 文/图

生态综合管护
管出 ●建宁记者站 饶丽英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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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巡、每日一清、专
人专职，建宁县打造“一支队
伍”实现环境整治提升，旨在
交出一份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的生态答卷。

如何持续用好这支队伍，
补齐各乡镇管护队伍的水平差
距，提升队伍凝聚力，还需从敢
于改革严格选聘、薪资待遇保
障、管护技能培训、完善规章
制度、加强日常考核等方面
持续发力。让每一支队伍
充满力量，让每一名管护

队员斗志昂扬，将足迹
踏遍每一寸土地，巡

出一幅青山绿水。

五员合一

“巡山不能太快，要按照规定的速
度，轨迹在手机上就能看到。”徐宜鑫告
诉记者。他每次巡林不少于两小时，自由
安排路线。

徐宜鑫是建宁县濉溪镇水西村村民，
早些年，他在大城市工作，因要照顾家庭，
选择返乡，参加濉溪镇的生态综合管护队
竞聘考试，成为一名生态综合管护员。

“五员合一”，他既是一名护林员、河道
专管员、环保网格员，也是道路协管员、“两
违”巡查员，意味着他将更加忙碌，肩负着
更重的责任。

守住山、看住人、管住火，是他的职责。
徐宜鑫所在的水西村，林地面积6万亩，其
中划入国家级闽江源自然保护区面积3.46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91.8%，境内还有王坪
栋水库，是县城饮用水水源地，他常年行走
在崇山峻岭，守护着这片绿色之海。

清明、春节等节假日，徐宜鑫总是很
忙。每天清晨，身穿管护服，手握镰刀，
沿山路巡林，“一抹绿”穿梭在一片绿
中，重点排查植被枯萎地带。

“劝阻乱砍滥伐、关注树木病害、严防
森林起火都是我的工作。”徐宜鑫说。不仅
要管护好森林不起火，更要学会扑灭火的
本领。

他回忆，前年防火关键期，当他正巡山
下坡时，发现村民烧田埂，浓烟升起，他立
马打电话通知村干部带人支援。

火情蔓延迅速，他先用镰刀劈开了一
条防火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明火扑灭
后，又守在火场清理灰烬长达4个小时，防
止死灰复燃。

巡山回来，接着巡河。“主要查看河面、
河岸是否存在漂浮物和污染杂物，水里有没

异味、颜色是不是异常等。发现问题能解决
就处理，不能解决及时上报。”徐宜鑫边走边
拍，在手机上，用环保网格APP上传记录。

“最近雨量大，尽量不要到山边、河边
去做事，注意安全。”正值汛期，他及时在村
里巡逻，协助镇村干部摸排隐患点，参与应
急救援排险。

除此之外，村道小支干路、桥梁安全巡
护排查；河流垃圾清理，劝导环境保洁；农
村违建及时发现上报、协助拆除等。

这些都是他的日常工作，由于工作出
色，2023年，他被评为全县生态综合管护队
优秀队员。

激发活力

“五员”为何要合一？
“多年来，在多部门和各乡镇政府的管

理下，‘五员’较好地完成了各领域管护工
作。”建宁生态环境局局长黄允健说，“随着
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五员’的
诸多问题也逐渐显现。”

各类网格人员“九龙治水”，多个部门
管多个人，缺乏统一有效的监管，一些网
格人员处在挂个名头的状态，常常出现监
管交叉、职责模糊、推诿扯皮现象。部分
河道专管员不管岸边的问题，道路协管员
不管路边的问题，无法形成合力，甚至互相
添乱。

整合前，濉溪镇有 10 名河道专管员
565 元/人/月，网格管理员 100 元/人/月，
工资待遇不高、素质不强、职责不清、管理
不细、考核不严等机制弊端逐步显现出来，
难以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濉溪镇生态综合管护队成立于
2020 年 8 月，管护队整合
了多个部门的工作职

能，队伍的整合归纳为12个字：精队伍、丰
保障、重监管、细考核。

“我们在网上统一发布招聘公告，按照
严格条件、公开选拔、择优录取了8名队员，
合同一年一签，打造了一支爱岗敬业、有担
当的专职队伍。”濉溪镇环保站站长帅毅
说。整合后，统筹了护林员经费约24万元、
河道专管员经费约 6.78 万元、环保网格员
经费约1.2万元等，确保每人每月工资2600
元，燃油加话费补贴400元，考核绩效每人
每年4000元。

工资待遇提高，管护员才能安心做好
专职工作，招录的队员逐渐年轻化，素质大
幅提高。在保证薪资的基础上，还统一服
装，配备灭火设备、宣传喇叭等。

管护队员章晓忠说：“这份工作离家
近，既能照顾家庭，还能保护家乡的山山水
水，大伙干劲都很足。”

“每天需要做什么，怎么做，如何考评，
都写得清清楚楚。”帅毅说。

根据规定，管护员对个人负责的相应辖
区内主要河段、道路、林地、行政村域巡查不
得少于1次/天，对个人每季度巡查上报事件
至少2件，如实回答上级生态环境、林业、水
利、交通等部门视频调度询问的问题。

提升效率

权责更清晰，监督更有力，考评更细
致。

“每个月 100 分，镇里整
体根据我们的出
勤、打卡、

上报情况，还有配合工作等进行加减分，
按月进行考评。”负责高峰和大源片区的
生态综合管护员邹升辉说。对于《濉溪镇
生态综合管护队绩效考核办法》 的细则，
他已了然于心。

林业、环保、水利、交通等部门也可
以按照管护队员工作情况进行评分，得出
最后当月积分。当月积分排名第一名，奖
励 500 元，第二第三名奖励 400 元，依次
递减。

有差距，才会有动力，因工作用心尽
责，徐宜鑫一直蝉联第一名。

“平时各司其职，负责相应的网格片
区，镇里有需要时，可以随时安排相互支
援，监管也方便，有什么问题，点对点找
人，提升了管理的效率。”帅毅说。

队伍的形象，在群众的心中也有了变
化：一是更勤快了，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在
四处巡视；二是更具威信了，统一的着装
和过硬的素质让群众信任；三是更有作为
了，在乱砍盗伐面前、在违规用火面前，
敢于出面劝阻。

“目前，全县有9支生态综合管护队，
队员 65 人，从‘各管一摊’到‘同挑一
担’，薪酬待遇涨了、工作
效率高了、责任意识
强了 。”黄允
健说。

遍地种养黄花香

仲夏时节，走进泰宁县下渠镇大坑
村，留心的人将体会到苏轼诗句“莫道农
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 ”的意境：房前
屋后、荒坡野地路边到处是黄花菜。靠近
黄花菜加工基地，清新的空气中，淡淡的
花香沁人心脾。

基地内，为黄花菜抖音直播的是电商
三明雁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播一脸自
豪：通过直播，5月28日，首批200公斤大
坑黄花菜卖到马来西亚，单价 240 元/公
斤。跟着黄花菜出口东南亚的还有当地出
产的笋干。

“黄花菜作为生态种植产业已经在我

们这边生根发芽。我们把400万株台湾黄
花菜种苗销到中国三大黄花菜基地——
湖南启东，创产值400多万元。”这家公司
负责人说。

黄花菜是中国特产，又名忘忧草、金
针菜，主要有清热利尿、凉血止血作用。传
统黄花菜产量低，且鲜食口味不佳，所以
人们常常晒干后食用。

别看传统黄花菜不好鲜食，但它地位
高：别名萱草、母亲花。传统上，黄花菜与
蘑菇、木耳并称为“素食三珍”。民间产妇
坐月子不是红菇炖鸡就是黄花菜炖小母
鸡，一个补身子，一个催乳。

黄花菜衍生效应

泰宁下渠最早人工种植黄花菜的是
冯跃虎。

黄花菜是民间餐桌不可缺少之物。冯
跃虎一直寻找能够鲜食的黄花菜品种。功
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他通过朋友介绍，
引进台湾黄花菜“台东六号”“高山一号”。
这两个从台湾引进的黄花菜品种对土地
要求不高，且经过驯化改良，花的碱含量
很低，可直接食用。“台东六号”花期在5月

至 7 月份、“高山一号”花期在 7 月至 9 月
份，两品种一起种采摘时间跨度半年。冯
跃虎自己种，也带领村民一起种。经过几
年努力，2021年，冯跃虎创办的仁寿堡旅
游观光家庭农场种植的黄花菜拿到绿色
食品标志。

在市商务局驻村第一书记余先礽引
领下，大坑村黄花菜产业发展初具雏形。
2022年冯跃虎的家庭农场拿到省城市副
食品调控基地牌子，2023年进入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为了方便下乡进村带
货，拥有千万资产的冯跃虎干脆把坐车从
宝马换成皮卡。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冯
跃虎已种植300多亩台湾黄花菜。

冯跃虎的哥哥冯跃龙种30多亩黄花
菜，由于管理好，今年已有6亩丰产，亩产
1500公斤，属全村最高产。兄弟俩的黄花
菜直接销售到酒店、工会福利采购商等一
级客户手中。春节期间，产品供不应求，库
存销售一空，厦门客商临时要求增加400
公斤订单，全村4家公司都无货可供。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退伍军人冯爱明2021年返乡任大坑村党
支部书记，发现黄花菜产业前景广阔，决
定引进大面积种植“台东六号”和“高山一

号 ”。
2023年他种黄
花菜300亩，成立福建行远农林发展有限
公司，依托“支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
式，加快黄花菜种植步伐，带领村民致富，
促进群众增收。行远公司今年可产干品黄
花菜 1 万多公斤。目前，全村共 1000 多亩
台湾黄花菜，占全省同品种种植面积三分
之一。更可贵的是，黄花菜产业的发展，吸
引了一批在外打工青年回村发展。

跨村联种新尝试

看到大坑村的黄花菜产业一片兴旺，
市委组织部下派大坑村任职的章丽娜博
士想起市商务局的挂钩村：尤溪县西滨镇
后坪村。后坪村是全县唯一的畲族村，地
处偏远高山。近些年，村民大多迁到集镇
居住，村部也搬到镇上，亟待发展富民产
业。而村里大片农田抛荒，适合连片种植
高山黄花菜。去年12月经市商务局驻村干
部引导发动，后坪村派员到大坑村实地考
察，确认可行后从大坑村买黄花菜苗，首
批种植25亩，然后逐步发展。目前全村已
种植黄花菜200多亩。

后坪村今年 3 月开始种黄
花菜，两个月不到就可以采摘了，现在

每天都能采摘100多公斤。为了学习种植、
加工技术，后坪畲族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钟松汉差不多每月都驱车从尤溪到大坑
村学习。为了掌握烘烤技术，6月5日至
6日，还日夜连着观察黄花菜烘烤过程。
在后坪村的示范带动下，西滨镇全镇计
划发展1000亩。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的联合梯田也准备在田边种植黄花
菜，既可增加稻田观赏性，村民又可增
加一笔收入。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下渠镇大
坑及其周边红地村、王坑村的黄花菜产业
发展引起了外界关注。在厦门打拼20多年
的罗先生，今年元月回乡投资500多万元
成立福建省田园下渠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对下渠镇的黄花菜加工基地进行SC标准
化生产车间改造，种植方式也从一种扩成
食用、观赏、路园美化。加工机械化，注册

“田园下渠”商标，提升后准备把产品运回
厦门，卖到国际市场。

泰宁大坑村全村4个公司和尤溪后坪
畲族村共同合作打响三明地产黄花菜品
牌，携手培育生态致富产业。

新图景新图景

夏至时节，远山披绿叠
翠，近树苍郁成荫，四旁花草
缤纷。

6月17日清早，趁着凉
意舒爽，徐宜鑫又出发了。
身 穿 护 林 服 ， 点 开 手 机
APP，跨上摩托车，开始了
一天的巡护。

“实行‘五员合一’后，大
家工资涨了不说，管护也更
到位了！”徐宜鑫笑着说。以
前建宁县也有“五员”：环保
网格员、河道专管员、护林
员、“两违”巡查员、道路协管
员。如今，经统一整合，只设

“一员”：生态综合管护员。
“多员”变“一员”，“兼

职”变“专职”，建宁县经过队
伍整合，将“五员”薪酬资金
进行统一整合，提高生态综
合管护员薪酬标准，明确工
作职责和任务，构建起守护
闽江源头建宁的生态管护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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