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2024 年三明市秋季
茶王赛中，东方美人（清流）茶叶
有限公司的茶样获得“美人茶组茶
王”称号。

东方美人（清流）茶叶有限公
司由台商邓国光于 2011 年在清流
县赖坊镇创办，得益于当地得天独
厚的气候和贴心的服务，生态茶加
工厂越办越红火。

清流县赖坊镇作为全市台资企
业最多的乡镇之一，近年来积极深
入践行和发展新时代“涉台枫桥”经
验，倾情留台胞安家、倾力助台企发
展、倾心为台商传承，让台胞在乡
村融合有归属、产业发展有支撑。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赖坊
镇先后荣获“国家级清流台湾农民
创业园核心区”“海峡两岸青年创
业 （清流） 生态康养试验区”、三
明市“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现场教
学基地、“闽台融合示范乡镇”等
称号。

□□援疆故事援疆故事

三次援疆路 路长情更长
●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金秋十月，宁化县农业农村局食用菌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曾绩结束了为期半年的援疆工作。返回
宁化后，他仍与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食用菌种植户保持沟通，线上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

“来新疆为什么？在新疆干什么？离开新疆留什么？”三次援疆，每次入疆他都思考这几个问题。在
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工作期间，曾绩举办了20多场技术培训，为当地引进多个食用菌新品种，发展食用
菌庭院经济，与当地菇农结下了深厚友谊。

曾绩查看香菇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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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台胞在清流安家安业

“心安之处即吾家”
●清流记者站 吴火招 通讯员 叶吉清

服务台胞 倾情留安家

“我想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赏樱基地。”
2013年，台商简文通在赖坊姚家村投资种
植 2000 多亩樱花，有红粉佳人、香水樱、
大丰樱、中国红等18个品种近30万株，每
年二三月份的盛放季节，都能吸引省内外
近30万人次的游客前来欣赏樱花。

为此，清流县每年都会举办“福建·
清流 （赖坊） 樱花文化旅游季”活动，并
组织村民、干部、返乡大学生开展志愿服
务，为旅游当好推荐官、小顾问、交通疏

导员等，让游客体会到樱花的浪漫和当地
人民的热情。

在樱花基地的配套项目投入上，赖坊镇
依托“天籁古坊”产业强镇、历史文化名镇基
础设施提升2个亿元以上的专债资金项目，
融入台湾元素，围绕樱花园旅游发展建设配
套设施，推进樱花广场、道路白改黑、文化交
流基地、观景台等32个项目建设。观光车、
樱花驿站、特色餐车等配套设施也有序建
设、稳步提升，樱花园里的赏花体验备受游
客称赞。

据统计，自 2018 年开园以来累计接待
游客超120万人次，仅2024单年为企业和
当地百姓创收近2500万元，实现一产三产
融合发展，企业村民聚力共赢。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清流县以
“以台引台”“以才引才”为抓手，着重吸
引“台二代”“台三代”来清流接棒“台一
代”产业，成立人才服务专班，“一对一”
挂钩联系，在就业创业、协调服务、生活
保障等方面给予“妈妈式”服务，解决人
才在赖坊发展的后顾之忧。

2022年，简文通的儿子儿媳从澳大利亚
来到赖坊镇姚家村，接手父亲的事业，并协
助简文通开发出盆景樱花，进一步提升樱花
的附加值。

融合互促 倾力助发展

来自台湾苗栗的邓国光，14岁开始便
跟着父亲做茶生意，哥哥邓国权是台湾地
区有名的茶王，曾连续三年在台湾东方美人
茶评选中夺魁。早年邓国光在安溪种茶时，
被清流的朋友带到赖坊的大丰山茶厂，一眼
就看中了这里的环境，并带了一把土回安溪
化验，结果发现土质相当好，气候也和老家
苗栗很相似，适宜种植东方美人茶，随即他
就来到赖坊投资，开展茶园建设，最终成功
开发了300余亩的优质茶园。

多年来，在邓国光茶园的带动下，赖
坊镇大力推动台企与当地农民合作，发挥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带动作
用，逐步形成辐射带动周边村产业发展和
村民就业“互惠共赢”的良好局面。南山
村村民与台企共同成立“三林农业”合作
社，赖武村村民合资承租几百亩土地种美
人茶，原官坊村老书记上官水发、村民龚
月香也成为台企的高管，长年替台企管理
山厂、招聘工人、照看工厂等，每年带动
农民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

引进浙江、泉州等地客商与台企共同
开发建设优质茶叶加工标准生产线，打造

可视化观光工厂，如今4 家标准化的茶叶
加工厂已初具规模，不仅增加了2000余亩
的种植面积，也扩展种植如青心大冇、龙
井、铁观音等品种，毛茶的年产量可达950
吨，全产业链产值达4.02亿元。

依托两岸融合优势，投入 3000 余万元
打造海峡两岸茶博园、海峡栖梦园。在完善
智能喷灌、道路黑化、彩虹步道、木栈道、观
景平台等基础设施后，进一步筹建会议中
心、研学酒店、特色民宿、接待餐厅等配套设
施，满足两岸融合发展教学和生态旅游发
展、茶文化研学体验的需求。

涉台司法 倾心为传承

9 月 4 日上午，赖坊派出所户籍室迎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问询之后得知是台
商邓国光的侄儿、邓国权的小儿子——邓
智先来办理居住证，教导员赖志鹏对于

“台二代”的到来习以为常，在查验了通
行证等资料后，很快就将居住证办好交到
邓智先的手中。此前，他还办理了简文通
儿子儿媳妇——简世和与李秋银夫妇的居
住证。

赖坊镇党委、政府不断联动派出所、司
法所、法律顾问、驻镇法官、村两委干部等各

方力量，学习和掌握涉台政策法规、组建专
业化的涉台调解队伍，让更多的“台一代、台
二代”感受到乡村的和谐与温情。

依托镇村两级综治中心，当地成立多元
解纷工作领导小组，8个村各配一名调解能
力强、有威望的人作为综治协理员，综治办、
司法所、林业站、国土所等轮流入驻综治中
心现场办公，对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现场解答，对矛盾纠纷调处5分钟内到达现
场，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优的效率处理矛盾纠
纷不过夜、不出村、不上交。

赖坊镇联合统战、派出所、司法所、派驻
法庭、专业律师，探索“法律联席制度”，形成
会商工作制度，定期为台胞台企提供政策解
读、法律咨询、法治讲座等精准化、定制化服
务，积极回应在经营、投资及生活等领域的
问题和困难，同时各村积极开展普法宣传，
增强群众对台胞台企的认同感。

如今，台商简文通和邓雨妡被聘为“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乡村指导员”，配备专门办
公场所，便于常态化参与到村内社会治理、
乡风文明和经济发展中去。

“心安之处即吾家。清流早已是我的第
二故乡，好几年春节没回台湾，这里的乡亲
都会邀请我参加本地的民俗活动，在清流生
活很舒适。”简文通说。

□□经济亮点经济亮点

首次援疆
30万袋菌种“起死回生”

玛纳斯县地处新疆腹地，与北部塔城、
西部伊宁呈三足鼎立之势，素有乌鲁木齐

“西大门”之称。三次援疆，曾绩积极响应组
织号召，告别同事和家人，踏上北疆玛纳斯
县，致力于食用菌技术指导工作。

54岁的曾绩是宁化县食用菌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2012年3月，作为农业援疆专
家，他来到玛纳斯县开启为期三个月的援
疆路，并担任玛纳斯县食用菌专业服务队
副队长。

初到新疆，因气候干燥，曾绩有点水
土不服，鼻炎频繁发作。虽然不熟悉玛纳
斯县的自然环境，但通过查阅资料了解
到，在西北地区种植食用菌比南方更困
难，在玛纳斯县推广种植食用菌将面临新
的困难与挑战。

曾绩大力推广食用菌栽培技术，将先进
的食用菌种植技术引入新疆，指导当地农牧
民种植茶树菇、大球盖菇等珍稀食用菌，教
他们学习菌种培育、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
等技术。

到新疆不久，曾绩遇到了一件棘手事：
玛纳斯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菌种场投入
200多万元，30多万袋大球盖菇菌种却全被
污染，长满杂菌。污染源在哪里？如何“起死
回生”？曾绩向玛纳斯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书记赵红萍了解情况，并多次前往菌种场查
看，发现大球盖菇菌棒全用当地的棉子壳制
作。经过多次试验，曾绩发现棉子壳虽然能

生长姬松茸、蘑菇等多种菌种，但会抑制大
球盖菇菌丝生长。原因找到了，曾绩随后改
进菌种配方，改用木屑、麦粒等原料制作菌
棒，大球盖菇菌种生产旺盛，污染率降至1%
以下。

短短三个月，曾绩协助玛纳斯农牧业技
术推广中心，投资200万元建立食用菌菌种
场，生产大球盖菇、姬松茸、蘑菇菌种120万
袋。此外，他还指导菇农种植各类食用菌 3
万多平方米。

包家店镇菇农司传金掌握食用菌栽培
技术后，在和田市的墨玉县投资 3000 余万
元，成立坤润农业有限公司，建立 170 余亩
的现代化蘑菇生产车间，解决了周边 70 多
名村民的就业问题。“当时我主要指导司传
金发展大球盖菇、姬松茸，直至现在还有联
系，只要他在技术上有什么问题，我都会指
导。”曾绩说。

除了指导玛纳斯县食用菌生产外，曾
绩还与福建援疆的食用菌专家7 人一起巡
回昌吉州的8个县（市），指导昌吉州的食用
菌生产，获得当地菇农和昌吉州农业农村
局的好评。

二次援疆
指导菇农制作菌种

2023 年 4 月，曾绩第二次走进玛纳斯。
时隔十年，玛纳斯县的一切熟悉而又陌生。
为推广食用菌种植，他协助产业
组同事制定了《玛纳斯
县 食 用 菌 产 业
资金

补助措施》，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工作，先后
举办培训班3期，参训学员50多人次，有
效提高了食用菌从业者的栽培技术。

为了降低菇农的劳动强度，提高食
用菌产量，三明援疆指挥部引进两台超
声波加湿器，增产效果超过 20%。曾绩积
极引进福蘑 58 新品种，产量高、抗逆性
强，子实体朵型大，进一步提升了栽培经
济效益。

菌种和菌袋的质量直接影响着食用菌
的产量和品质。针对玛纳斯县没有菌种生
产企业的情况，曾绩积极指导菇农制作菌
种，扶持菇农新建菌种生产场。

“80 后”的包家店镇菇农卫秀英成立
了包家店镇黑梁湾村明旺蕈食用菌种植专
业合作社。令她苦恼多年的是，合作社不
会自产菌袋和菌种，每次都要向外购买，
花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在曾绩的指导下，
合作社开始自产菌袋和菌种，制作食用菌
母种、原种、栽培种，降低了食用菌生产
成本，保障了食用菌种植的安全性。菌种
除了自用，还供给当地村民和石河子的客
商，为菇农们增加收入。

半年来，在援疆干部曾绩、林汝楷、丛艳
静的指导下，卫秀英采用轻简化栽培、控温
周年化栽培、优质标准化栽培、超声雾化加
湿等技术，创建玛纳丽县优质双孢蘑菇标准
化示范基地 4000 多平方米，进一步将食用
菌产业做大做强。

近年来，玛纳斯县致力于林下特色食用
菌的示范推广。在曾绩的指导下，塔西河乡
菇农周海全开始在林下种植茶树菇、灵芝、
长根菇、雪莲菇、榆黄菇、羊肚菌等珍稀食用
菌，喜获丰收。“林下种植食用菌，食用菌栽
培过的培养料，是树木的优质肥料，可获得
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真是一举两
得。”曾绩说。

羊肚菌是世界公认的名贵食用菌。2022

年，玛纳斯县开始种植羊肚菌，全县种植面
积约2万平方米，形成了林下、塑料大棚、温
棚等多种栽培模式并存的良好局面。“羊肚
菌栽培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以及光
照要求较高，任何一个环节管理不到位都会
影响产量。”曾绩说。

在指导食用菌生产的同时，曾绩积极协
助产业组的专家，从福建省引进70余个优
质农业品种到玛纳斯玛河生态农庄公司试
种，从中选育出明椒8 号、建宁黄桃、赖
坊花生、黄肉西瓜等10余个品种，在当地
推广种植。

三次援疆
发展食用菌庭院经济

2024 年 3 月，曾绩第三次走进新疆。在
三明援疆分指挥部和玛纳斯县农业农村局
的支持下，他以进村开办讲座、免费发放食
用菌菌包和“新特优”蔬菜种子包、举办大型
现场培训的形式，积极促进玛纳斯县庭院经
济创新发展。

半年来，曾绩进村开办 7 场讲座，向玛
纳斯镇、包家店镇、乐土驿镇、广东地乡、旱
卡子滩乡等乡镇7 个示范村的种植户以及
自治区农科院玛纳斯农业试验站免费发放
7000 个雪莲菇菌包、5000 份“新特优”蔬菜
种子包。他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推
广食用菌栽培，全力引导农民利用房前屋后
的空地，积极发展食用菌项目，提升“庭院经
济”发展。2024年，玛纳斯县700多户参与庭
院经济食用菌项目种植，户均增收 500 余
元。

“发展食用菌庭院经济，不会破坏农户
住宅结构，还能为农户提供一条新的增收渠
道。”曾绩坦言。2024年，玛纳斯县种植羊肚
菌面积达3万平方米。“2023年、2024年两次
援疆，我指导菇农种植羊肚菌2万平方米、

蘑菇1万平方米、雪莲菇5万袋、香菇3万
袋，灵芝、榆黄菇、茶树菇、平菇及其他
菌类 20 万袋……”曾绩扳起手指算了算，
欣慰地说。

翻开他的工作簿，上面写着：玛纳斯镇
上二工村石墨烯大棚7000多平方米种植羊
肚菌，5 月底完成采收；明旺蕈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种植的双孢蘑菇，出菇时间从春节持
续到5月底；塔西河乡红沙湾村林下食用菌
种植基地试验种植的1亩羊肚菌，于5月中
旬长出羊肚菌；5月下旬新引进的1500袋榆
黄菇、黑皮鸡枞、茶树菇、大球盖菇等4种食
用菌新品种，进行覆土出菇试验，出菇情况
良好；玛纳斯县广东地乡兵户村有 14 座水
帘设施大棚，其中8座大棚承包给3户村民，
第一批种植的 4 万袋香菇已于 6 月 11 日开
始采收……

因工作突出，福建前方指挥部三明分指
挥部二次授予曾绩“农业产业援疆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考核获评优秀等级。“如果有
机会，我还会去援疆，为进一步推进农
业现代化续写新时代的边疆新曲。”谈
起三次援疆感受，曾绩充满自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