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之计在于春。放眼广袤
田野，新的耕耘已经开始，农民挥
洒汗水，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
景象。近日，记者深入一线，感受
全市各地春耕备耕的热闹场景。

吹响“集结号”
农业生产劲头足

进入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
闽清县的农资市场也迎来了销售
旺季。

闽清龙得宝农资有限公司的
仓库内，化肥、农药、农机用具
……各类农资产品一应俱全，工
人正来回搬运着新入库的物资。

“我们整体农资储备量当前保持
在650吨左右，基本可以满足全县
春耕生产。”闽清县龙得宝农资配
送中心负责人龚德勇说。

春耕备耕，农资先行。截至
目前，全市已经供备水稻种子 30
万公斤，常规稻和早杂种子已基
本到位，储备各种化肥近 4万吨，
基本可以满足春耕生产所需。

绵绵春雨中，各地农民纷纷
启动微耕机，走向肥沃的田地，翻
土、播种……一连串行云流水的
动作之下，新的生机正在悄悄地
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现在是种芋头的季节，村里
普遍已经启动了芋头的种植。”闽
清南墘村种植大户卢贤钦说，连
日来，全村的种植户正趁着绵绵
春雨加紧播种，期望有个好收成，

“种的最快的已经长了二三十厘
米了，长势喜人！”

闽清县塔庄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前正是春播春种的关键时
期，全县近6000亩的槟榔芋、红芽
芋均已启动播种工作，此外，于冬
季开始种植的黑木耳、空心菜等
经济作物也已启动收割，预计4月
份完成采收。

用上高科技
春耕跑出“加速度”

增产增收，技术是关键。在
春耕备耕一线，农业科技引擎正
积蓄动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昨日，记者走进长乐雪美农

业种苗育繁中心，一茬茬秧苗格
外齐整，满目新绿扑面而来。“我
们今年首批春播育种从 3月初就
开始了，接下来要抢抓农时，加紧
播种。”基地负责人李向雪说。

在这里，育秧变成了一项充
满科技感的工作——流程精密、
全程可控。摆盘、撒土、浇水、撒
种、盖土，流水线上，一个个秧盘
快速完成；出苗室里，秧苗享受到
了数字化控温控湿的高级待遇，
实现快速生长。

“工厂化育秧不仅更安全、快
捷，育出的秧苗根实株壮，抗寒能
力强，提升了早稻育秧的质量。”
李向雪告诉记者，得益于科技助
力，基地育秧高质高效，预计首批
秧苗 3 月 25 日可以下田，总体进
度比往年大约提前10天。

在连江县丹阳镇福州昌育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大棚内，遍布四
处的传感器让智能育苗温室大棚

“耳聪目明”，开足马力培育出的
一床床西瓜苗、甜瓜苗、苦瓜苗走
出连江，播撒在全国各地的田间
地头。

眼下是蛋鸭春繁春育的关键
时期。在永泰县丹云乡“金蛋工
程”厂房，省农科院郑嫩珠团队正
围绕基地养殖存在的问题、规范
管理的重点和注意事项，给予企
业负责人技术指导。

技术沉下去，效益提上来。
据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从育种
环节开始，公司就联合省农科院
等科研院校选育孵化优质品种，
90天以下的雏鸭接种疫苗后被放
入稻田实现“稻鸭联农”，蛋鸭成
年上笼后食用科学配制的独家饲
料，极大地降低了生产风险。“现
在每天都有 22万~24万枚鲜蛋从
产业园运出”。

打出“组合拳”
粮食稳产有保障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当前，我市春耕备耕进展顺
利，溶田和春种进度总体快于往
年，省下达的粮食年度目标任务
已分解落实到村到户；全市冬种
春收粮食作物长势良好，丰收在

望，预计亩单产比去年增加。
和着春的鼓点，位于长乐江

田镇的千亩马铃薯基地进入生长
旺季，将于月底迎来大丰收；闽侯
南通镇福宇叶绿菜基地里，工人
正忙着采摘成熟的蔬菜，待这一
茬蔬菜收割完毕，合作社还会接
着种下菜心、快白等蔬菜，奔着好
收成，持续不断供应市场。

为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
性，我市将继续兑现新版“粮八
条”“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政
策，不断完善政策供给，强化投
入保障，进一步为农业生产保驾
护航。

与此同时，全市农业农村系
统还成立了春耕备耕工作专班，
组织市、县、乡三级组成服务队到
户下田，一线“把脉问诊”。截至
目前，全市合计派出 2169人次技
术干部指导农业生产服务，指导
基地、合作社、种植大户 1008 个
（次）。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继续压实粮食安全
责任，抓紧当前春季田管和春耕
备耕工作，组织推进4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加快落实一系列扶农
稳粮政策，努力促进粮食和农业
生产稳定发展。

人勤春来早 田间气象新
——我市各地春耕备耕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 蓝瑜萍 阮冠达 潭湘竹 林文婧 叶欣童 陈君沂 通讯员 杜胜健 陈汉琳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
员 王晓佳）11日，记者从福州市
气象台获悉，未来一周多阴雨天
气。12日到17日一周，雨日4天~
5天，气温起伏较大，对春播有不
利影响。

根据农业部门农情信息，当
前我市双季早稻、春玉米、甘薯、
春大豆、喜温类蔬菜等陆续进入
播种育苗期，双季早稻溶田工作
陆续开展。福州市气象台气象专
家分析，过去一周我市以阴到多
云天气为主，气温略偏低，日照偏

少，总体光温条件略偏差，不利于
农作物光合物质累积，对作物播
种出苗有一定程度不利影响。11
日、14日~15日、17日有明显降雨
过程，17日起气温再次下降，请注
意防范。

12日~13日气象条件较利于
春播，可酌情采用地膜或小拱棚
覆盖。同时，专家建议，可利用12
日~13日有利天气加强冬种作物
田间管理，及时安排冬种作物采
收和土地翻耕、溶田，调集种子、
农药、化肥、农膜等农用物资。

相关链接

气象专家提醒：

未来一周雨日多 春播注意防范低气温

智能育苗温室大棚内，工人正在劳作。（连融媒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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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见底的河水环抱村庄缓
缓流淌，整洁的健身步道旁绿意葱
茏，河长制宣传牌错落有致……每
到夕阳西下，暮色渐浓，长乐区航
城街道洋屿村村民陈美良便与同
为银发河长的几名老友一同动身，
前往河长制主题公园，一边锻炼一
边巡河，所过之处笑声阵阵。

“只要有时间，我们这些银发
河长都会轮流巡河查岸，对岸边的
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如果发现
河面漂浮垃圾、河道安全隐患等问
题，会及时向村里反馈，争取第一
时间解决问题。”陈美良告诉记者，
通过践行人居环境积分制、完善奖
惩机制等一系列行动举措，一道村
庄清、人居美的靓丽宜居风景线已
跃然眼前，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
不易的高颜值。

曾经在洋屿村，绕村而过的河
流是让村民们糟心的“臭水沟”。
近年来，洋屿村以人居环境积分制
为抓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优
化提升及乡村治理工作，推动环境
整治工作收到初步成效，其中，新
建的洋屿村河长制公园更是成为

村民们茶余饭后休憩、散步的场
所。

如何在人居环境积分制的基
础上再进一步，深化环境整治工
作、打通河湖长制工作的“最后一
公里”？2022年，在长乐区河长办
指导下，航城街道积极探索巡河护
河新模式，在洋屿村成立银发河长
队，并建成航城街道银发河长服务

工作站暨河长制办公室。
“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很激动，

可以为村里贡献自己的余热，实在
是太好了。”陈美良表示，他与30多
名退休老干部积极参与其中，既当
监督员，也当宣传员，活跃在民间
治水第一线。

“银发河长是本村德高望重的
老人，帮助化解了河道管理、环境

整治中的许多矛盾。”洋屿村党支
部书记郑通清介绍，在一次排查污
染源时，村中发现村民王依姆在河
道不远处养羊，存在污染水体的隐
患，需要尽快拆除转移。由于她抵
触情绪较大，整改工作迟迟无法进
行。

得知此事，陈美良主动请缨，
与村干部多次到王依姆家中讲政
策、说道理、明利害，最终，王依姆
被陈美良说服，答应转移羊群，“村
里为环境整治付出了这么多努力，
我也不能拖后腿”！

与此同时，公园边开放的河长
办公室也很快引来不少村民的注
意，每每遇到前来串门的村民，银
发河长们总是热心接待，带着他们
参观河长制展示厅中图文并茂的
展板，分享每块展板背后隐含的人
居环境积分制工作的宝贵经验与
护河爱水的精彩故事。

“原来村中的水环境是这样开
始变化的”“原来河水检测有那么
多讲究”“今天的水清岸绿真是来
之不易”……随着越来越多村民走
进这一方治水天地，主动开始学习

护河爱水知识，与河长们畅谈，为
美丽洋屿的建设出谋划策。

通过银发河长的引导与人居
环境积分制的双向激励，越来越多
的村民加入到人居环境整治的队
伍中来，村中形成了一股“争当星
级户”的良好风气，大家纷纷自发
打扫、装扮房前屋后，自觉清理垃
圾、劝导游客，遇到环境问题便积
极向村里、河长反馈等，用实际行
动守护美好家园。如今，“臭水沟”
变成“碧玉带”，银发河长们依旧活
跃在巡河第一线，成为了村中的一
道靓丽灵动的风景线。

在郑通清看来，新的一年既是
航城街道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三年
计划”的收尾，也是全新的开始，

“接下来，我们将在航城街道的引
导下，充分发挥银发河长优势，进
一步推行人居环境积分制工作，加
强宣传引导，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群
众的爱河护河意识，激发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到河湖治理中，构建共
谋、共管、共享的治水护水新格局，
进一步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
深走实”。

巡河护水银发族 正向激励积分制
——长乐洋屿村两把“利剑”守护河清岸绿

本报记者 宋亦敏

郑通清郑通清（（右右））介绍河长制主题公园情况介绍河长制主题公园情况。。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亦敏摄宋亦敏摄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现在还来得及预
约种树吗？”“小孩也能参与吗？”“是免费供苗
吗？”这几日，福清市“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基地相关负责人周银的电话经常占线，前
来咨询种树的市民、企事业单位一拨又一拨。

今天是第46个植树节，福州早在两周前
便推出春季义务植树活动植树点31个，林木
绿地认建认养点20个，邀请广大市民朋友共
赴这场春天的约定。

“不同于过去，现在种树也很‘时髦’。”周
银告诉记者，福清市“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基地从 2022 年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后，便受到了不少关注，市民可通过福建省全
民义务植树网或福建林业公众号预约登记，
完成植树后还能获得义务植树尽责电子证
书。

是免费供苗种树吗？周银说：“不仅免费
供苗，还现场提供工具，大家只需报名后按时
来参加尽责活动即可。目前基地已栽植树苗
2000株，今年还将开放种植500株小苗，提供
3000株认养苗木，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眼下在福州，“互联网+”的新模式不仅
拓展了群众参与渠道，也为履行植树义务拓
展出了更大空间——

在闽侯白沙镇洋石村河沃自然村的猫
山，通过近几年组织的 20 余场义务植树活
动，累计种植福建山樱花、碧桃、茶花、黄金
桂、紫薇等景观树种 2800余株，种出一个网
红打卡点；

罗源探索开展“我为七彩罗源种棵树”网
络认养活动，发动200个家庭通过网络报名，
认养200株绚丽海棠，并现场挂认养树牌，种
出了一片和谐家庭林；

在拥有全省首批、福州首家省级“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的鼓楼区，近年来，
社会各界人士、企业共认领榕树 40余棵，还
开展了“认养一棵树”爱心认养名木古树公益
活动，种下了市民的爱心。

与此同时，在山林深处，更大范围的植树
造林工作正在持续开展。

记者从市林业局了解到，今年，福州市将
实施年造林任务6.5万亩，包括突出重点区位
林相改善，实施“环城一重山、绿色通道、江河
流域、沿海防护林、景区景点”等重点区位的
森林质量提升 9300 亩，继续在福州的春天
里，播种下漫山遍野的绿意。

市管公园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又到一年植树节，
福州各市管公园纷纷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昨
日，在花海公园江边水闸的试播地，冒着蒙蒙
细雨，市民林月穗一家三口齐上阵，刨坑、填
土、修枝、浇水，合力栽下一株波斯菊。“这是我
们一家连续第 3年参加植树节活动，每次植树
经历都特别难忘。”林月穗说。

闽江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
通过网络招募了近 30位市民，当天上午，栽植
的波斯菊就有200平方米。

据介绍，市民可在福建省全民义务植树网
和“福州园林”公众号上预约选择喜欢的点位，
点位里公布了栽种品种和现场负责人的联系
方式。市园林中心计划在“3·12”全国植树节
期间，结合市树市花市果推广工作，在 11个市
管公园组织开展 13场义务植树和志愿宣传活
动，计划种植茉莉花 600平方米、福桔 110株、
山茶花等60株及草花播种700平方米，并招募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志愿者、亲子家庭及热
心市民450多人。

首批琅岐生蚝上市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陈晓

静）记者昨日获悉，以水产品和果蔬闻名的马
尾琅岐岛，开辟美味新赛道，首批琅岐生蚝

“抢鲜”上市。
琅岐红蟳、对虾、黄蛏等水产品，深受市

场欢迎。在琅岐种业基地深入建设的过程
中，随着养殖技术的提升，琅岐养殖户尝试养
殖更多优质水产品。叶长铿、叶辉父子就瞄
准了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的生蚝，目前他们养
殖近100亩，已采收150吨生蚝。

记者看到，琅岐生蚝个头大，带壳状态有
成年男子拳头大，生蚝肉有不少超过 5厘米
长，可谓个大肥美。琅岐生蚝主要销往广东
和本地批发市场。目前，叶长铿、叶辉父子还
在忙着播种生蚝幼苗，今年计划将养殖面积
扩大至200亩。

市民踊跃参与义务植树活动。
（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供图）

把绿色播在春天里
福州义务植树
推广“互联网+”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