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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春耕接近尾声，绿意蔓延沃
野。在位于长乐区江田镇的利丰
农业专业合作社，记者发现了一
个有趣的现象——和往年不同，
今年稻田中来了不少年轻人。走
近他们，记者听到他们谈论的是
北斗定位、物联网、气象采集器等
等高新技术。他们为什么选择留
在农村？他们能改变乡村吗？年
轻人怎么看乡村振兴？记者走近
他们，寻找答案。

“90后”领办合作社
利丰农业专业合作社共有社

员100多人，1990年出生的陈颖年
纪最小，却是理事长。合作社里
绝大多数是种了一辈子田的“老
把式”，而他小小年纪如何让大家
信服？答案很简单——靠的是技
术。

2014年，陈颖回到江田，接手
父亲创办的合作社。当时的他还
是个体育师范生，关于农业几乎
一窍不通。“没事，不懂就学嘛！”
陈颖干劲十足，先是在福建农业
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园艺技术，后
又到四川农业大学学习农学，同
时也向省农科院专家、区农业农
村局农技人员取经，一步步摸索
门道、积累经验，当初的毛头小子
如今成了“土秀才”。

说是“土秀才”，其实洋气得
很！在陈颖的带动下，合作社建
起了大型农机库、物联网冷藏库、
水稻温室育秧中心。水稻的耕、
种、防、收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亩
产大约1300斤。马铃薯的种植也
实现了半机械化，得益于不断更
新品种，产量也逐年提高，今年的
亩产已经达到8000斤。

通过水旱轮作，合作社 2300
亩土地实现了单季稻、双季稻、再

生稻、土豆“两年五熟”。“马铃薯
是冬种春收。这段时间工人们上
午 6 点就到地里收土豆，然后打
田，把地弄松软一点，平整以后就
开始放水、插秧。只要几天时间，
一片原本种植马铃薯的旱田就可
以变成培育水稻的水田。”陈颖
说。

“80后”上岗农机手
陈颖告诉记者，合作社里除

了他以外，还有七八名年轻人，都
是农机手。采访的当天，因为前
一天才下过雨，不适合打田，因此
这群年轻人少有地聚在一起悠闲
聊天。他们之中，除了陈治耀和
陈颖同龄，其余的郑勇、张坤、林

魁都是“80后”。
“最近要打田、插秧，基本上

一天在田里工作十几个小时。他
最长纪录是在田里待了 7 天 7
夜。”林魁指了指身边的郑勇。他
告诉记者，农忙、台风等特殊时期
要抢收，不能离开。

年轻人在田里待得住？“我们
的农机非常厉害！有空调，有DJ，
待在里面一点都不无聊。”郑勇向
记者展示了一个月前合作社刚刚
添置的打田机。据他说，这是这
个型号在福建的第一台设备，言
语之中满是骄傲。打开驾驶室的
门，郑勇一跃而上，打开音响。瞬
间，动感的音乐好似要挣脱小小
音箱一般，“冲出”驾驶室，回荡在

空旷的乡村。
“现在种田和以前可是完全

不同了。”1982年出生的张坤小时
候经历过用黄牛犁田，这些年来
他见证了农机一次次更新换代。
记者了解到，合作社已置办了大
中型拖拉机、插秧机等农机 30多
套，今年还新增了两套。因为农
机质量好、效率高，他们还为周边
的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甚至把
生意做到了广东。“我们通过抖音
之类的平台发布信息，也有一些
朋友介绍，合作社里忙完了，我们
就去外地帮其他人耕田、插秧。”

两代人坚守乡村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论是

陈颖还是其他年轻人，留在乡村
从事农业，基本上属于子承父
业。

时过境迁，父子两代的耕作
方式大不相同，不过相互配合默
契，干起活来也很融洽。“技术上
肯定是我们好，但是说到田间管
理，水怎么排、怎么引，还是老一
辈厉害，经验丰富。”郑勇笑着
说，他是在生产一线的农机手，
父 亲 更 像 是 坐 镇 后 台 指 挥 中
心。而陈颖作为合作社的“领头
羊”，也经常为老一辈的农户出
主意。“比如说买化肥，他们只能
记住商品名，买不到的时候会来
问我，我是通过成分来判断，给
他们建议。”

从这些年轻人的话语中，记
者不难读出他们对自己实力的信
心，不过也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对
父辈的崇拜。“他们能早上 3点多
起来，到田里兜一圈，出去吃个早
饭再回来干活，我们不行，那个时
候还在床上睡大觉呢！”他们都承
认，老一辈有更强的责任心，更加
吃苦耐劳。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多或
少对土地有特殊的感情。看到
其他农户过多使用肥料，导致土
地肥力下降，陈颖带动合作社从
2016年开始使用有机肥，增加土
壤有机质含量，让土地越种越
肥。“我们得把土地保留下来。”
施肥、防治、技术升级……陈颖
和这群年轻人一点点改变农业，
他们也希望乡村能有更多改变，
吸引年轻人回到村里。“教育和
医疗要改善，这是我们最关心
的，这样才能让更多人愿意带着
孩子回到乡村，希望未来乡村越
来越有人气，越来越有活力！”陈
颖说。

你见过多少种不同的苦瓜？
在福州闽侯白沙镇林柄村群山中
的一片广阔农田里，藏着数十种
不同的苦瓜，它们是中国苦瓜种
业细分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近
日，记者走进福建田美种业，探寻
苦瓜育种规模名列全国前列的奥
秘。

漂洋过海搜集苦瓜种子
“这是‘奇胜 104’，肉质细嫩，

商品性很强。”顺着田美种业总经
理李洪龙的目光看去，一排排嫩
绿的苦瓜安静地挂在藤上，“这些
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品种。”

培育出中国自己的苦瓜良
种，是李洪龙的初心。从代繁到
自主研发，这一路上，李洪龙付出
了很多。

30多年前，李洪龙在海南接
触到了苦瓜种子，那时他还是一
名来自省农科院的科研人员。“当
时我们的工作就是帮日本、菲律
宾等国家代繁苦瓜。”李洪龙告诉
记者，代繁的利润微薄，良种率较
低，“培育出属于自己国家的苦瓜
良种”这个愿望一直萦绕在他的
脑海。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中国
粮要用中国种。2009 年，李洪龙
和朋友决定辞职创业，自制研发
适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苦瓜品
种。那一年，他们开始在全世界
范围内搜集苦瓜种子。

回忆起苦瓜种子的收集过
程，李洪龙感慨万千。为此，他曾
漂洋过海，前往菲律宾、越南、日

本等国家；也曾在海南的种植地
里搭棚蹲守，与“偷瓜贼”斗智斗
勇；还花了很长时间说服台湾夜
市的苦瓜汁摊主售卖给自己一根
苦瓜。

如今，田美种业已经掌握了
1000多份苦瓜种质资源，通过农业
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授权16个，获省
农作物品种认定3个，拥有种业相
关专利13件，种子销售全国市场占
有率达30%。在山东、四川、福建、
江西等主栽市场上，其种子占有率
遥遥领先，年推广种植面积10余万
亩，为大量农户带来增产增收，社
会、经济效益显著。

专精研育30余年
李洪龙因爱好而入门，因情

怀而坚守，一干就是30多年。
“做农业要耐得住寂寞，创业

初期也坐了不少冷板凳。”李洪龙
说，良种的前期纯化十分耗时，有
时候培育了10代出的种子都达不
到理想的效果。种子成长耗时较
长，人才的培养也同样需要时间，
据李洪龙介绍，培养一位农民或
技术人员起码需要5年。

培育出良种，离不开大量的
研发投入和多方支持。近年来，
田美种业每年都会投入上百万元
用于种子研发和人才培养。同
时，有了福州市、闽侯县农业农村
局的支持，有了和福建农林大学、
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的紧密合
作，田美种业核心良种农场建设
规模不断加大，“愿意为科研大量
投入经费的农场少之又少，我很
佩服李洪龙的坚持与决心。”闽侯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李洪龙
也承租了这块位于白沙的闽侯良

种场的土地，作为他培育苦瓜良
种的“温床”。“这块土地的海拔、
土壤条件都很适合，闽侯县农业
农村局还帮忙进行了基础设施建
设，给了很大的支持。”李洪龙说。

说到这些年来精研育种的成
就感，除了不断更新的种子库外，
还有农民们的认可。“鸿尾的气候
适宜种植苦瓜，苦瓜也是我们的
地方特产之一。”鸿尾农户杨贤诚
告诉记者，他曾试过很多苦瓜种
子，种植效果不够理想，2019年，
他试种了田美的“奇胜 346”，这个
品种耐冷性、抗病性强，产量可
观，“这种高品质的苦瓜为我们带
来了更大的利润空间，种植苦瓜
都更有动力了。”杨贤诚说。

专攻“小而美”
行走在一个个棚架间，记者

看到了数十个苦瓜品种，有的碧
绿，有的洁白，有的表皮褶皱，有
的圆润光滑。为何小小的苦瓜能
有这么多不同品种？

“田美专攻‘小而美’，这30多
年来，我一直在坚持‘一地一种’的
发展策略。”李洪龙给出了答案，苦
瓜在蔬菜里较为小众，却也受到很
多人的喜爱。考虑到不同地区的
种植习惯、管理方式、饮食口味都
不同，他将苦瓜种类细分，并为各

个地区“量身定制”苦瓜种子。
新生力量的加入也为良种培

育注入更多动力。“在这里我能专
心和种子打交道，为作物品种研
发贡献一份力。”江西小伙黄椿生
说。黄椿生是田美种业育种农场
的一位技术人员，他与田美种业
的缘分要从一场李洪龙的宣讲会
说起。

2021 年，李洪龙受到福建农
林大学教授的邀请，来校举行育
种宣讲会，23岁的黄椿生被田美
种业的育种理念和丰富的种质资
源深深吸引，同年 6月，黄椿生加
入福建田美种业实习。

苦瓜种子的研发持续进行，田
美育种农场还多了丝瓜、茄子等

“新朋友”的身影，黄椿生便负责茄
子种子的培育和研发。“希望有一
天，他们都可以有自己独立研发的
新品种。”李洪龙告诉记者。

“李洪龙总经理注重苦瓜品
种选育和创新，选育出系列苦瓜
新品种，为做好‘菜篮子’工程方
面作出了贡献。”福建农林大学蔬
菜学科带头人钟凤林说，蔬菜种
业是中国农业的特色之一，福建
苦瓜育种技术一直在进步，希望
能结合各方的力量，为我国蔬菜
种业铸就新质生产力，助力良种
向“新”提质。

方寸地成增收致富希望田

长乐沙堤村
蔬菜瓜果苗订购火热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陈琳）眼
下正是蔬菜瓜果苗移栽的最佳时节。近日，
记者走进位于长乐区潭头镇沙堤村的一个
育苗基地，只见一株株绿油油的蔬菜瓜果苗
长势喜人，工人正在铺盘、加土、放种，不过
一会儿，秧盘便被均匀填满，静待催芽。

“现在是西瓜育苗的黄金时节，目前棚
里已培育了一万多株西瓜苗，是一位客户预
订的。”育苗基地负责人林依伯介绍，这些西
瓜苗都是嫁接而来，相对普通苗的存活率更
高，且结出的西瓜清甜多汁、品质更好。

当下正是蔬菜瓜果苗的上市季节，基地
也迎来了销售旺季。“每天早上 6点~9点，就
有很多人来这里买苗。我们今年培育了十
几个棚，除了西瓜苗外，还有茄子苗、西红柿
苗等，总共有十几万株苗，一株苗价格 0.7元
~1.5元不等。”林依伯介绍，基地不仅吸引了
不少附近村民前来购买，还为福州其他区
县、浙江等地供苗。

小小种苗，缘何让人跨地域购买？
“我们的苗品种好、质量优。”林依伯告

诉记者，村中的天然沙质土壤极适宜蔬菜生
长，尤其适宜培育菜苗。此外，林依伯还以
自身 30多年的培育技术为买方提供后期技
术服务。

像这样的育苗基地，在沙堤村有 20 多
个。近年来，沙堤村结合资源优势，因地制
宜，积极在盘活用好闲置土地资源上做文
章，大力支持村民大力发展育苗产业。将

“方寸地”打造成增收致富“希望田”，激活乡
村振兴新动能。

琅岐缢蛏抢鲜上市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陈晓

静）琅岐缢蛏抢鲜上市了！连日来，马尾琅岐
鑫海养殖基地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泥滩上，肥
美的蛏子被陆续挖出。

琅岐蛏以其鲜美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
值深受消费者喜爱。鑫海养殖基地总经理叶
辉说，今年的缢蛏品质比往年更好，这得益于
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精心管理。从 5 月初开
始，基地进入采挖期，预计将采收两个月，总
产量达到15万公斤。

据介绍，东南沿海地区多在端午节后挖
蛏，鑫海养殖基地今年利用堤坝的调节作用，
通过科学养殖，实现错峰采收。

琅岐有养蛏的传统，岛上靠海的云龙村、
金砂村不少村民以此为生，渔民在肥沃的滩
涂上养蛏，全岛蛏田面积有 3000余亩，年产
值可达1.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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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曦、陈燕群夫妇遗失其子林
凯鑫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
间：2007年 12月 20日；出生证

编号：H350462536），声明作废。
●福清市海口吴菁菁小吃服务
店遗失福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10 月 10 日核发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
JY23501810295355，声明作废。
●福建云旅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闽 AZ2983（黄色）车辆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榕 字
350181100372号，声明作废。
●溪口北组团（登云新村片区）
陈鋆遗失福州市宏榕房屋征收

工程公司安置型商品房排房通
知单，编号NO：30620-1和回迁
安置决算单（交房），决算单编
号：XKBA-JS3262001-1-1，声
明作废。
●福清市音西街道音西村民委
员会遗失“福建省村集体专用
收 款 票 据 ”记 账 联 ，号 码 ：
1691455，声明作废。
●声明：兹有冠城大通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将工会法
人资格证书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81350100MC32456724，
法定代表人：葛翠虹，证书有限
效期为：2023年 10月 30日。特
此声明遗失并作废。

店铺招租
福清市龙田镇福庐社区居

民委员会拟将办公楼一层店铺
对外公开招租。有意者于 2024
年 5月 13日 8时至 5月 19日 17
时向龙田镇福庐社区居民委员
会报名。联系人：陈女士，电
话：15060675198。

尊敬的用户：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4年

5 月 15 日 22:00 至次日 6:30 进
行，届时斗池路、兴园路、白马
支路、凤凰新村、电冰箱厂宿
舍、发电设备厂生活区、交通
路、交通西路、工业路（洋头口
至西二环）、乌山支路、斗池路、
加洋路、西洋路、荷塘路、白马
中路（乌山路至工业路）、黎明
新村、红庆里等周边片区将停

止供气。请用户关闭阀门，注
意用气安全。

停气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如发现问题请及时联
系95777。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1日

尊敬的客户：
我司将于 5月 17日 0：00至

6：00 进行福州电信城域网割
接，届时将分别影响连江县、罗

源县部分宽带业务、高清 ITV以
及相关政企用户，敬请谅解！
如发现问题请拨10000申告。

中国电信福州分公司

青春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
——走近农业合作社里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蒋雅琛

郑勇坐在驾驶室内。本报记者 蒋雅琛摄

“苦瓜大王”是怎样炼成的
——福建田美种业苦瓜育种规模名列全国前茅的奥秘

本报记者 陈君沂 谭湘竹

李洪龙小心翼翼地给授粉后的雌蕊套上袋子李洪龙小心翼翼地给授粉后的雌蕊套上袋子。。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华摄包华摄

福州市12345热线轮值
单位领导接听电话通告

（第27期）
经市政府办公厅同意，市直部门、县

（市）区、高新区领导轮值接听 12345热线电
话活动安排如下：

一、本次接听时间：
2024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00~

11：00
二、本次轮值单位：
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三、本次受理范围：
1.福州市中心四城区（鼓楼、台江、晋安、

仓山）排水防涝工作相关事宜。
2.福州市中心四城区（鼓楼、台江、晋安、

仓山）温泉供应、源脉温泉园经营和服务方
面相关事宜。

3.福州市内河旅游、晋安湖公园管理相
关事宜。

4.福州市洋里、祥坂、浮村污水厂污水处
理相关事宜。

5.“一闸三线”施工范围内相关事宜。
四、有关事项：
1.本次轮值接听活动的受理方式是电话

接听群众诉求，不接待现场来访人员。
2.超出本次接听受理范围的诉求，由福

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按照相关
程序接听办理。

3.当日来电的人数可能较多、等待领导
接听的时间可能较长，市民群众也可以选择
由话务员接听并记录，或通过闽政通、“e福
州”APP和12345网站等渠道方式表达诉求，
之后，由福州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
心受理交办、督办回复。

热忱欢迎广大市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
士届时就上述受理范围的有关事宜，向福州
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咨询诉求、
提出宝贵意见。

福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
2024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