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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后，永泰连绵的山峦披上
了一层厚厚的绿色绒毯，6万多亩青
梅林里，酸酸甜甜的青梅刚刚摘完，
果农们又忙着修枝剪叶、开沟施肥，
为来年的丰收做准备。绿荫下，葛
岭镇蒲边村的果农们正在一块儿算
今年的收入，聊明年的计划。

“今年青梅收成如何？价格怎
么样？”

“果树丰产，30多亩青梅产了
600 多担，平均每担可以卖 140 到
150元，除去人工费用，能赚 7万多
元。”果农廖德彬脸上的笑容藏不
住，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起自家的

“丰收账”。
永泰是青梅之乡，蒲边村是永

泰县青梅产量最高的村庄之一。从
父亲那辈起，廖德彬一家就以种植
青梅为生。“青梅病虫害少，管理难
度低，价格最高时一担能卖 500多
元，收入十分可观。”廖德彬回忆道。

一颗颗青涩的果实换来了新
衣新房，也为一家人带来了生活的
希冀。但随着时间推移，廖德彬发
现，青梅树越长越高，果却越结越
小，收购价格也越来越低。

“2021年，青梅最便宜的时候
一担才 50 元，都不够请工人的费
用，只能我们夫妻俩自己采点，剩
下的宁可烂在树上。”无奈之下，廖
德彬只能放下农具外出务工，可每
当看到烂了一地的青梅，他总是心
痛不已，“好好的青梅怎么就不值
钱了？”

为青梅苦恼的不只是廖德彬
一人，还有果农们的老朋友——葛
岭镇综合技术保障中心高级农艺
师张武。

张武告诉记者，青梅品质下降
源于果农粗放式的管理。过去，果
农采收青梅多用竹竿敲，果品质量
差，再加上本地没有青梅加工企
业，一到丰年，买卖过程中容易被

中盘商压价。为改变这一情况，首
要任务是推广手工采摘青梅，引导
果农进行矮化剪枝。

但果农们心中满是顾虑，在他
们看来，老树修剪后这两年产量必
然下降，再改成手摘，效率更低，这
不是赔本买卖吗？

为了解开果农的心结，张武一
趟趟往果农家里跑，一遍遍把账算

给他们看：“矮化树好采摘，手工采
摘青梅优果率在八成左右，不仅收
购价格高，而且还能大大延长采摘
周期，不愁卖不上好价钱。”

真正让“廖德彬们”放下担忧
的，是永泰政府千方百计招引青梅
龙头加工企业梅百华、梅满天下落
地永泰，并且跳过中盘商，直接从
果农手中收购青梅，果品越好、价

格越高。
“我们缩短中间环节，实际就

是让利给果农，让他们每公斤可以
多赚 0.2元到 0.5元，同时公司也能
收到品质更好的青梅，一举两得。”
梅百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棋崴说。

前有技术指导，后有利益驱
动，果农们很快行动起来，加入了
手采青梅的队伍。廖德彬也干劲
十足，青梅采摘期间，他每天早上6
点就上山采果，一直忙碌到晚上八
九点，还请来了5个工人，加快采收
进度。

“今年敲打果每公斤 1.8元到
2.4元，直径 2.6厘米以上手采规格
梅，每公斤 2.8元到 3.2元，没想到
丰年还能有这个价格，大家都挺满
意的。”廖德彬说着脸上的笑意更
足了。眼下过了青梅采摘季，他和
妻子两人正着手对果树进行矮化
修剪、施加有机肥，期待着明年青
梅的丰收。

建立青梅集中收购点、推行李
梅特色保险、引入永阳振兴乡村集
团夯实兜底收购能力……农民盼
啥，政策帮啥，一系列稳价保收的
好政策接踵而至，让“青果果”变

“金果果”。
一家一户的“小账本”汇成产

业振兴的“大账本”。农民用力、政
策发力、帮扶给力，特色资源转化
为特色产业，青梅之乡再次焕发出
新的活力。

过去好果烂枝头，如今丰年不愁卖

永泰青梅打了场漂亮的“翻身仗”
本报记者 叶欣童

十年前，作为第一代通过赏花
经济出圈的网红村，位于闽侯白沙
镇的孔元村红极一时，源源不断的
客流带来蓬勃发展活力。

如今，十年过去，曾经带火孔
元村的“花世界”几经沉浮，在去年
强势回归后，再次成为当地的“引
流密码”。

在以赏花为引客招牌的乡村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当下，孔元村
作为曾经的网红村有哪些优势？

“翻红”的底气在哪里？近日，记者
走进白沙孔元村，试图寻找答案。

难续的“花期”起伏的人气
大片紫色的鼠尾草如梦如幻，

迎风而立的虞美人花枝轻盈，不同
色系的金鱼草层层叠叠，编出一片
绚丽的“锦缎”……迎着初夏的微
风，记者来到了孔元村的“花世
界”，群山环绕中各品种花卉竞相
绽放，只一眼，便让人沉醉其中。

过去十年间，这片花海见证了
孔元村人气的起起伏伏。

2014年，在白沙镇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孔元村“两委”组织
村民开展观光花卉种植，凭借天时
地利，当年种植的100多亩满天星、
格桑花开满花田，很快便打响了孔
元村观花旅游品牌，大量游客到此
消费，带动了村民增收。

但因技术不够成熟，运营不够
专业，第二年，便出现客流锐减的
情况，孔元村的乡村旅游项目也因
此陷入瓶颈。

痛定思痛，2015年底，村里引
进孔元花世界有限公司，帮助孔
元村专业化管理和运营赏花旅游
项目，种植各类花卉 300亩。就是

这样如梦如幻的花海，成为孔元
村再次出圈的“秘密武器”，被网
友发到微博上之后，引爆了孔元
村的赏花潮。

当时的孔元村火成什么样？
“周末的时候，游客驱车而来，在进
村路上排起几百上千米的长队。”
该村村干部回忆着当年的盛况。

然而，这轮的人气“花期”也没
能持续太久。2019年起，由于同类
型的花海旅游乡村层出不穷，“花
世界”游客锐减，孔元村渐渐落寞，
失去了昔日的活力。

“整装”回归 找准卖点再出发
群山如黛，绿水环绕，廊桥、木

栈道等基础配套十分完善……这
么好的一块地，怎能就此沉寂？

去年，孔元花世界旅游公司
“整装”后回归，当年的股东之一马
丽清也回到家乡白沙，努力让这片

花海再次盛放。
回归后的“花世界”虽然没

有立刻再现当年人流不断的盛
况，但也为村里带来了新的人气
和客流。“我们现在主要和旅行
社合作，接待团队。天气好的周
末每天能接待 1200 多人。”马丽
清说。

记者发现，在赏花场地边上，
新建有几十个柴火灶和餐桌。“这
是专门用来接待游客的，除了赏
花，我们还提供吃、住、游一体的服
务。”马丽清说。

经历过火爆和落寞，如今重新
归来的心态如何？“我还是挺有信
心的，没有信心也不会选择继续
坚守在这里。”但马丽清也坦言，
当年“花世界”的出圈是因为同类
型旅游产品稀缺，现在各种花海
应有尽有，市区也有很多免费供
游客参观的花海，昔日的竞争优

势已不复存在。
“但我们还是有自己特有的卖

点的——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和
秀美的山水风光，这是城区的公园
所没有的。”马丽清说，便利的交通
也让更多游客能在短途游时考虑

“花世界”。“孔元村就在京台高速
口，从福州开车来不到一个小时就
能到，因此也成为不少人出游目的
地的选择。”

坐拥这些优势，马丽清对于未
来发展很有底气，干劲十足。“我们
在‘花世界’开辟了洛神花、毛豆、
玉米、葫芦瓜、黄瓜等种植体验区，
开设了陶艺、糖画、玫瑰花茶、鲜花
饼等手工制作体验项目。”马丽清
告诉记者，在白沙镇党委、政府的
支持下，公司正积极申报教育研学
基地，计划接待学生研学团队。此
外，老年团队也是景区重点对接的
一大客群。

抱团发展 相互引流促长红
如今，孔元村不只拥有浪漫的

“花世界”。在距离“花世界”不远
处，还有一片向日葵花田在京台北
岸生态农庄盛放。

记者来京台北岸生态农庄采
访当天是工作日，偶遇旅游团来游
玩，农庄很是热闹。农场负责人郑
倪浩是个来自福清的“80后”，原本
从事建筑行业的他 2022年相中了
这片山清水秀、交通便利的土地，

成为了一名孔元“新农人”。在投
资 200多万元，经过一年多的筹建
后，京台北岸生态农庄应运而生，
还聘用了十几个当地村民，带动了
当地的就业。

“除了向日葵花海，我们还开
设了垂钓区、餐饮区、手工体验区
和文化娱乐区等，就是想让游玩的
项目更加丰富，游客能在这里玩一
整天不觉得单调。”郑倪浩说，做文
旅这行，前期投入较大，需要沉下
心来慢慢“养”客流。虽然万事开
头难，但郑倪浩信心十足，“开业以
来，我们通过短视频平台引流，目
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同在孔元村，京台北岸农庄和
它旁边从事教育、军训的华窈教育
基地已经开始了互动，力求抱团发
展。“华窈基地有着庞大的客户群
体，我们借助他们的引流优势，他
们利用我们的户外场地和写生美
景，这样互相引流，可以实现资源
互补，共同发展。”郑倪浩说，

近年来，白沙镇党委、政府也
在积极地为这些从事旅游的企业
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我们将全
镇农文旅相关的企业集结起来，组
建了白沙镇农文旅交流群，谋求抱
团发展，共享资源。”白沙镇宣传委
员赵敏洁说。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离
城不远、离自然很近的网红村再度

“翻红”甚至长红，指日可待。

网红村的“花期”如何更持久？
——闽侯孔元村的十年“种花”路

本报记者 谭湘竹

初夏时节，闽清云龙乡官庄
村内一派“红红火火”：田间，一颗
颗饱满多汁的西红柿挂满枝头，
传递丰收喜悦；村口的道路上，村
民们忙着将一箱箱西红柿打包发
货，送往外地。“还来不及运出村，
就都卖出去了！”几名村民笑着
说。

闽清的西红柿种植有着悠久
的历史。当地雨量充沛、气候温
和，不少乡镇土壤肥沃，拥有得天
独厚的西红柿种植条件。闽清出
产的西红柿酸甜爽口，入口即

化，深受消费者青睐。其中，云
龙乡更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西红
柿之乡”。

立足优势资源，发展特色农
业，近年来，云龙乡官庄村紧紧围
绕西红柿主导产业，持续放大产
业优势，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

“发展特色农业，必须注重农
产品品质。”市农科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根据官庄村西红柿
产业发展现状，他们在官庄大力建
设“一村一品”西红柿节水灌溉及

绿色优质标准化示范基地，同时传
授测土配方、节水灌溉等技术，提
供为西红柿研发的生根专用肥以
及提升西红柿果色和口感品质的
高钾腐殖酸专用肥，全面提升产品
品质。

据悉，官庄村内现有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 2 家，可分别带动
36户农户，有效促进西红柿生产规
模化、产业化。

在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云龙
乡也大力打响云龙西红柿品牌。

“我们在村内引入研学机构，开发

西红柿研学课程，并以‘闽清西红
柿’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为抓手，助力本地西红柿、红芽
芋、红皮花生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品
牌持续打响，通过短视频直播、电
商网络、三农服务超市等渠道，进
一步开拓市场。”闽清县云龙乡相
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了解到，2020年，云龙乡
官庄村已入选福建省“一村一品”
示范村，西红柿特色农业发展取得
了显著成效。“感谢乡党委、政府
重视‘一村一品’产业的发展，为

西红柿基地建设节水灌溉网络，
也要感谢来到田间地头的农科院
专家，悉心指导村民们农业技
术。”官庄村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该村西红柿产业的蓬勃发展，
带动了更多农民增收致富。“今年
村里种了 600亩西红柿，在去年基
础上增加了 200 亩，亩产 4000 公
斤，今年产值能达到 1000 万元左
右。”上述负责人表示，相信未来，
官庄村的西红柿一定能够进一步
开拓市场，打响品牌，托起村民们
的致富梦。

火红的事业带来红火的日子
——闽清官庄村西红柿产业托起村民致富梦

本报记者 阮冠达

游客在京台北岸生态农庄的向日葵花田里游玩。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大小朋友共探科技奥秘

近日，鼓楼区鼓东街道庆城社区联合鼓
楼区科协以“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当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为主题开展活动。大
小朋友们齐聚一堂，认真学习机器人编程
课，动手组装机器人，共同探索科技奥秘，体
验科技乐趣。

通讯员 廖秋瑶本报记者 莫思予摄影报道

农资农技送到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 陈君沂 通讯员 陈佳雯）

“新型肥料该怎么用”“能不能到我们田里帮
忙看看”……昨日上午，福建省供销系统
2024年农资科技下乡长乐专场活动在古槐
镇举行，现场吸引了不少农户。

当天，省供销社向长乐区农户赠送了近
24吨优质进口肥料。现场还设立了农资咨
询检测、农资打假宣传、农业技术推广、农业
金融服务等多个功能服务区，邀请了农业技
术专家、庄稼医生以及政策专家，为农民提
供农业政策法规、农资识假辨假、土地测土
配方以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在家门口就有专家提供农业技术支
持，真是太贴心了！”正在排队等待领取肥料
的古槐镇农户李敬钦告诉记者，在当天的活
动中，他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农业技术，“这里
还有免费的肥料让我们带回去试用，我对今
年的丰收更有信心了。”

据长乐区古槐镇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供销社于 2023—2024年度完成冬储化
肥共计3591.71吨；举办农技下乡暨现场观摩
会等活动6场，深入田间地头现场解答群众病
虫害防治问题 150人次，服务面积超过 4000
亩。

“我们将持续推动‘绿色农资’升级行
动，切实解决农民难题，促进现代农业先进
技术入田到户。”福州市供销社农业生产服
务处负责人说。

据悉，本次活动由福建省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福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福建
省福农农资集团有限公司、长乐区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承办。

“新耀榕城·寻美福州”
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昨日，市委统战
部在闽江之心海丝广场举办“新耀榕城·寻
美福州”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为寻美小分队
授旗，进一步引导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
归国留学人员用寻美的眼光去发现福州的
美，用寻美的行动去传递正能量，用寻美的
力量去凝聚人心、增强信心，共建有福之州，
幸福之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献礼。

“新耀榕城·寻美福州”活动分为“寻·福
州城市之美”“寻·福州生态之美”“寻·福州
人文之美”“寻·福州振兴之美”四个活动主
题，设置点亮非遗、摄影艺术、唱响榕城、艺
韵福州、同心志愿、新网新声等六个活动板
块，通过“寻美福州”活动平台宣传福州。

本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中央统战部、省
委统战部“凝聚新力量·筑梦新时代”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主题教育活动的有关安排及
2024年“寻美·中国”的部署要求。启动仪式
后，寻美小分队沿着闽江之畔，开启“寻美母
亲河，沿江向海物华新”首场寻美活动。

福州首个迪士尼欢乐屋
在省儿童医院启用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图书、绘本、钢琴
和各种迪士尼元素玩具……“六一”前夕，在
省儿童医院举办的第四届儿童健康节上，福
州首个“迪士尼欢乐屋”在省儿童医院正式
亮相。

昨日，记者走进位于省儿童医院门诊三
楼的“迪士尼欢乐屋”，只见墙上绘着米奇、
米妮、唐老鸭等经典迪士尼人物。小桌子、
橱柜里摆放了多种玩具，如乐高、积木、拼
图，还有各类绘本、欢乐城堡小模型等。小
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开心地玩玩具。

省儿童医院执行院长郭薇薇告诉记者，
这间充满童趣的欢乐屋，能够为来院就诊患
儿提供一个温馨、快乐的就医环境，帮助患
儿和家庭减轻就医看病的恐惧和焦虑情绪，
改善就医体验。

本届儿童健康节配套举办学术交流、健
康大讲堂、游园、义诊等活动。其中，该院血
液肿瘤科联合神经外科、肿瘤外科等科室，
共同举办以“愈见未来”为主题的联合活动
吸引了不少患儿家庭的参与。

郭薇薇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宣传
省儿童医院在血液肿瘤疾病救治上的综合
实力以及人文关怀，进一步扩大省儿童医院
恶性肿瘤联合治疗中心影响力。

青梅丰收还能卖出好价格青梅丰收还能卖出好价格，，果农们笑意难掩果农们笑意难掩。。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华摄包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