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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马尾出入境暖心服务
获台胞点赞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丁林
怡 陈人杰）“现在台湾往来福州越来越方便，
你们的服务很赞。”近日，一名台湾同胞通过
马尾琅岐客运码头“落地办证”入境时说。

日前，从马祖福澳码头驶来的“闽珠 8
号”客轮在马尾琅岐码头靠岸，码头迎来一批
台湾居民。人群中，曹依伯一行 6人缓缓而
行，他们头发花白，其中一名老人拄着拐杖，
由家人搀扶，另一名老人坐在轮椅上前行。
见此情景，马尾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的
民警主动上前帮忙。

“我爸爸和叔叔近 90岁了，都有点老年
痴呆，最近想回家乡看看。”年近七旬的曹先
生对民警说。

“您慢慢来，有什么需要我们帮您解决。”
了解到曹先生一家人的台胞证已经过期，民
警将他们带至琅岐港公安窗口，快速为他们
办理台胞证。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把证件办好，你们的
服务让我们感受到‘厝里人’的温暖，感谢你
们！”顺利办完业务，曹先生对民警竖起大拇指。

一颗黄桃售价十几元，一根
竹子卖出数百元，一公斤山茶油
卖出 240元……地处偏远山区的
罗源县霍口畲族乡，将山地优势
转变为产业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特色农产品卖出好价格，让山区
农业大有奔头。

黄桃飘香日子甜
盛夏，品桃正当时。昨日，走

进琅坑村谢丁瑞家庭农场的黄桃
种植基地，一个个饱满水嫩的黄
桃缀满枝头，微风吹来，果香四
溢，令人垂涎欲滴。摘下一个黄
桃，金黄的薄皮里透出一抹红，浓
浓的桃香扑鼻而来，咬上一口，香
浓的蜜汁在口齿间流动，既消暑
又解渴。

几名工人在林中穿梭，采
摘、分拣、装箱、搬运……看着丰
收的景象，基地负责人谢丁瑞心
里乐开了花，“今年桃子水分、糖
分足，口感好，销路不用愁，前些
日子还没到采摘期，就有不少老
顾客联系我订购了，每公斤售价
约 40 元。我们还设置了精品礼
盒，每盒 8 个，价格在 120 元左
右，吸引了上海、山西等地的顾
客购买。”

“黄桃是我从山东引进的品
种，再与本地品种嫁接而成。和
其他的黄桃比，我的黄桃香气更
浓、果肉更厚。”谢丁瑞说，他流转
了 700多亩土地种植黄桃，“这片
土地位于山顶，光照充足，我们采
用精细管理，口感脆甜，很受市场
欢迎，去年卖了50多万元。”

黄桃种植基地还带动周边农
民务工增收。“不少村民在采摘园
里帮忙施肥、浇水、剪枝，每天收
入 100 元至 200 元。采摘期比较
忙的时候，同时有十几名工人在
基地干活。”谢丁瑞说。

立“竹”特色做文章
一根拇指粗的竹子可以卖到

数百元，你相信吗？在香岭村，近
千亩紫竹林海郁郁葱葱。记者注
意到，香岭村的竹子和其他地方
的竹子不同，竹竿呈紫黑色，柔和

发亮，隐于绿叶下，别有意境。
竹是古代“八音”之一，竹乐

是中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村种植的紫竹可以加工成笛、
箫、二胡等乐器，还可以做成毛
笔、扇柄、竹把件以及很多竹文创
产品。”香岭村党支部书记李道田
说。

“我们村离县城比较远，村里
不少年轻人都在县城或者福州市
区等地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
孩子。”李道田说，近几年村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开辟竹产
业发展新路径。

“我们摒弃传统种植毛竹的
观念，改种经济效益高的紫竹，有
人上门收购，不愁销路。”李道田
指着山上拇指粗的紫竹说，品相
好的紫竹可以制作成笛子、箫、二
胡等乐器，一根可以卖到数百元，
普通的竹子也可以制作成毛笔、
扇柄、竹把件和竹制家具等，“我
们村每年能卖出几十万根紫竹，
收入超百万元。这些年，村里的
年轻人回来了不少。”

接下来，香岭村将进一步加
大竹产业的投入，努力走出一条
效益高、生态美、可持续的乡村振
兴路。

“一村一品”促振兴
“霍口位于偏远山区，好生态

是最大的优势，如何把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历来是摆在霍
口干部群众面前最紧要的课题。”
霍口畲族乡党委书记陈新强说，
近年来，霍口转变发展观念，坚持
党建引领，紧扣“畲乡福地、生态
霍口”发展定位，以发展高效农
业、精品农业为主攻方向，培育琅
坑村黄桃、香岭紫竹、山垄湾油茶
等特色农产品基地，打造“一村一
品”的产业格局，各村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在差异中找准特色，在
协同中走向振兴。

为了更好地保障农产品的品
质、提升销售价格、促进农民增
收，2023年，霍口畲族乡建设了溪
前冷链物流中心，并以此为基础，
逐步搭建仓储、物流、销售平台，
构建全乡冷链物流网络，进一步
完善农业产业链，解决了农户的
后顾之忧。

除了发展高山生态农业外，
霍口畲族乡还不断加强民族文化
传承、推广畲族服饰、畲医药等非
遗，发展畲乡特色文旅产业，提升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下一步，霍
口将继续推动农业规模、质量双
提升，锚定生态立乡、民族兴乡、
文旅强乡，构建特色农文旅产业
发展格局，助力畲乡振兴。

罗源霍口将山地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

“一村一品”激发畲乡活力
本报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刘舒婷 刘其燚

霍口畲族乡桃子熟了霍口畲族乡桃子熟了。。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华摄包华摄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走进闽
清县塔庄镇溪东村，连绵不绝的大
棚内，一棵棵火龙果树整齐排列。
茂密的枝叶间，一团团“火焰”分外
显眼，涌动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的火龙果产量预计可
达20万公斤。”望着眼前的丰收景
象，福建青创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黄克彬充满信心，“这
只是丰产季的开始，来年的收成
有望达到35万公斤。”

黄克彬的青创农场是闽清首
家规模化种植火龙果的农场。
2017年起，他在农场内种植西红
柿，却多次遭冻灾侵袭。痛定思
痛后，他转换思路，结合市场需求
与技术特点，尝试改种火龙果。

“福州并非火龙果的主产区，竞争

不激烈，在本地销售也有一定的
运输与成本优势。”塔庄镇相关负
责人说。从 20亩、40亩，到 60亩，
再到如今的 70多亩，火龙果的种
植规模逐年扩大。

黄克彬还大力推进智慧农场
建设。走进青创农场的大棚，按
下电钮，头上的电动顶棚便自动
卷起，阳光从顶部射下，衬得一颗
颗火龙果格外鲜艳。

“火龙果对光照和温度都有
要求，既要控制足够的温度，又要
保持每天一定时长的强光照射。”
黄克彬说，结合火龙果的种植需
求，农场的大棚进行了改装，晴天
时展开，雨天时收起，既可隔离雨
水，也可保证温度与光照。

漫步在田间，类似的高科技

设备随处可见：道旁的杀虫灯，既
可捕杀飞虫，又可对飞虫尸体进
行分析，一旦发现害虫，就会及时
发出预警信息；配建的各类传感
器，可实时监测温度与湿度，方便
经营者及时作出调整；农田周边
配建了小型气象站，方便安排后
续的种植计划。

经过几年的生长，农场的火龙
果陆续进入丰产期。目前正根据
市场需求定期采摘，预计可以一直
采摘到明年春节期间，火龙果主要
销往闽清及市区的各大商超。

黄克彬还计划开展果蔬休闲
采摘，同时开发火龙果冻干、火龙
果酒等深加工产品，在提升火龙
果附加值的同时为农户提供更多
的就业岗位，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
员 林洛迪）记者昨日获悉，国家
级生态乡——连江小沧畲族乡东
风村 125亩野生紫灵芝示范基地
今年喜获丰收。“林木长得好，林
下产出多，预计今年仅种紫灵芝
一项，就能增收近万元。”村民雷
长妹开心地说。

紫灵芝富含多糖、三萜类化合
物、氨基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
养物质，有“仙草”之称。东风村选
用农科所结合当地野生灵芝培育
的灵芝菌棒进行天然种植，具有产
量稳定、适应性好、品相美观等优
点，药效好、味道香、无污染，是上
等的补品，9月还会迎来一次小规
模的采收期，可连续采收5年。

近年来，东风村凭借得天独
厚的森林资源和气候条件，创新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成
立畲山水农业专业合作社，在不
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以林下
紫灵芝种植为着力点，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目前已有 30多户家

庭入社，通过合作社统一组织生
产、集中销售，进一步形成品牌效
应，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通过
社员抱团发展闯市场，实现村民、
村集体经济双增收。”东风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雷顺忠说，合
作社立足畲乡山水文化，打造“畲
山水·东风紫灵芝”品牌，推出灵
芝茶、灵芝饮片等产品，并与福州
的中医药馆开展合作，延长产业
链，增加灵芝附加值。

“预计今年基地可采收干灵
芝 2500 多公斤，较去年增产 500
公斤，村集体收入也大幅增加，证
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走生态产
业化这条路是对的。”雷顺忠表
示，今年东风村计划建立育种场，
带动更多村民种植紫灵芝。

在小沧乡，紫灵芝产业正从
“一枝独秀”转向“百花齐放”。由
于灵芝市场的火热，利洋村等村
庄今年也开始种植紫灵芝，推动
林下经济和畲族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乡村振兴。

高科技让种植更“智慧”

塔庄火龙果红红火火
本报记者 阮冠达

利用好生态发展林下经济

东风紫灵芝喜获丰收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是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
而特色农业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关键路径。近年来，随着人
们对乡村价值和潜力的重新认
识，特色农业的发展思路也在不
断拓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过去，许多乡村地区的发展
思路相对保守，主要依赖传统的
农业种植和养殖方式，导致农业
经营效益低、农民增收致富难和乡
村建设发展滞后等。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只有推进乡
村产业振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

述难题。
地处偏远山区的罗源县霍口

畲族乡，将山地优势转变为产业优
势，发展特色产业，特色农产品卖
出好价格；国家级生态乡连江小沧
畲族乡大力推动紫灵芝产业从“一
枝独秀”转向“百花齐放”，促进林
下经济和畲族文化产业发展；黄克
彬在闽清塔庄种植西红柿失败后，
转换思路，结合市场需求与技术特
点尝试改种火龙果取得成功……
福州各地特色农业的发展体现了

“思路一变天地宽”的理念，通过创
新和转变发展思路，不仅促进了农
业的现代化，还带动了农民增收和
乡村振兴。

特色农业的发展，还吸引了
更多的外出年轻人回乡，为农村
注入新的活力和希望。比如，罗
源霍口畲族乡香岭村发展紫竹产
业后，村里每年能卖出几十万根
紫竹，收入超百万元，吸引不少外
出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思路一变天地宽，特色农业
的发展也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机
遇和挑战。我们需要继续深化对
特色农业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创
新发展思路和方法，推动乡村经
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我们
也要注重保护和传承乡村的传统
文化和生态环境，让乡村在发展
的同时，保持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昨日是
世界肝炎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

“消除肝炎，积极行动”。“随着科
学的进步，慢性乙肝进入临床治
愈新阶段，进行抗病毒治疗非常
有必要。”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
医院重症肝病科主任高海兵说，
现有的抗病毒药物能够有效抑制
病毒复制，进而阻断疾病进展，30

岁以上乙肝患者要积极进行抗病
毒治疗。

长期以来，乙肝被视为无法
根治，患者会终身携带病毒；在治
疗方面，一度认为只要肝功能正
常，就可以不用治疗。对此，高海
兵强调，这样的理念已经过时，有
些患者在确诊肝癌时肝功能依然
正常。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2022年版）》建议，30岁以上或有
肝癌家族史的患者，只要乙肝病毒
DNA 阳性，都应积极进行抗病毒
治疗。其他乙肝病毒阳性者，若转
氨酶持续高于正常值，也应积极进
行抗病毒治疗。目前，干扰素、核
苷类似物这两类抗病毒药公认有
效。去年12月，福州市属医院首个

乙肝临床治愈门诊在孟超肝胆医
院开诊。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早期
的损伤症状并不明显。“早诊断、早
治疗，患者才有更好的临床获益。”
高海兵提醒，乙肝患者应定期进行
肝功能、病毒载量、肝胆脾彩超及
甲胎蛋白等指标的检查，以便及时
发现并处理潜在的肝脏病变问

题。他建议，乙肝病毒感染者及慢
性乙肝患者至少每半年随访一次，
乙肝肝硬化或肝癌患者应缩短至
每3个月随访一次。如果此类人群
感觉疲乏无力、食欲不振，要及时
就诊。另外，不要随意服用各种

“转阴药”“保肝药”，以免损害肝
脏。此类人群还应戒烟忌酒，保持
心情舒畅，不可过度疲劳。

昨日是世界肝炎日，专家提醒患者早诊断早治疗

慢性乙肝临床治愈不是梦

福州市12345热线轮值
单位领导接听电话通告

（第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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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星期四）上午9:00—11:00
二、本次轮值单位：
福州市民政局
三、本次受理范围：
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建设、行

政区划和界线管理、地名管理、婚姻登记、收
养登记、殡葬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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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

长乐公路中心
通宵排涝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 通讯员 戴欣）27
日，长乐区普降暴雨，部分国省道路段出现
积水。公路养护人员迅速行动，通宵达旦进
行抢险，以最快的速度抽水排涝，确保市民
出行安全。

当日 0时 30分，长乐公路中心仙桥站养
护人员在路上巡查发现，228国道江田路段
出现路面积水。养护人员首先做好安全布
控，提醒来往车辆注意安全，随后立即展开
排水工作。有的用铁钩把井盖钩起来，加大
排水能力；有的徒手清掏堵在井口的树叶、
杂物，及时清除堆积在下水道口的堵塞物。

1时，209省道航城街道琴江满族村至里
仁村路段出现积水。长乐公路中心潭头站
养护人员迅速集结，冒雨赶赴现场进行排
涝。黑夜里，一个个橙黄色的身影在水中来
回穿梭，扒淤泥、排积水……

直到凌晨 4时，10多处主要积水点的积
水基本消退，40多处井盖完成清掏，交通恢
复畅通。“养护人员日夜巡路，开展抢险救
灾、应急处突、排除险情等工作。长乐公路
时刻在路上，筑牢道路安全堤，守护万家平
安路。”长乐公路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东风
村农户采
摘 紫 灵
芝。（连融
媒供图）

思路一变天地宽
达达

新榕语丝

我市社会组织
开展党建培训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近日，2024年福
州市社会组织党建训练营在永泰县举行，40
多名社会组织党员代表及党务工作者通过

“理论宣讲+实地参访+交流研讨”的模式参
加培训。

省委党校副教授郑济洲以“新时代党建
品牌建设研究”为主题，通过新时代党建品牌
创建的历史参照、新时代党建品牌创建的现
实价值、新时代党建品牌创建的实践原则等
3个方面的系统理论，为营员解答了党建品
牌创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模糊点，为营员
进一步提炼了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

在社会组织座谈会上，参加训练营的党组
织书记与党务工作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分享
交流、相互启发，变“单向传输”为“多元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