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4年8月2日 星期五

■编辑:刘子锐 美编:吴世耀 传真:83762629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民生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改革亮点】
20 世纪 90 年代，为解决市

民吃菜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州工作期间，提出建设“菜
篮子”基地，推动琅岐“建成全
省最大的蔬菜副食品基地和优
美的旅游休闲度假区”。琅岐
岛现代化蔬菜副食品基地一期
工程被列为 1995 年市委、市政
府为民办实事首要项目。

一张蓝图绘到底，福州坚
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
立足“高起点、新水平”，围绕

“农业芯”，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在琅岐全力构建“产供
销、育繁推、产学研”一体的种
业振兴体系，努力将琅岐建成
立足福州、辐射全省、面向全国
的种业基地。

【生动实践】
小小“菜篮子”，关系大民

生。琅岐岛上土地有限，而且不
少是盐碱地，如何突破？琅岐的
选择是“让一粒种子改变一座
岛”，加快推进新时代“菜篮子”工
程建设。

谋划种业体系之初，马尾坚
持系统思维，创新顶层设计，组织
编制《琅岐现代化农业（种业）发
展规划》《琅岐（金砂片区）乡村振
兴发展规划》，逐步构建西北部研
发共享区、中部孵化示范区、东部
种苗繁育区。

在琅岐东部的金砂片区，福
建省种业创新中心（琅岐）新品种
展示评价基地的大棚内，中苗大
管、超霸三叉、鲸鱼竹叶等空心菜
品种“暗暗较劲”。尽管它们同时
种下，但有的长势喜人、有的稀稀
拉拉。这是不同种子公司与基地
打造的试验田。“通过试种，我们

筛选出适合盐碱地、耐高温的空
心菜种子。”基地技术负责人陈敬
和说。

基地一期占地 311.5亩，已与
福建省农科院、福州市菜科所以
及种子公司建立产学研协同推进
机制，两年来已开展水稻、花生、
玉米、甘薯、大豆、蔬菜、瓜果等
6000个品种和组合的试种展示。

在琅岐中部的吴庄和海屿孵
化示范区，万农高科集团（琅岐）
示范基地、立信种业产业研究院
落地，开展玉米等新种筛选、育成
等工作。春播玉米6月采收，万农
高科基地培育的“黄白糯”品种受
好评，立信鉴定出优良的黑甜水
果玉米和彩甜糯新组合以及耐热
和抗（耐）茎腐病培育方式。玉米
基地正在翻晒土地，即将种第二
季玉米。

“一年种两季，我们每年测配
新组合 5000个，通过组合多点鉴
定方式进行筛选，淘汰绝大多数，

留下 3个至 5个优势组合。”万农
高科琅岐基地负责人林晓漩说，
在管理过程中，他们将多余的果
穗掰掉，让每棵玉米秆上只保留
一根玉米棒，让不同品种在同一
水平上公平、公正较量。

万农高科琅岐基地去年初落
户琅岐，从交地到第一季玉米新
品种成熟，只用了4个月。这得益
于琅岐建立了土地流转机制，出
台全岛统一的农用地流转费用标
准和政策，推动租赁年限、青苗地
面物赔偿和年租金等标准化、规
范化、精细化。

万农高科琅岐基地所在地过
去是吴庄村的一个橘园，基地项
目落地后，当地党员带头对橘园
进行土地流转，仅用7天就完成72
亩土地流转任务。作为省重点种
子企业，万农高科在吴庄“退果还
粮”，将鲜食玉米种子搬到琅岐培
育。

不只是万农高科在琅岐快速

落地并结出硕果，首个种业项目
2022年初开始平整土地以来，琅
岐吸引了展示评价基地、雪美农
业、立信种业、万农高科、省农科
院等优势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入
驻。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已向琅
岐提供水稻、花生、瓜果、叶菜等
品种近千个，培育出空心菜、玉
米、辣椒等一批全国单品冠军种
子，一粒粒种子走出福州、走向全
国。

琅岐种业创新基地在践行
“大食物观”、强化育种创新的同
时，还着力打造集教育研学、农旅
观光、休闲采摘等功能于一体的
旅游休闲基地，推动现代特色农
业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
新质生产力。

目前，琅岐岛内有国家 2A级
旅游景区2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
村2个，福州市乡村旅游精品示范
村 1个，全国乡村振兴观摩基地 1
个。琅岐“醉美乡愁生态游”线路
入选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
（秋季）精品线路推荐。琅岐还打
造实训研学基地，中小学生化身

“小农人”，在这里开启一场场研
学之旅。

随着一个个种业项目落地，
农民在享受土地流转收益的同
时，还获得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增
加了劳务收入。以雪美农业为
例，从繁育种苗，到种植水培蔬
菜，以及冷链环节预处理果蔬，雪
美琅岐基地解决了近 100 人就
业。

【获得感】
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基地负责

人叶孝建：作为琅岐首个落地的
种业项目，福建省种业创新中心
（琅岐）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仅用
43 天就完成一期315 亩的土地流
转。两年来，基地持续开展农作
物品种展示和评价，搭建起种子
企业“看禾推种”、种植户“看禾选
种”的平台，打通良种推广“最后
一公里”，获评国家农作物品种展
示评价基地。

琅岐种粮大户叶其朋：一个
个种业项目在琅岐落地后，种植
户不仅可以“看禾选种”，而且可
以从智能温控种苗繁育中心拿到
更优质的秧苗。今年，除了 30 多
亩早稻，我还种植了 500 多亩中
稻，尝试再生稻的种植模式，探索
更高的经济效益。

一粒种子改变一座岛
琅岐探索种业创新路径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

万农高科工作人员展示优质玉米种子。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
员 吴其法 吴丹）连江“海上牧场”
再迎丰收季！渔民们在海上养殖
的近7000亩淡菜近日迎来丰收，将
持续至 11 月，每天上市量可达 10
多万公斤，高峰期甚至达到20万公
斤，预计总产量可达 2.7万吨、产值
3亿多元。

记者乘船来到连江县安凯乡
东北面的海上田园，只见一个个塑
胶浮球整齐排列在海面上，海风吹
拂，红、橙、蓝三色浮球随风摆动。
浮球下方是渔民的生计来源——
一条条绳索上挂着新鲜乌亮的淡
菜。安凯乡沙澳村村民杨明健和
几名帮手躬着身，奋力将一串串淡
菜拽出海面，拖至小船上。不多
时，渔船上就堆满淡菜。

“淡菜长势好，个大肉肥，一串
重约17公斤，目前市场收购价每公
斤 10元至 12元。”杨明健说，此次

收获的淡菜是去年 9月下苗的，不
需投放任何饵料，采食海水中的营
养物质自然生长。据了解，安凯乡
有40多年的淡菜养殖史，目前淡菜
养殖面积近1000亩。

除了头年种次年收获之外，连
江县一些渔民还将淡菜养上 3年，
育大育肥后捕捞上市。在筱埕镇
定海村，村民们在海上养殖的 3年
龄淡菜，受到市场青睐，每天都有
客商前来收购。

记者看到，定海村码头人声鼎
沸，满载淡菜的渔船靠在岸边，工
人们将一串串黑亮的淡菜进行脱
绳、洗壳、打包、过秤，早已等候在
此的收购商直接全款拿下。“相比
普通淡菜，筱埕镇产的 3年龄厚壳
淡菜，壳更厚，个头更大，肉质更清
甜鲜美，价格也合适，我们在当地
加工后放进冷藏柜运到台湾，台胞
争相购买。”客商张锋盛说。

“传统的淡菜养殖采取吊式养
殖模式，我们利用无人岛礁周边空
闲海域，通过底播养殖模式养殖淡
菜，可让淡菜长得更快、规格更大、
品相更好，售价自然也更高。”连江
县海洋与渔业局水技站工程师王
为刚说。

不只是淡菜，连江“海上牧
场”喜讯连连。在闽江口养殖的
1.5 亿粒白蚝丰收，收获时间从 7
月持续至 10月底。“闽江口孕育的
白蚝品质极佳、口感一流，畅销福
建以及广东、香港等地。”王为刚
说。

眼下，连江县 1.01万亩花蛤也
进入采收旺季，渔民们每天与潮水
赛跑抢收花蛤。这里的花蛤壳薄、
肉肥、汁多，味道鲜美，颇受市场青
睐，每公斤批发价为 10 元~12 元。
预计今年连江花蛤产量 3.14万吨，
产值约3.8亿元。

如何助力“海上福州”建设？
连江县除了大力发展传统的鲍鱼、
牡蛎、花蛤、缢蛏、海带、紫菜等“四
贝两藻”外，还开展了大黄鱼、石斑
鱼、海参、海胆、对虾、青蟹等数十
种经济水产养殖，加大力度培育一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
化种业龙头企业和现代种业基地，
形成“海养贝藻鱼、陆养虾鳗蟹”的
特色水产养殖业，打造更具竞争力
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构建从种
业、养殖、装备到远洋、精深加工、
销售、文旅等多领域的现代化海洋
产业链。

连江“海上牧场”喜讯连连
淡菜白蚝花蛤进入丰收季

连江淡菜丰收连江淡菜丰收。（。（连融媒供图连融媒供图））

长乐免费“智慧体检”
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陈健云）
记者昨日获悉，长乐区积极推动卫生健康信
息化建设，基层医疗机构公卫体检自动录入
系统项目在18家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部署，实现公共卫生服务智能化
管理全覆盖，群众享受到便捷的“智慧体检”
服务。

“以前体检要一天，现在不到半个小时
就结束，而且一两天就能拿到报告，‘智慧体
检’太方便了。”近日，在吴航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体验了免费“智慧体检”服务的市
民林锦亮说。

记者在吴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
到，65岁及以上居民只需携带医保卡，在读
卡器上读取信息后，立即形成个人专属条
码，凭条码可进行血压、B超、心电图等 10多
项检查。体检完成后，通过智能公卫体检自
动录入系统处理，体检数据经过智能化分
析、整合，自动汇总、生成体检报告，并可同
步上传到“易联众”平台。

“过去开展免费体检，体检信息登记、体
检结果填写等都依靠人工，体检结束后再由
医务人员转录到系统，工作量大、耗时长、差
错率较高、体检结果反馈慢。”吴航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智能公卫体检
自动录入系统上线运行后，以前要10多人三
四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现在一天就能完
成。

闽侯“上门服务”
帮残疾人办证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近日，行动不便
的程先生打电话咨询办理残疾人证事宜，闽
侯县南通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启动上
门服务机制，帮他收集材料并联系县残联办
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程先生很快办好
残疾人证。

闽侯县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为群
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南通
镇便民服务中心将政务服务场所前移至人
流量大、群众办事需求集中的“砂之船奥
莱”旁，将一窗通办便民服务延伸至群众家
门口；鸿尾乡在元口村打造了一个集党群
服务、寄递物流、积分兑换、志愿服务等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站；尚干镇在全市率
先实现便民服务中心和派出所办证中心

“合体”，通过集中办公模式，最大限度减少
群 众 在 办 理 政 务 业 务 和 警 务 业 务“ 跑
趟”……

闽侯县各便民服务中心还积极运用互
联网政务服务，精简程序和环节，为低保户、
优抚对象、残疾人等开通绿色通道，方便他
们办事。

爱心茶摊·食品储蓄所
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 通讯员 王坚）“冬
天送温暖，夏天送清凉，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
爱。”近日，在金山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周边清
扫马路的环卫工老张接过志愿者送上的饮用
水和面包，连声道谢。

入夏以来，设在仓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金山街道丽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建新镇奥体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

“爱心茶摊·食品储蓄所”，成为周边户外作
业人群的暖心驿站，他们不仅可以在此休
息，还能获取免费的饮用水和面包等食物补
给。

食品储蓄所设立 4年来，除了提供休息
场地和生活物资补给外，还常态化为环卫
工、交（辅）警、外卖小哥、快递员、建筑工
人、电力维修工人等户外作业人群送去饮
用水和食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
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