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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9月，是收获的季节。在
“这么近，那么美”的闽侯，记者近
日走访了两家位于山区的家庭农
场，体会收获的甜蜜。

走在香水柠檬种植区，一股
清新的柠檬香气扑鼻而来。碧绿
的柠檬树上挂满了饱满圆润的柠
檬果，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
诱人。在闽侯县白沙镇孔元村的
秋丰悦种植农场，一年四季，季季
产鲜果。这个秋季，香水柠檬、百
香果、柚子等已相继成熟。

“我们有香水柠檬 400多株，
面积 20 亩左右，产量一株在 100
斤左右。香水柠檬一年会有两季
成熟，4 月和 9 月各成熟一季，国
庆节前后产量最多，是最好的采
摘时间。”农场主林凤钗告诉记
者。因为常年待在农场，林凤钗
的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她
是闽侯青口人，从小在白沙镇长
大，把白沙当作第二故乡。2018
年，在白沙镇村干部的盛情邀请
下，她带着自己的“全部身家”来
到孔元村，流转了 800亩土地，办
起了秋丰悦种植农场。

“我们的柚子也成熟了，这里
种了 3 种柚子，总共有 900 多株，
每一株产量有 200斤左右。柚子
没有套袋子，接受阳光直接照射，
肉更紧实，品质更好，所以回头客

很多。”春摘蓝莓、圣女果，夏采青
花梨，秋收柠檬、柚子、百香果，冬
品脐橙、桔柚等。秋丰悦农场里
一年四季皆“甜蜜”。

数十种水果怎样保证果品品
质呢？水果的甜蜜不仅得益于孔
元村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也依
托新型农业技术的支持。

“我们这里光照足、露水大，
还有福建省果树研究所专家帮忙
指导。”林凤钗说，“果园里的黄金
百香果品质好、口感甜。为了方
便顾客采摘，采用的是垂帘式种

植，且每一年都重新购买新的回
来种植。”种植技术方面，林凤钗
得心应手；采摘销售方面，林凤钗
渐入佳境。但如何让游客来了有
果摘，还有地方玩？林凤钗还有
进一步的规划：“接下来，结合白
沙镇农文旅融合发展计划，我们
将会打造露营地，添置不同的体
验设施，比如烧烤、乒乓球、戏水
项目等，让大家可以在这里轻松
玩一整天。”

600亩甜柿相继成熟，青翠碧
绿的枝头挂满了黄澄澄、圆溜溜

的甜柿，传递出丰收的喜悦。闽
侯县大湖乡江洋农场绿川甜柿基
地的甜柿也由绿转黄，好“柿”发
生迎来了采摘好时节。只见果农
将柿子园里摘下的一筐筐新鲜甜
柿分拣、装箱后送往消费者手
中。这种“太秋甜柿”源自日本，

运用特殊的嫁接技术，自然脱涩
脱麻，拥有苹果的爽脆、梨子的水
分及媲美哈密瓜的香甜味，是柿
子里较好的品种。

“普通柿子需要经过脱涩后
才能食用，太秋甜柿在树上就能
自然脱涩，摘下来即可食用，深受
顾客喜爱。”绿川甜柿基地负责人
何友雍介绍，成熟的甜柿鲜果硬
度大、抗挤压，有利于长途运输。
甜柿在自然条件下最多可放 20
天，低温条件下可贮藏 5~6个月，
属耐贮果品。

甜柿虽好吃，但栽种难度大，
自 1995年以来，何友雍的父亲何
孝慈经过多次尝试、苦心钻研，才
将江洋甜柿打造成为福州地区著
名的甜柿品牌。在何孝慈的带动
下，江洋农场的部分村民也开始
种植甜柿。目前江洋农场甜柿种
植规模近千亩，成了村民增收的
一大渠道。

国庆假期，甜柿将达到最佳熟
度，预计可采摘至11月底，想尝鲜
的市民朋友不妨来采摘“甜蜜”！

在长乐区金峰镇首台村，青
山耸立，流水潺潺，山水间一条高
速公路穿村而过。在进入隧道
前，不少过路人会被路边的独特
景致吸引：近处，一排排无花果棚
果实累累，衬出丰收的喜悦；远
处，一个个纯白帐篷点缀在绿草
坪上，不少游客穿梭其间，烧烤、
游泳、拍照打卡，其乐融融。

“农庄近期开始试营业。”联
发农庄股东高增寿告诉记者，暑
期就有不少周边的家长带着孩子
来学游泳顺便游玩，他们赚到了

“第一桶金”。
高增寿原先便是村中莲花农

庄游泳池的股东之一。“此前，游泳
池投资较小，周边没有其他配套设
施，再加上交通不便，人气一直不
是很高。”高增寿坦言，股东们早有
改造的想法，但一直基于现实原因
没有实施。随着去年合作关系变
动，改造计划重新被提起，近两年
修到“家门口”的水泥路更是给了
他们底气，“有路、有地，还有泳池
基础，做起来一定不差！”

2023 年初，经过与村镇干部
的商讨，4名股东决定在原有基础
上，建设一个集农业观光、休闲度
假、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度假农
庄。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他们将
泳池周边约 110亩“小碎散”的耕
地流转过来，并在去年9月启动农
庄改造。

打造一个理想的“桃花源”，

说来简单，实则并不容易。“刚开
始的时候几乎是个毛坯，除了一
个老旧的游泳池外，没有其他的
配套。”高增寿回忆。此外，由于
此前修建高速公路，附近的耕地
上也有不少石头，清理起来也十
分困难。

面对这样的情况，股东们并
不气馁，他们列出难题，逐一突
破，推动改造有条不紊地进行。
他们充分利用周边的废弃房屋，
改造外立面，画上鲜艳的墙绘，并
清理和衬砌周边环境，搭配上应
景的小鹿摆件、彩色集装箱等，让

昔日脏乱差的荒地变成“打卡”胜
地。

与此同时，各类功能区的建
设也在稳步推进。经过简单分区
规划，游泳池被重新修葺，灌入清
冽的山泉水；粉刷好的小屋变成
了游客歇脚、吃饭的接待中心；小
屋后也铺上了彩虹色的石阶，便
于游客游览水库风光。他们还利
用泳池前的闲置土地发展户外露
营、野外烧烤、聚会团建等，融入
娱乐元素，让庄园更具备可玩性。

高增寿深谙一个好的经济体
离不开产业支撑的道理。“对农庄

采摘园来说，种植单一的品种更
方便管理，但很难维持客流，所以
我们一开始就想发展多元化的采
摘模式。”高增寿介绍，由于隔行
如隔山，他们决定将事情交给专
业人士解决。

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他们将
原有碎石清理后，请来农业专家对
土地进行评估，并根据专家建议前
往气候、土壤与当地相似的漳州引
进无花果、树葡萄等品种，并邀请
宁德的农业专家来引种、照料。如
今，无花果即将迎来第一批丰收，

“四季果园”初见雏形。

历经一年多的耕耘，这片近
百亩“石头地”已成为高速公路旁
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金峰联发
农庄露营地也被纳入长乐区旅游
营地总体规划。随着农庄基础设
施日益完备，接待体量也逐日增
长，为进一步拓客，农庄开始尝试
新媒体赛道，村委还帮忙找来探
店网红为联发农庄引流，并自发
为农庄转发推广。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联
发农庄的建设，不仅美了乡村，还
增加了首台村集体收入约 10.7万
元，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就业。

“目前，农场共雇佣5名长期员工，
月平均工资约 5000元，待后期运
行稳定后还会增加更多服务岗
位，让更多村民实现在家门口上
班。”高增寿表示，目前，联发农庄
还在连片规划、持续开发，预计未
来收入还将逐年增加，前景可
观。未来，他们还将积极探索研
学游、团建游等多种旅行模式，全
力打造文旅特色品牌。

联发农庄的建设，也为金峰
镇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近
年来，金峰镇锚定打好生态、乡
村、文旅‘三张牌’，全方位激活农
文旅资源要素，积极构建三产融
合发展的新格局，成功打造联发
农庄这个‘新样板’，未来，我们也
会持续深挖本土资源禀赋，守正
创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金峰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个秋天，来闽侯山间农场采摘“甜蜜”
本报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侯融媒

长乐金峰联发农庄：

盘活资源拓宽乡村振兴路
本报记者 宋亦敏

林 凤 钗
（右）教游客采
摘柠檬。

程强摄“我在乡间有亩田”
喜获丰收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田间稻谷黄，秋收
正当时。近日，晋安区叶洋村近 700亩稻田
迎来大丰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党员干部现
场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宣讲暨“我在乡间有亩田”水稻秋收党
日活动。

活动现场，大家割稻、捆绑、抱运、打谷、
装袋……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员干部们与农
民共同收割水稻，感受丰收的喜悦。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
次党日活动为契机，积极践行“党员干部下
基层，为民服务践初心”理念，不断深化“我
在乡间有亩田”活动形式，通过走进农田、拿
起农具、参与农活，更加贴近农业农村农民，
体会农耕的艰辛与丰收的快乐，在劳动中增
强奉献三农的意识，锤炼为民服务的作风。

暑期游客到农庄游玩暑期游客到农庄游玩。（。（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无人机飞播+生态养鱼

罗源稻鱼模式见成效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郑永兴）
无人机播种、稻田里养鱼到底收成怎么样？
近日，罗源县西兰乡破石村的水稻种植基地
交出了“答卷”——稻渔模式的水稻干谷平均
亩产868斤，达到了预期目标。

近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组织专家到西
兰乡破石村，对今年 5月初采用无人机直播
耐贮藏、抗病、优质香型水稻“福香占”及稻田
生态养殖鲫鱼“中科 3号”进行现场验收，专
家们现场考察了水稻无人机播种的稻渔综合
种养示范田的实际情况，采取随机抽样现场
机收办法，最终测出稻渔模式的水稻干谷平
均亩产868斤，通过现场验收。

“采用无人机飞播，播种均匀、够穗数，水
平很高，奠定了产量的基础，所以今年的产量
就比较高。稻田养鱼项目也是在专家的指导
下进行的，收成不错，都达到了预期目标。”福
建农林大学教授梁康迳说。

据悉，近年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
队深入西兰乡破石村，与当地农民专业合作
社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攻克产业链关键技
术难题，确保科研成果与农业生产实际需求
的精准对接，从而推动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惠及广大农民。

专家们查看稻穗的饱满度专家们查看稻穗的饱满度。。郑永兴摄郑永兴摄

园林职工“榕树盆景制作”
技能竞赛举行

23日，2024年园林职工“榕树盆景制作”
技能竞赛在左海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区
（县、市）的园艺职工们借助泥土、石头、植
物，利用工具熟练地修剪、嫁接、盘扎，在方
寸之间呈现创意和巧思，传递榕树之美，促
进职工队伍技能和素质提高。

本次技能大赛由福州市园林中心、福州
市农林水利工会主办，福州市园林中心工会
联合会、福州市西湖公园管理处、福州市花
卉行业工会联合会承办。

本报记者 唐蔚嫱 包华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