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特产品数
字化综合项目点，华
安县委书记叶毓实
地了解项目推进情
况及存在问题，就下
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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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华安县委书记叶毓带队督导推进农综
改项目建设，聚焦“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聚力
发展、紧盯项目，专班化保障、全方位推进农综改项目建设，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叶毓一行先后来到农特产品数字化综合项目点、茶
旅融合示范项目（官畲村）项目点、乡村环境综合治理示
范项目（大地村绿碳司法基地）项目点、大地土楼农旅配
套项目点，实地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就下一步
工作提出要求。

叶毓强调，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紧紧围绕“创新
富民乡村产业发展、创新数字乡村发展、创新乡村人才振

兴、创新乡村治理”四个机制要求，全面把握试点试验工
作实施的深度、广度，落细落实部门、属地和项目单位责
任，确保项目顺畅有序推进。要加快项目建设实施进度。
农综改项目指挥部要发挥牵头作用，全力推进各项目实
施；各有关部门要及时疏通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
堵点、难点问题；属地乡镇要成立工作专班，责任到人，加
强项目跟踪落实；项目单位要因地制宜，进一步完善项目
规划，找准步子、精准发力，加快项目施工进度。要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施工、文明施工、安全施
工，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讯 近日，华安县县长陈敏杰带队赴泉州开展招
商引资活动，全面宣传推介华安的投资环境，与当地企业
家深入洽谈、共谋发展，以上率下打好招商引资主动仗，
为华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储能。

陈敏杰一行先后实地参观考察了福建省乔东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泛科轴承集团、福建省金鹿集团，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前景，就项目招引、产业合作等
方面进行洽谈对接。

座谈交流期间，陈敏杰向企业介绍了华安县优越的
投资环境。她指出，华安是发展的宝地，拥有深厚的人文
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厚的土
地资源优势。近年来，华安县深入开展“百名干部挂百企”
帮扶活动，为企业提供“妈妈式”服务，华安县将继续优化
发展环境，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服
务企业投资兴业。

陈敏杰诚挚地邀请各企业家到华安实地考察，希望
以此次招商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对接，
建立长远、务实的合作关系，推动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华安县发展空间巨大、前景广
阔，希望后续双方进一步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合作关系，
实现互利共赢。

全力以赴招大引强 凝心聚力蓄势赋能
陈敏杰带队赴泉州招商引资

随着暑气渐显，位于华安县沙建镇的光照人有机
康养基地内，早已草木萌动。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有
机茶树起伏绵延，园中种植的诸多珍贵的中草药郁郁
葱葱，一片绿意盎然的靓丽景象。

“春季茶植易‘生病’，病虫害防治需尽早……”基
地内，林美珍教授正在详细讲解茶叶种植中常见的一
些病虫害。这位来自漳州卫生职业学院的女教授，还有
其他身份——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碳汇+女科技特派
员联盟”漳州小分队成员。在这里，她将各类植物作为
教具，打造成充满泥土气息的“第二课堂”，以专业知识
助力有机茶园变身“绿富美”。

2020年，林美珍作为福建省科技特派员与光照人
基地的茶叶“初遇”，在有机茶园里套种降香黄檀、沉
香、辣木等药用植物，是光照人独树一帜的套种模式。

这正与长期研究药用植物学的林美珍“不谋而合”。
从象牙塔到千亩茶园，林美珍同样用心。漫步于森

林康养步道，林美珍对基地百药园中品种丰富的中草
药，如数家珍。“虎尾轮主要作用是温胃，可以炖汤，它
的花絮长得像猫尾巴，平时工作人员可以把花絮捋一
捋，这样籽就会很快传播生长……”针对光照人基地的
土壤特点、林下的种植环境、气候水源等，林美珍进行
了详细指导，提出中草药种植品种与养护的建议。

起初，光照人茶园套种的中草药品种单一，林美珍
结合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建设，对基地中草药的种植品
种与方式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承担着教学任
务的林美珍，上课忙时便利用网络线上指导，通过视频
连线，远程提供帮助。与平时繁忙相比，暑期时间就会
更为充裕，林美珍总会到光照人基地，利用所学知识耐
心细致地为农户、企业答疑解惑。

“林教授每次到来都毫不吝惜地传授专业知识。她
的指导很有实效，对丰富基地中草药品种与发挥经济
效益非常有帮助。”光照人基地董事长林芳表示。

这份专业的背后，是默默努力的成果。林美珍主动
申请参加“全国茶产业骨干科技特派员培训班”进行线
上培训。同时，她还邀请植物保护专业等多名博士专家
一起到光照人基地，通过现场“把脉”“会诊”“开处方”，
实现专业知识的成功“嫁接”。如今，生长在光照人茶园
及周边林区的中草药109个品种，名贵树种52个，各类
作物长势喜人，效益倍增。

“与光照人基地结缘给了我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接下来我将继续踏实做好本职工作，不断创新探索，用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林美珍表示。

省科技特派员林美珍将有机茶园打造成“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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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人才助力漳浦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新新农人”逐梦沃野 乡村振兴增添动能

陈毅鸿介绍六鳌地瓜推广流程

陈春光在桑葚果园里嫁接桑葚枝条

林美珍（右一）与基地负责人探讨中草药种植

在福建省乔东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华安县县长陈敏
杰同该公司负责人深入洽谈、共谋发展。

“大家只需用大拇指和食指把
桑葚果实的枝条轻轻一掐，就可把
果实摘取下来。”近日，石榴镇某水
果专业合作社的桑葚采摘园里，负
责人陈春光正在指导游客如何采
摘桑葚，采摘园里热闹非凡。

1987 年出生的陈春光回乡创
业前是厦门一家装修设计公司的
营销部总监。2017年，时值漳浦电
商发展的黄金时段，陈春光辞去厦
门的工作回家乡从事水果电商销
售，生意做得十分火爆。在一次水
果收购中，一位农户拿了几盒长条
桑葚找到陈春光，希望陈春光能帮
他解决这种长条桑葚的滞销问题。
陈春光试吃了一下，纯甜无酸的口
感让他感到意外，为何这么好吃的
桑葚会没有销路。陈春光了解到，

这种长条桑葚是从台湾引进的品
种，外形比普通桑葚长，可达8至12
厘米，最长的有 18厘米，含糖量在
20%到 25%，入口即可感受到它的
清甜。为了帮助农户打开销路，陈
春光拍了一个短视频发布到自己
的抖音账号，没想到一天之内就吸
粉无数，甚至随之带来了 10+万的
流量，不少客户纷纷找陈春光下单
购买。几天后，长条桑葚便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情况。

解决了长条桑葚的销售难题
后，陈春光看到了另外一个商机。

“既然长条桑葚深受市场青睐，那
我何不自己栽种，一是可以保证桑
葚的供应，二是可以实现增收，一
举两得。”陈春光筹划着。经过一番
市场考察和种植技术研究，陈春光

开始与农户签订合作协议，以产销
融合的模式，由合作社与农户共同
出资、各持股50%，陈春光负责种植
技术指导及产品销售工作，农户负
责桑葚园日常管理、采摘工作，盈
利五五分成。如今，陈春光的长条
桑葚种植面积已从原先的几亩发
展到 150多亩，辐射石榴、赤土、前
亭、赤湖等多个乡镇，带动 70多户
农民共同致富。

为了提高水果的产量和品质，
近年来，陈春光经常到广东等地参
观考察。“有一次到一个农户果园
里，我发现她们果园里的传统桑葚
可以实现一年两季采收，并且还可
以通过种植技术延长桑葚的采摘
期。”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陈春光很
是兴奋。回到果园后，他寻思着，既
然传统桑葚可以实现这个技术突
破，长条桑葚又何尝不能呢？陈春光
马上与技术人员研究种植技术，通
过修剪枝条、落叶、催芽等方式将桑
葚的采摘期从每年的 3月中旬至 4
月中旬延长为3月中旬至6月初，并
且实现了一年春秋两季采收。

长条桑葚果实娇嫩，不便运
输，不耐储存。因此，陈春光还一边
研究长条桑葚的保鲜技术，一边扩
建适合桑葚保鲜的冷冻库，延长桑
葚的储存期，并把长条桑葚的采摘
与观光休闲农业结合，走农旅融合
发展之路。

难得的是，回乡创业以来，陈
春光一边创业，一边默默地为家
乡做善事，他曾多次带领社员看
望慰问留守老人，利用自己的电
商账号，帮老人卖余柑、李子和土
鸡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助力乡
村振兴。

水果电商达人陈春光：

长条桑葚孕育长条桑葚孕育新商机新商机

在漳浦县六鳌镇有这么一位
“90 后”，他卖六鳌紫菜、卖六鳌红
薯，还与全国各地的红薯种植基地
合作，培育销售高品质红薯，他叫
陈毅鸿。

陈毅鸿是六鳌镇鳌东村人，
2012年，大学毕业的他在广州做电
商生意，主要从事六鳌紫菜销售，
虽然一开始效益不错，但因产品受
季节等因素限制，发展空间较小，
于是他选择回六鳌老家，重新思考
发展方向。

“回到家乡后，我发现本地生
产的地瓜外形漂亮且口感软糯香
甜，但在本地的销售价格却极其低
廉。”陈毅鸿说，看到这么好的产品
却卖不出好价格，他心里很着急。
经过多方考察，带着试一试的想
法，2016年，陈毅鸿开始尝试在淘
宝网开设六鳌红薯专卖店。在本地
售价低廉的红薯在网上可以直翻
好几倍，他每天的销售利润达到
3000 至 5000 元。由于网上销售利
润可观，两年的时间里，漳浦的红
薯淘宝店越开越多，竞争也越来越
大。陈毅鸿及时调整方向，开始从
零售转向批发，产品遍布淘宝、京
东、社区团购等多个平台，供应链
越来越完善。

2020年，陈毅鸿的六鳌地瓜事

业迎来了新的机遇。在漳州市商务
局的推动下，陈毅鸿拿到了欧洲的
订单。然而，地瓜从中国运到欧洲，
用轮船大约需要30天的时间，如何
在航行过程中保持地瓜的新鲜度
成为陈毅鸿急需攻克的一个技术
难题。“我们采用高温愈合的技术
进行保鲜。”陈毅鸿说，所谓的“高
温愈合”就是通过高温将地瓜表皮
创伤的伤口细菌消杀掉，然后通过
一定规格的包装进行冷藏运输，延
长了地瓜的储存期。目前，这一技
术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020 年的外销经历让陈毅鸿

更加看好地瓜市场，他开始有了投
资扩厂的念头。2022 年，陈毅鸿的
初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漳浦
县黄仓工业区，3000平方米的大厂
房，标准化的生产车间，还配有产
品研发室，为六鳌地瓜的华丽转身
奠定了硬件基础。有了新的厂房，
陈毅鸿开始研究产品的种类，鲜红
薯、烤红薯、冰凉烤红薯、切块红薯
等新产品不断出现。

作为新农人，陈毅鸿打破传统
模式，不断创新技术，带动传统产
业新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
活力。

红薯达人陈毅鸿：

小红薯做出小红薯做出大产业大产业

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提质增效项目建设
叶毓带队督导推进农综改项目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
兴”。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要素支撑，更离不开本土人才的培育。漳浦是农业大县，水产、花木、
食用菌、茶叶、水果、蔬菜等优势产业竞相发展，名优果蔬、生猛海鲜应有尽有。近几年来，传统
农业大县漳浦涌现出了一批新时代的新农人，“新新农人”一改父辈们“看”天吃饭、“等”市场赚
钱、“盼”技术创新等旧观念，将先进的经营模式、独创的技术、精湛专业的知识带进乡村，既用

“心”，也用“新”，带动产业“兴”。如今，这些“新新农人”已成长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在漳浦这
片广袤的热土上谱写自己的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