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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炜艺 见习记
者 杨雨寒）7月 19日，中国残联宣
文部主任郭利群一行来漳调研残疾
人文化工作。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
事长郑海生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长泰区
图书馆、市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
中心，实地察看盲人阅读室、残疾
人作品展示厅、残疾人事业展示
厅等建设情况，同时还看望了漳
州盲人作家吴可彦，与其座谈交
流，鼓励他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继
续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讲
好残疾人故事。

调研组对我市近年来残疾人
文化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

分肯定。调研组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
述，不断深化残疾人文化服务工
作，推进残疾人文化事业高质量发
展。要着力推动残疾人文化服务提
质增效，加强残疾人文创产业基地
建设，同时要建设和利用好盲人阅
览室等文化阵地，切实保障好残疾
人文化权益。要提升残疾人文化产
品供给力度，推进残疾人参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努力打造一批有特色的残疾人
文化品牌，不断满足残疾人的精神
文化需求。

中国残联调研组来漳
调研残疾人文化工作

本报讯（记者 郑斯楠 实习生
朱慧娟）7月19日，市政府召开全市
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推进会，贯
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落
实上半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分析会
工作要求，加快推进全市生态环境
保护重点工作，全面部署下半年全
市生态环境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廖卓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提高政治站位，牢记“国之大
者”，更加自觉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责任，持续推动全市生态环境
质量稳步提升。

会议要求，要紧盯年度目标，认
真落实党政领导生态环保目标责任
书要求；要抓住主要矛盾，重点解决
主要考核指标落后问题和上级关注
的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要坚持
管治并举，下更大力气抓好生态环
境治理工作，切实提高治理项目实
效；要注重统筹协调，实现生态环保
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质量双赢。

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全市生态环
境质量状况、市级重点盯办问题整改、
平和花山溪饮用水水源地问题整改、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2023年“蓝天、碧
水、净土、碧海”四大工程行动计划等
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相关县（区）、开发
区（投资区）作了工作发言。

全市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
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立平 见习记
者 黄天航）7月 19日，全市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视频会议召开，贯彻
落实全国、全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市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领导小组组长廖卓文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是党的二十大后开展的首次国
情国力普查。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
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
折不扣做到科学普查、依法普查、

为民普查，确保高质量完成普查任
务。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新形势下做好五经普工作
的重要意义；要坚持数据质量第一
原则，坚持依法依规普查，抓好试
点示范，创新普查方式，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牢牢守住五经普数据质
量生命线；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
组织领导、协同配合、宣传动员，夯
实基层工作力量，为五经普顺利推
进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通报了我市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准备工作情况，市委宣传部、
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和芗城区
政府、漳浦县政府等作了工作发言。

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视频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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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长泰区

龙文区

龙海区

芗城区

得分
89.7↑

84.17↑

71.87↑

70.85↑

排名
1

3

4

5

街道
武安镇
颜厝镇
九湖镇

碧湖街道
步文街道
蓝田街道
景山街道
朝阳街道
郭坑镇
石码镇

通北街道
东铺头街道
西桥街道
芝山街道
南坑街道
新桥街道
巷口街道
石亭街道

考评分
80.72
78.5
80.17
86.95
85.21
76.78
79.05
80.4
61.33
69.25
75.67
68.67
73.38
66.14
67.24
63.52
68.46
53.4

加分项
6
6
4
8
8
4
4
2
0
2
4
4
4
2
0
2
0
0

扣分项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3

-0.5
0
-1
-2
0

材料分
29
26
25
30
29
30
28
26
15
22
23
26
22
26
26
25
22
16

考评得分
89.7
85.15
83.92
96.47
94.25
86.54
86.13
83.68
57.93
71.87
77.37
76.87
74.06
73.35
73.07
70.17
68.52
53.38

总排名
3
6
7
1
2
4
5
8
17
14
9
10
11
12
13
15
16
18

区排名
-
1
2
1
2
3
4
5
6
-
1
2
3
4
5
6
7
8

高新区 84.54↑ 2

从各区街（镇）的排名情况来看，承担唱主角作用的
街（镇）工作推力不平衡，前五名依次为碧湖街道、步文
街道、武安镇、蓝田街道、景山街道，后三名分别为巷口
街道、郭坑镇、石亭街道。从考评结果来看，区域化考评
排名首位更迭易主，长泰区夺得第一名，高新区发力赶

超，名列第二，龙文区成绩退步，屈居第三，龙海区和芗
城区变化不大，分别位列第四、五名。（箭头指向为与上
月成绩对比）
漳州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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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7 月 18
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沈茂欣带队深入芗城区浦南镇，开
展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乡村
振兴“十镇百村”建设情况调研。

今年来，浦南镇立足优势、深挖
潜力，着力打造特色产业发展格局，
以品牌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取
得累累硕果。在浦南镇宏道村荔枝
产业园、乡村振兴“一藤慢道”项目、
陈元光文化园等地，调研组一行实
地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产业发展及
经营现状，并召开座谈会，探讨推进
乡村建设的思路举措。

调研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对“千万工程”的重要
批示精神，紧扣“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扎实推进“十镇百村”行
动。要深耕“一村一品”，立足资源
禀赋，大力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新模式，不断拓展新业态、新市
场、新空间，以产业振兴促进农民
和村集体增收。要凝聚合力，切实
贯彻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领导体
制，建立健全上下贯通、一抓到底
的乡村振兴工作体系，推动乡村
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立足禀赋 深耕拓展 全面推进
市领导深入芗城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在漳州科技小院有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厚植爱农情怀，勤练兴农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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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小院，由高校教师担任首
席专家，硕士研究生为主力军，常
驻农村生产一线，是集农业科技创
新、示范推广、人才培养和社会服
务于一体的基层科技服务平台。

科技小院虽小，依托的是涉农
高校的教育、科技、人才力量，孕育
的是广袤乡村的美好未来。教书与
育人、田间与课堂、理论与实践、科
研与推广、创新与服务，在科技小
院得以紧密结合。

近日，第五批“福建省科协科技
小院”名单公布，龙海杨梅科技小
院、南靖金线莲科技小院榜上有名。

至此我市共有平和蜜柚、云霄
杨桃、长泰红心火龙果、漳州水仙
花、诏安青梅、龙海杨梅、南靖金线
莲等7家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长什么样？又是如何
发挥作用的呢？带着问题，记者探
访我市两家科技小院，去了解青年
人才是如何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
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在广袤的田
野落地生根。

▲在漳州水仙花科技小院，专家带
领研究生到试验田察看欧洲水仙生长
情况。 本报记者 蔡楠楠 供图

▶在平和蜜柚科技小院，研究生
在做蜜柚叶面镁肥相关试验。

本报记者 蔡楠楠 摄

科技小院作为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综合体，一方
面要培养具有知农爱农情怀和强农兴农本领的学生，另
一方面也要用科技力量解决产业的难点痛点，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漳州水仙花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97%以上。漳州市中心城区南郊圆山脚下 3600 余亩的
土地是漳州水仙花的原产地。“漳州人种了 500 多年
水仙花，这片土地的肥力有所下降，这是漳州目前水
仙花种植效益高不起来的原因。”吴少艺一语中的，
道出漳州水仙花产业瓶颈。张玉森补充道：“这也是
漳州水仙花科技小院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尝试
对水仙花种植区的土壤进行修复与改良，以提升种

球品质和商品球生产效益。”
2022年的种植季，小院团队着手开展水仙花种植

区土壤改良研究。“刚开始，农户们不相信我们。”张玉森
说，农民改良土壤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对于小院团队的
方案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2023年 6月，在小院团队的
精心培育下，三亩土壤改良试验田迎来大丰收。张玉森
介绍，“未经土壤改良的地块种出的水仙花球有 50%是
三级品标准，而经改良后的土壤种出的水仙花球达二级
以上品级的比例超90%，提升效果显著。”

看着试验田里又大又饱满的水仙花球，农户们跃跃
欲试，纷纷前来咨询。

农户信任，这为未来工作打下了好基础。张玉森说，
除了提升水仙花种球品质的栽培技术研究和推广外，未
来科技小院还要肩负起水仙花特色种质资源引进与创
新的任务，要为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服务、农村科学普及
和多种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试验田迎来大丰收试验田迎来大丰收

从漳州的科技小院出发，记者发现，越来
越多的年轻学子俯身田间，致力于推动新技
术、新成果转化落地。

在平和蜜柚科技小院，来自福建农林大
学的 2022 级硕士研究生黄思宇正在实验室
里整理烘干的蜜柚叶片。“我的目标是通过我
的研究帮助农户收获更多更好的柚子。”黄思
宇的研究课题是蜜柚实生苗叶片对硝酸镁和
硫酸镁的吸收机理及硝酸镁的伤害机制，以
求找到一个为柚子提供叶面镁肥又不伤害叶
面的最佳浓度。来自黑龙江的她在导师的带
领下第一次接触了蜜柚，并于2022年加入平
和蜜柚科技小院。

平和蜜柚科技小院院长金梦杰介绍，平
和蜜柚科技小院从2016年成立至今，已有45
名硕士研究生参与开展蜜柚相关课题研究工
作，其中已毕业 24名，在国内外期刊上共计
发表与平和蜜柚相关学术论文50余篇，研究
生被评为中国农技协优秀研究生7人次。

在黄思宇眼中，科技小院是实践的“大课
堂”。他们在导师的带领下，到田间实地调研，
零距离观察蜜柚的生长；去农户家里走访，学
习他们经年累月总结出的蜜柚种植经验……

同样，漳州水仙花科技小院院长张玉森
也整天“扎根”田间地头、埋头苦干。作为山东
人，张玉森在读研之前并不认识水仙花。“初
到小院，就是跟着老吴到田里参与水仙花种
植，与农户交流。”张玉森口中的“老吴”，是圆
山水仙花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顾问吴少艺。
吴少艺是拥有三十多年水仙花种植经验的

“本土专家”。在吴少艺看来，在科技小院可以
零距离经历水仙花的完整种植过程，深入了
解到水仙花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瓶颈，这对于
张玉森的课业提升很有帮助。

“在科技小院这个实践大课堂上，不愁没
选题。”张玉森说。不仅在做实验的过程中能
发现新选题，科技小院的依托单位漳州圆山
水仙花发展有限公司还会根据产业发展需要
提出问题。例如，如何缩短水仙花长达三年的
成长周期？如何让水仙花的种球长得更大？张
玉森会根据了解到的产业实际来调整课题，
让研究更有实际意义。

明年，张玉森即将毕业。他觉得，毕业后
无论是就业还是继续深造，科技小院的这段
经历都将给他的未来带来极大帮助。

科技小院遍地课题科技小院遍地课题

如何科学施肥是平和蜜柚种植的关键课题。在平和
蜜柚科技小院成立之后，经专家团队调查研究发现，平和
县蜜柚产区与国际上柑橘优势产区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地
理位置、气候条件很相似，产量水平相当，但施氮量是后
者的6倍。平和县蜜柚产区肥料利用效率非常低，施肥过
程中氮、磷、钾肥过量，而钙、镁等中微量元素缺失。

以往，柚农普遍认为施肥越多产量越高。“特别是在
行情好的时候，不用计较肥料成本，恨不得把肥料铺满
地面。”有着二十多年种植经验的柚农赖月香回忆，

“我与小院团队接触较早，跟着他们进行调查研究后，
我明白了本地柚农不仅施肥超量，而且施肥方法也是
错误的。”

当时，科技小院团队通过察看柚树的根系分布发
现，用于吸收养分的须根主要分布在距离柚树主干 20

至 80厘米处，而当地柚农习惯把化肥施在两树中间或
树冠之外的地方。“平日里，我在移栽柚树的过程中会观
察柚树的根系，小院团队关于根系分布的说法符合事
实。”呈现在眼前的事实让赖月香更加相信，要发展必须
讲科学。按照小院团队指导的施肥方法，赖月香的种植园
里原来每株柚树8公斤化肥用量已经减到如今的2公斤。

赖月香还将自己的 300多株柚子树无偿提供给小
院师生做试验，收获的柚子由赖月香售卖。“试验田里的
柚子确实比较好卖，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赖月香笑着说
道。后来，赖月香夫妇对于改良柚子种植方法分别有了
各自的考量，丈夫想要种出个头大的柚子，她则想让柚
树结出更多的柚子，两人分头做起了试验。如今，赖月香
时常会将种植园里的土壤拿到小院化验，了解土壤缺乏
的元素和所需的肥料，以便进行针对性的施肥，降低成
本的同时还能提高效益。

小院师生提供的技术服务，是赖月香所代表的新型
农民翘首期盼的。而助农增收，正是小院师生们的目标。

双方在科技小院这个平台实现了共赢。

相信科学的力量相信科学的力量

（上接第一版）
以茶起家，深耕一“叶”。台企天福集团已成为集茶叶生

产、加工、销售、科研、文化、教育、科普、旅游于一体的大型
茶企。本次茶会，该企业展示推介了茶饼、茶点、调味人参乌
龙茶等茶叶及茶加工产品近二十种品类。“海峡两岸茶同
根、种同源、艺同师、技同门，可以说，茶是促进两岸融合发
展的有效载体。”天福集团展位现场负责人陈智辉表示。

因茶结缘，扎根漳州。2004年，被优越的群山森林环
境所吸引，台胞曾武宾、周小梅夫妇跨“海”而来，引种台湾
软枝乌龙品种，引进全套台湾茶生产设备，在南靖县船场
镇坑头村海拔 1000多米的山上，种植优质台湾高山茶和
蜜香红茶。目前，该生态茶园种植面积近500亩，年产茶一
万多公斤，并注册“冠钧”茶品牌。其主打的台湾红茶、台湾
高冷茶等产品首次亮相茶会，一“泡”而红。“漳州有乌龙
茶，台湾亦有乌龙茶，二者虽在制作工艺、手法等方面有所
不同，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借此茶会，希望与更多大陆
茶企交流互鉴。”周小梅表示。

品茗话茶，把茶言欢。“通过名茶品鉴，漳州深厚的茶文
化底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精湛的制茶工艺、精致
的泡茶手艺。”来自台湾新竹市的与会台商陈嘉泽表示。

唱好“产”字歌
让茶区变景区变金山

细品乌龙韵味，论“道”产业“丰”景。
业内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紧扣茶会主题主线，建言

献策、培训指导，推动漳州茶产业提档升级。主会场与六个

茶叶主产县（区）分会场直播连线，广大茶农茶企透过茶产
业发展研讨交流会这个漳州茶叶发展的“晴雨表”，以研讨
促学习，以交流促提升，共谋发展新路。

专家“把脉问诊”开良方。如何加快推动乌龙茶产业发
展与漳州茶产业标准化建设？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福
建农林大学二级教授孙威江围绕加快完善茶叶标准化体
系、培养标准化人才、积极参与茶叶标准化工作、广泛征求
标准意见、加强茶叶标准宣传培训、加强与高校及科研机
构合作等方面，提出真知灼见。

学员“各取所需”受益多。“作为龙头企业，我们将积极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坚持抓好3000多亩绿色有机茶园的基
础上，依托世遗土楼‘二宜楼’，深化茶旅融合发展，谋划茶文
化旅游线路，将茶区变景区、茶山变金山，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增收。”福建哈龙峰茶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彬蓉表示。

“文化赋能，打造茶文化 IP，茶产业才更有生命力、市
场力、创新力。”听罢研讨交流会，南靖县珍友明家庭农场
负责人戴玉珍颇有感触地说。早在几年前，她就将福建土
楼故里南靖与当地土楼特色文化、南坑镇枳实花文化等元
素融入茶叶包装设计中。“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探索梳理
挖掘更多非遗文化，将漳州乌龙茶故事与非遗更好结合，
提升茶文化底蕴。”戴玉珍说。

有好茶，更要卖“好”茶。本届茶会专门组织开展为期两
天的直播带货实操、运营等培训，提升茶农茶企“触网”水
平。创新“短视频+直播带货”的方式，在茶会现场设置直播
间，邀请网红主播与本土茶农联袂推介宣传“漳州乌龙茶”
品牌，让“漳州乌龙茶”迅速出圈，以流量提升品牌“声量”。

花样漳州育佳茗 乌龙茶香飘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