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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村干部上学长本领

为乡村振兴做支撑
初春时节，走进溪坂村，村貌焕发生机，

新风扑面而来，一幅村景美、产业旺、文旅兴
的乡村振兴锦绣画卷正在绘就。

溪坂村是省乡村振兴试点村、省级乡村
治理示范村。溪坂村党支部书记翁国兴是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2017 级新农班优秀学
员，曾在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开启他的“充电”
之旅。“进入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新农大专班，
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通过三年的学习积淀，
我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认识，积累了更多成
功经验，为带领村民发展特色苗木产业打下
坚实的基础。”翁国兴说道。

如何将书本中来，用到实践中去？翁国
兴现场教学，为新农班的学弟学妹们解开了
溪坂村的“变美”秘籍。

第一招，发展“美丽经济”，助农增产增
收。翁国兴带大家参观溪坂村“花木一条
街”、茶花专业园和万樟园，详细介绍了“前
店（花木展示店面）后基地（花木种植基地）”
庭院模式，这里打造了“花木产业+文旅+电
商”一条街，为村民创造了一个线下线上的
同步花木交易平台。

花卉苗木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翁
国兴说，2022 年，受市场环境变化影响，花

卉苗木的需求大幅减少，溪坂的花卉产业进
入疲软状态，花农的收入也受到严重影响。

“溪坂花卉行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岔路口，到
底如何转、往哪儿转？”这是溪坂村村“两委”
以及当地乡贤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学习的经历拓展
了翁国兴的视野，也让他有了对市场敏锐
的洞察力，最终促成了溪坂村的再次转
型。“在村‘两委’带领下，以茶花专业园和
万樟园为代表的农户，由种植风景大树向
培养盆景、微景观转型，开始着手为别墅庭
院、屋顶花园、露台等室外场所打造‘私人
订制’园林，打造‘庭院景观’样板。”翁国兴
说，他们从卖树到卖设计，从单纯的种植到
培育、设计、施工、养护一条龙服务，产值提
升了约 30%。

第二招，打造“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
兴。溪坂村村“两委”将污水管网改造和人
行步道设计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让乡村面貌更美丽、群
众生活更幸福。“这些先进理念与漳州城市
职业学院持续发力，发挥人才优势、专业优
势和资源优势，做好育后跟踪服务分不开。”
翁国兴说道。

2022 年，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漳浦县
官浔镇溪坂村签订校村合作协议与基层党
组织共建等协议。学院把溪坂村作为“创
建学习型乡村 构建村终身教育体系”项目

实验点，发挥专业优势，提供师资支撑，在
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等方面，通过开展家庭
教育、镇村干部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等形
式，持续开展全民终身学习实验校溪坂村
项目点系列活动，协同构建农村终身教育
体系，促进职业教育融入乡村社区治理，助
力乡村振兴。

创新求索，喜报传来。学院在溪坂村开
展的家庭教育直播，获得漳州市2022-2023
年度十大网络公益项目殊荣；溪坂村学习型
社区创建工作，获评 2023 年福建省终身教
育提质培优实验项目。

看 田间地头现场教学

为农业产业提升助力
溪坂村村民魏碧芳，既是漳城院 2024

级新农班学员，又是苗木基地的户主。
活动中，林晓红教授带领高素质农民班

的学员们深入魏碧芳夫妇创办的紫薇苗木
场——中欣紫薇园基地看到，该苗木场把中
式庭院元素融入到树形中，培育出“单杆标
准分枝”“单杆低分枝”“斜飘”“丛生”等异型
紫薇树，花色包括天鹅绒红、紫色花和粉白
色花等。发展至今，苗场面积已达到 400
亩，拥有4个生产种植基地和2个直销基地，
年产值约2000万元。

作为苗木生产大户，魏碧芳夫妇在生产
经营中仍存在着很多困惑——如何防治病
虫害？如何提升苗木基地商业模式运
营？……林晓红教授团队组织现场的农民
学员，针对中欣紫薇园基地进行了一场深入
的“头脑风暴”，从营销手段的创新与病虫害
的防治等方面与魏碧芳夫妇达成了合作意
向。2024级学员纷纷表示，这种“学员基地
展示+田间课堂头脑风暴”的现场教学模
式，使他们能够交流互鉴，博采众长，为日后
的经营发展指明了方向。

悟 借鉴台湾农创园经验

为促进闽台融合发展赋能
闽台农业交流合作是福建农业的特色，

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亮点。一直以来，漳州
城市职业学院与优秀台资企业建立了良好
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作为一二三产融合的典
型台企代表，位于漳浦县前亭镇的蜜原生态
农场，充分展现了乡村振兴实践的成果。

学员们跟随台籍专家詹畯泽与阿龙走
进园区近距离参观长条桑葚、澳洲茶树、莲
雾、玉女番茄、凤梨等种植基地以及包装车
间。据介绍，自2006年落户漳浦后，农场就
践行与大地共生共荣的绿色生态种植理念，
用有机肥代替化肥，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实
现增产增收。

在莲雾种植区，两位专家详细讲解了莲
雾的产期调控、反季节催花等技术，采用环
割及修剪后覆盖黑色遮阳网等方式，他们把
莲雾种植区分成三个小区，按照剪枝、开花、
坐果、成熟、采收的生长阶段，大大延长了莲
雾的产期，提高了农产品竞争力。蜜原农场
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经营模式让学
员们纷纷表示受益颇多，“我们认识到绿色
可持续发展对增产增收的重要作用，为我们
今后发展绿色农业提供了学习样板。”

着力培育高素质农民，为推动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是漳州市属全日制公办高职院校，2014年园
艺技术专业荣获央财支持重点建设专业，
2015年获批福建省新型职业农民专科学历教
育培训基地。学院精准对接闽南地区产业需
求，致力于培养具备园艺技术专业知识和实
践技能的人才，为闽南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

☉本报记者 陈慧慧
通 讯 员 柯毅湧 郑 敏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全国中
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新增 39家单位。漳
州卫生职业学院名列其中。

“2021 年，学校成为福建省中医药文化
宣传教育基地。我们乘势而上，弘扬中医药
文化。奋进路上，我们每一步都迈得坚实。”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药学院院长王小平说，学
校围绕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
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功不唐捐，终于跨入

“国家队”行列。
“站在新起点，我们倍感使命光荣，责任

在肩。”漳州卫生职业学院科技处处长付达华

说，近日，学校刚主办第二届闽台青草药文化
学术研讨会。两岸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
和交流青草药文化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这是跻身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后，

学校开展的首次高规格中医药文化活动。”

配置过硬见实力

占地50亩，呈现“十区一园一堂”的格局。
走进药用植物园，立体的《神农本草经》（序
录）映入眼帘。园区以药用植物为核心，集植
物栽培、研究、开发及展示等多功能于一体。

“这里是教学、实训及科研的重要基地，是我
校中医药文化宣传的重要窗口。”王小平说。

此外，漳州卫生职业学院还建有药学科
研平台、中药标本馆和附属国医馆。学校开
展中医药文化宣传的场所总计34173.5平方
米，年均开放时间约350天，展品约1000件。

凸显中医药主题，遵循“突出特色、学科
交叉、协同合作、服务区域”的方针，学校以现
代中药为研究方向，突出漳州特色传统炮制
技术等研究，不断完善药学科研平台建设，为
教师发展提供快速通道，同时服务各大企
业。记者了解到，该校药学科研团队先后承
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技术服务企业
14家。校企共订人才培养规格与水平，建立
基于现代学徒制、二元制、订单式人才培养模
式，近三年中药类技术培训8000多人次。

多元活动接地气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曾承办漳州市中药传统技能比赛、漳州市中药
炮制职业技能比赛、漳州市药膳制作技能大
赛、漳州市中医药针灸推拿适宜技术技能竞
赛、漳州市海丝国际中医药文化论坛暨闽台中
医药产业大会等大型市级中医药文化活动。

“当然，为推动中医药融入百姓生活，我
们近年也打造了一系列接地气的品牌活
动。”漳州卫生职业学院中医与康复学院院
长李淼说，“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涵盖了古代
名医故事、四季养生保健、八段锦演练、香囊
制作、推拿按摩等系列拓展课程，为中医药
的传承、发展储备后续力量。“中医药文化进
社区”通过开展健康讲座、社区义诊服务等
形式，广泛开展慢性病防治、中医养生保健
等科普宣传，提升公众健康素养。

值得一提的是“小中医·大健康”“奔跑吧·
小神农”等亲子活动，将孩子和家长请进高职
校园，通过画穴位、脸谱、制作香囊和识百草，
探索中医药启蒙教育。“这些活动全部由学生
策划、筹备和开展，教师只起指导作用，有效

提升了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李淼说。
“原来中医药也可以很潮！”学校创设了独

特的“小杏虎”文化 IP，并制作多款文创产品；
构建云上标本馆，开发包括61种原药材、51种
中药饮片等112种三维模型数字标本，且每种
标本配备图片浏览、百科知识链接等内容。拍
摄314种中药材实物图片，每味中药配以药品
名称、别名和药材的功效作用等内容。

对外传播显自信

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漳州
卫生职业学院 2023年举办了“中文+卫生健
康研习”活动，开展中国传统康复技术、运动
防护技能、医学检验技术以及中医药文化体
验等专业实践体验。“来自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坦桑尼亚三个国家的共计11名运动员参
加了为期5天的研习班。我们的学生与运动
员交流频繁，展现了漳卫学子良好的风采。”
李淼说。

推动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学校与坦桑
尼亚大学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培训；接待马来
西亚拿督一行开展中草药文化交流；与泰国
格乐大学开展合作交流，建立岐黄学堂。

“作为一所医学高职院校，弘扬中医药
文化，我们责无旁贷。”王小平说，学校将立
足漳州地区大健康发展规划，以闽南中医药
文化为特色，再接再厉，不断深化内涵建设，
拓展中医药文化传播功能和服务功能，在岐
黄薪火传承中跑好新时代的“接力赛”。

☉本报记者 黄舒哲
通讯员 李陆红 郑晓洁 文/供图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跻身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传岐黄薪火 谱杏林华章

漳州卫生职
业学院开展亲子
活动，探索中医
药启蒙教育。

近日，漳州城市职业学院2024级高素质农民园艺专业大专班开展田间实践教学，
把兴农知识“传真”到田间地头，着力提升农村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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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师大一成果荣获
福建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陈秋

燕）近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
2022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闽
南师范大学林福财教授负责的《拓扑代
数与最优传感器布局的广义度量和映射
方法》获得最高等级奖项——2022年度
福建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实现学校在
自然科学领域研究新的突破。

该项目在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持
续资助下，由闽南师范大学林福财教授
与宁德师范学院林寿教授、苏州大学恽
自求教授共同完成。项目组围绕仿拓扑
群和可修正空间理论中的度量化问题、
覆盖性质问题和映射问题等，利用广义
度量与映射方法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
解决了拓扑代数和无线传感器网络最优
布局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获得一系列在
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和高度认可的创新性
成果。相关成果将被应用于集拓扑学、
拓扑代数、无线传感器网络方面等研究
领域。

4月14日，漳州城市职业学院2024级高素质农民
园艺专业大专班农民学员在园林园艺系主任林晓红，
班主任林文忠博士，专任教师柯毅湧的带领下，前往漳
浦县官浔镇溪坂村、漳浦县的中欣紫薇园基地和蜜原
生态农场，开展一系列“接地气”的田间实践教学，让教
学“触角”延伸到基层，变书本上学为现场讲。

服务“三农”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自2016年起，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连续培养了九届高素质农民班，经
过不断创新理论体系和培育实践，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高素质农民的培养体系，为闽南地区园艺产业发展的
高素质农民培育，提供了漳城院方案。经过多年的校
内实践检验与推广，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园艺专业高素
质农民大专班已累计培养461人，在校学员达287人，
通过学干融合、战训一体，培养的高素质农民活跃在乡
村大地，使有想法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得以建功立业、
大显身手，为乡村振兴助力。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2017 级新农班翁国兴介绍
溪坂村庭院经济模式

蔡文原 摄

◀台湾农业专家詹畯
泽介绍莲雾栽培技术

蔡文原 摄

本报讯（记者 苏
水梅）2024年漳州体育
中考今日上午开考。
从今天起，全市初三考
生将有序奔赴考场，在
考场上挥洒汗水，绽放
青春活力，展现健康体
魄。

今年的体育中考，
我市约有 6.2万名考生
报名，每位考生必须在
半天内完成除游泳以
外的所有项目考试，成
绩方可认定有效。全
市共设三个考区、12个
考点，目前全市各考区
考点考务、保卫、后勤
（含医疗救援）等工作
小组已准备就绪。为
确保考试顺利实施，各
考区考点主动对接当
地公安、电力、网络通
信、卫生健康、交通运
输等部门，协同做好相
关安全、后勤服务、应
急保障等工作，全力营
造 良 好 的 考 试 环 境 。
考试期间，市直考点，
医生和急救车辆在考
场外时刻待命，为考生
的健康安全提供保障。

据悉，今年我市体
育中考在往年采用电
子化技术测试的基础
上，部分项目采用AI智
能测试技术，进一步减
少人工执裁环节，提升
执裁的客观性和准确
度；考前通过人脸识别

技术，完成考生身份验证，杜绝冒名顶替
现象；考试过程中无死角监控，视频可回
放，成功避免了以往人工计时计数可能
存在的漏洞和争议；考试结束后自动保
存考生成绩和考试视频，完成云端保存，
提高了考试成绩记录的准确性和工作效
率，从源头上保证了考试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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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