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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静芳）昨日，来自全国
各地的“荔枝使”在漳州吹响了“集结号”。
在第二十三届中国（福建）荔枝龙眼产销对
接活动上，国内行业专家、大型水果批发市
场、知名连锁商超、电商平台、加工企业代
表，以及来自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的荔枝
龙眼生产者汇聚一堂，携手拓展市场，推广
优质荔枝龙眼品牌。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袁忠贤，副市长兰万安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由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四
省（区）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以“荔香四
海·龙眼传情——产销对接，共谱新篇”为
主题。活动覆盖精品展示与品鉴、产销精准
对接、品牌推介、电商直播与数字营销、专
项论坛等产业链全链条。活动期间，国家荔
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华南农
业大学园艺学院院长胡桂兵介绍荔枝龙眼
行业发展动态，四省（区）农业农村部门相
关领导作主题发言。活动还现场推介四省

（区）荔枝龙眼区域公用品牌。
当天，精品荔枝展区成为整场活动的

“热门打卡点”。展区集中展示了糯米糍、白糖
罂、挂绿、澄迈无核荔枝、陵水荔枝、海口火山
荔枝、仙进奉、井岗红糯等优质荔枝品种。来
自漳州的20余种荔枝优新品种一亮相，就吸
引了各地客商、行业专家等与会人员前来驻
足与品鉴。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期待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打通生产、流
通、消费全链条，推动福建荔枝龙眼产业向绿
色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据了解，自 2003 年起，福建、广东、广
西、海南四省（区）农业农村部门就已开展
跨区域合作，每年轮流举办荔枝龙眼产销
对接活动。这四省（区）作为我国热带、亚热
带水果主产区，荔枝龙眼产量占全国总量
的85%以上。漳州荔枝龙眼种植面积、产量
均居福建前列，其中荔枝种植面积约占全
省88%，龙眼种植面积占福建30%以上。

打通从“田间到舌尖”的高效流通渠道

全国各地“荔枝使”在漳携手
本报讯（翟边）当前，正值漳浦荔枝上市

高峰期。昨日，漳浦县委主要领导在现场办
公，解决荔枝产销问题时，号召全县行动起
来，“决不让一颗荔枝烂在树上”。

漳浦早已打响这场荔枝“促产销”的战
役。连日来，政府统筹协调、企业扛起担当、
农户积极响应、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推动漳
浦荔枝“卖得出、卖得快、卖得好”，助力广
大果农增产又增收。漳浦在一周内连续召
开三场购销专题座谈会，一环紧扣一环，打
出一系列组合拳，为广大果农拓宽渠道、纾
困解难。

位于大南坂工业园的漳浦达川食品
公司快速响应，迅速与基层乡村收购点取
得联系，搭建起荔枝购销的助农网络。公
司已在高新区、南靖租用场地和冻库，已
累计收购荔枝超两千吨，用于荔枝原浆的
生产。根据计划，公司将力争收购两万吨
荔枝。

在荔枝购销一线，除了忙碌的果农与收
购商，还有深加工企业代表及网红达人的身
影。在绥安镇，网红达人们围绕古树荔枝和
收购场景展开创作，将源头好果与果农故事
第一时间呈现给广大网友。知名抖音博主、
黑人小哥“Joe”也参与进来。他表示，将尽快
通过直播间，向全世界讲述漳浦荔枝的故
事，为荔枝销售尽一份力。

在旧镇镇，第九届中国漳浦・乌石荔枝
采摘季活动已于昨日热闹开启。活动涵盖
助农产业签约、荔枝大王评选等等。漳浦顺
丰与旧镇镇农产品产业协会签约，将在荔
枝冷链运输、电商配送方面合作，打通“枝
头到舌尖”通道，助力农产品外销。

在拓宽销售渠道、打响荔枝品牌的同
时，漳浦还积极向果农群众宣传最新政策，
及时公布市场价格信息，并探索创新型物流
模式，着力破解果农寄件成本贵等困境，进
一步实现降本增效。

“决不让一颗荔枝烂在树上”

漳浦发出“促产销”动员令

丰产不丰收、甜蜜成负担。每年夏天，荔
枝龙眼等水果“集体出动”，“金果子”常常变
成了“烂果子”。让果农们“心慌的荔枝”，如何
才能变成“心安的荔枝”。

昨天，两则关于荔枝的新闻，都发生在
漳州。一则是漳浦未雨绸缪，及早启动，发
出了“决不让一颗荔枝烂在树上”的动员，
汇聚各方资源力量，为广大果农拓宽渠道、
纾困解难。一则是中国（福建）荔枝龙眼产

销对接活动中，漳州20余个荔枝优新品种
一亮相，就牢牢吸引了各地客商、行业专家
的目光。

这两则新闻，一方面点出了现状——
一些地区依然面临着“卖荔枝”的挑战；
一方面给出了答案——优新品种的荔
枝，不缺市场；同时也抛出了问题——我
们的荔枝优新品种，如何及早“飞上”广
大农户荔枝树的枝头，打破产地的“单一

品种依赖症”？这些年，我们常能听到巨
美人、仙桃荔、仙进奉、观音绿等新品种，
但市场上见得最多的，还是兰竹、乌叶等

“老面孔”。从什么时候开始，卖荔枝不再
需要“总动员”，那荔枝才能真正成为“心
安的荔枝”。

期盼这一天及早到来——荔枝丰产的
“大年”，也能成为果农丰收的“大年”。

⊙金语

期待“心安的荔枝”
被誉为荔枝界“杨

贵妃”的“巨美人”，如
鸡蛋大小的“仙桃荔”，
有蜜香味的“仙进奉”，
自 带 桂 花 香 气 的“ 桂
味”，身披绿袍的“观音
绿”，身价不菲的“冰
荔”……

步入第二十三届
中国（福建）荔枝龙眼
产销对接活动现场，空
气里弥漫着浓郁的甜
香。我市 20余种荔枝优
新品种依次排开、同台
竞妍，大小不一、红绿
相间，碰撞出奇妙的视
觉盛宴，宛如一座“甜
蜜基因库”。这些鲜果
一亮相，就吸引了各地
客商、行业专家等与会
人员前来驻足与品鉴。

“尝到第 6 种就吃
不下了，可眼前还有这
么多没试过！”现场，一
位专程赶来的果农一
边拿着手机拍照，一边
笑着品尝道。另一名参
与者则兴奋地拉住同
伴：“快来尝尝！太多口
味了，真是大饱口福和眼福！”

在琳琅满目的展示区里，数十颗鲜红的
心形果实娇俏玲珑，引来众人围观。这正是新
晋“明星”——“福荔1 号”。该品种由我市农
业农村局农技站、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
体系漳州综合试验站、壕山家庭农场、果农
薛惠明等联合自主选育，属于中晚熟品种，
品质优异，焦核率达 100%，可食率 79%，单
果重约 23 克，亩产达四千斤以上，具有丰
产稳产等特点。该品种多年来在漳浦县多
点试验，并于 2023 年投产，今年实现丰产。

“今年预计地头价在每斤 40 元左右，我们
正在申请品种认定，它的推广种植将进一
步优化调整全市荔枝品种结构，促进果农
增收。”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漳州综
合试验站站长、市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
蔡建兴介绍。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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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邱丹燕 通讯员 薛山）
6月 28日，漳州市食品科学研究院科研楼正
式启用，标志着漳州市食品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迈上新台阶。

这座现代化科研基地坐落于闽南师范
大学圆山校区，总建筑面积达 3000平方米，
共六层，集食品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检测分
析于一体。其中，一楼为中试实验室，主要承
担食品产品的工业化生产试制验证功能；二
楼为仪器分析实验室，专注于运用先进设备
对食品成分、结构、物性等进行精准分析检
测；三楼为理化实验室，负责开展食品基础
理化性质检测和分析工作；四楼为发酵与微
生物实验室，致力于食品发酵工艺、微生物
安全检测和菌种开发研究；五楼为食品工艺
实验室，专门用于各类食品加工工艺的开
发、优化和创新；六楼为办公区域，为科研人
员提供日常办公和学术交流场所。

据了解，自去年 6 月 28 日成立以来，漳
州市食品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食科院）紧
扣漳州“9+5”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在科技
创新与产业融合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目前，
食科院已获批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
目 6 项，研发经费突破 1100 万元，协助企业
解决技术难题 10 余项，开展专业培训 200
余人次，绘制全市首张食品加工产业垂直
树状图，充分展现了研究院服务产业发展
的能力。

食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科研楼的启用，
将进一步提升漳州的食品研发能力，食科院
将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为漳州食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打造闽南食品科技创新高地

漳州市食品科学
研究院科研楼启用

第二十三届中国（福建）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现场推介各类荔枝 本报记者 张旭 摄

6月的塞内加尔，见证了一场跨越五十载的医学
重逢。近日，主要由漳州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国第 20批
援塞内加尔医疗队来到中塞合作“老根据地”——济金
绍尔，带去中医知识，在济金绍尔阿萨内·塞克大学掀
起“中医热”，相关活动被塞内加尔国家电视台报道。

济金绍尔是中国援塞医疗队最早的“根据地”，
1975年，首批中国援塞医疗队来到塞内加尔，就驻扎
在济金绍尔。当地百姓对中国医疗队有着特殊的感情，
甚至把当年中国医疗队入驻的医院称为“中国医院”。

今年 5月，医疗队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办首
期“中医出海——培训百名海外中医爱好者”活动，吸
引塞内加尔 30余名康复从业者和达喀尔大学医学生
参与，现场反响热烈，互动踊跃。6月，医疗队走进济金
绍尔大学，开启为期三天的深度培训。

培训中，漳州医生庄晨手持艾条与火罐，向年轻的
非洲学子展示艾灸温通经络、拔罐祛除湿寒的东方智
慧。在亲身体验中医的独特疗效后，学员 Mouhama⁃
dou Moustapha Thiam感叹：“这和我们在医院学的完
全不同！”

学员 IvoneDiatta对八段锦很感兴趣，主讲医师将
八段锦拆分讲解、配图示范，帮助学员掌握要领。“锻炼
前浑身僵硬，练后身心舒畅。”IvoneDiatta说。

此次培训课程系统全面，紧密贴合当地需求。“望
闻问切”与“阴阳调和”引发学员浓厚兴趣；拔罐实操环
节，学员分组互练，掌握“快、准、稳”要诀；医疗队还以
真实病例开展诊疗示教，巩固学员学习成效。

达喀尔大学康复系 Diagne 教授赞叹培训让抽象
理论“触手可及”。圣路易医院康复治疗师Fall Amet驱
车 6小时赶来培训，并希望医疗队到其家乡办针灸培
训。济金绍尔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行政主任Ma⁃
ria Bety Manga期待培训延续。在结业仪式上，学员们
手持证书围在中国医疗队旁，用新学的中文齐声道出
心声：“我爱中医。”

“我们的目标是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中国第
20批援塞内加尔医疗队队长杨毅国表示，传播中医文
化不仅是技术分享，更是中塞友谊的桥梁。

漳州医生在塞内加尔
掀起“中医热”

⊙本报记者 杨婉真

本报讯（记者 沈小琴）6 月 28 日下
午，“红色薪火·永续相传”——李庆益老
兵捐赠仪式在正兴养护院举行。96岁高
龄的抗战老兵李庆益将其珍藏数十年的
个人荣誉徽章、立功证书、手稿、相片等
20件珍贵藏品捐赠给毛主席率领红军攻
克漳州纪念馆。这些藏品将作为重要历
史见证，在纪念馆永久保存并展出。

捐赠仪式现场，来自龙师附小的少先
队员代表向李老佩戴红领巾、敬
献鲜花，并送上亲手制作的
礼物。学生王若凝将自
己书写的“终身不悔是
军旅 永不褪色是军
心”书法作品赠予李
老，表达对革命前辈
的崇高敬意。“李爷爷
的革命故事，让我懂得
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王若凝告诉记者。

李庆益 14岁投身革命，成为鲁南铁
道游击队最年轻的战士，亲历了“爬火
车、搞机枪”的游击岁月。1945年，他参与
迫使千余名日军向仅有百余人的游击队
投降的传奇战役；还单枪匹马跳上日军
运输车逼降敌人。解放战争中，他在泗水
城血战三天四夜，所在连队仅 50余人幸
存；济南战役中与死神擦肩而过，开封战
役中右手重伤致残，却以惊人毅力练就
左手战斗生活的本领。1952年退伍后，李
庆益刻苦求学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投
身国防科研事业，后扎根漳州基层工作。

“李老捐赠的物品贯穿了他整个革
命生涯，特别是记载着一等功、二等功的
立功证和各类勋章尤为珍贵。”毛主席率
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负责人林登山表
示，近年来，纪念馆持续收集革命先辈的
历史物件，已收藏多位革命先辈的珍贵物
品。此次李庆益捐赠的物品，将进一步丰
富馆藏资源。据了解，纪念馆策划的纪念

抗战 80周年专题展“烽火丹心——漳
州抗战人物群像与历史

回响”已在中共福建
临时省委旧址开
展，展期将持续
至 10月 31日，
届时这些收集
的见证物将会

在展览及配套的社教活动中集中呈现。
李庆益的儿子李勇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父亲的这些物品放在家里可能
只是家庭记忆，但捐赠给纪念馆就能成
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全家人
的共同心愿。”

此次捐赠的物品中，还包括李老亲笔
记录的押解日军投降、百姓支前等珍贵历
史场景的手稿。林登山表示，将以此次捐赠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革命先辈历史物件的
保护利用，让红色血脉得以赓续。

本次捐赠仪式由毛主席率领红军攻
克漳州纪念馆主办，漳州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漳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芗城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正兴新来福养护院、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协办。

96岁抗战老兵李庆益捐赠珍贵藏品

“创新力”变“生产力”
——科技创新点燃发展引擎

◀第四版▶

▲李 庆 益
捐赠的藏品

▶师 生 们
向李庆益敬礼

本 组 图 片
由本报记者
沈昊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