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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流水线轰鸣运转，萎凋槽内热气蒸腾，揉捻
机来回对茶青进行翻动加压……这是近日记者在位于社
口镇的福建省红新茶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的制茶一
幕，随着工序渐近尾声，车间内，茶香氤氲。“今年我
们对茶青种植进行源头管控，品质较去年有了大幅提
高。随着茶叶采摘进入高峰期，预计每天干茶产量能有
2000多公斤。”福建省红新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建鸿
介绍。

瞄准绿色化种植，茶叶量、质双升，红新茶业在福
安并非个案。近年来，福安市通过加强茶叶质量安全监
管、加快茶园基地提质改造和茶叶标准化种植，每年完
成茶园改造1000亩，完成省试点县1300亩生态智慧（旅
游） 茶园及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可追溯示范项目和500亩
生态数字化（智慧）茶园示范项目，并出台《进一步促
进“坦洋工夫”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试

行）》《进一步促进“坦洋工夫”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七条措施》等政策，每年安排专项资金2000万元至3000
万元，打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组合拳”。

政策引领有力，福安许多龙头茶企纷纷建立生态茶
园，推行有机种植模式，从源头把控茶叶品质。“我们
对茶青品控非常严。”福建省天华源茶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忠斌说，企业不仅施有机肥、人工除草，还通过设
备更新迭代，做好一杯高品质坦洋工夫红茶。

茶园种植日益“绿色化”，茶农汤徐明深有感触，
“以‘金牡丹’种植为例，我们从不打农药，采摘也靠
人工，不用机器去剪，严格按照茶企要求，这样才能种
出好茶，获得好收入。”

据了解，今年早春降水少，福安市部分山区茶叶采
摘比往年推迟了一周左右，但春茶生产总体形势平稳向
好，市场呈现“优质优价”特点。其中，金牡丹、梅占

等高香品种茶青，收购价同比上涨了15%至20%，高品
质茶青每公斤价格可达 200 多元，是普通茶青的二三
倍。干茶价格也水涨船高，市场订单持续增长。截至目
前，福安已采摘春茶 3400 多吨，产值达 4 亿元左右。

“这几年政府在宣传推广上下了很多功夫，福安花果香
型红茶销路更顺畅了。”福建省红新茶业有限公司销售
经理罗腊妹介绍，今年春茶开采伊始，就有很多新客户
慕名前来，坦洋工夫红茶独特的口感获得青睐，很多客
户表达了和企业进一步合作的意向，“我们目前已经对
接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的客户，也获得了一些订
单，今年我们对获得更多海外订单充满信心。”

黄忠斌与罗腊妹有着相同的感受，“政府大力宣传
推广，我们茶企从源头把控茶叶质量，通过设备更新，
提高制茶技术，坦洋工夫红茶在市场上获得很多消费者
认可，我们有信心将坦洋工夫做得更好。”

春茶加工忙 质优销路畅
□ 陈雅芳

本报讯（秦红丽） 日前，宁德市委
老干部局联合福安市委组织部在大坦
洋片区开展“坚持‘四下基层’、贡献
银发力量”离退休干部助力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行活动，将科技、理论知识
与健康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
口”，用实际行动诠释银发人才
的责任与担当。

活动现场人潮涌动、热闹非
凡。大坦洋片区党员志愿服务队
积极组织片区各村 300 余名群众
踊跃参与。来自宁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闽东医院、福安市公安
局等单位的志愿服务队“摆摊设
点”，为群众免费提供义诊、健
康咨询及反诈宣传、食品药品安
全教育、茶业技术指导等服务。

当天，活动还组织银发人才
参观坦洋村振兴之路主题馆。在
讲解员的带领下，详细了解坦洋
工夫茶的历史发展，探寻习近平
总书记“四进坦洋”留下的爱民
足迹以及近年来在党建引领下当
地村民滴水穿石、摆脱贫困的奋
斗历程。

据了解，宁德市委老干部局
自2021年启动“坚持‘四下基层’、

贡献银发力量”离退休干部助力乡村
振兴志愿服务行活动以来，通过深入
挖掘、广泛吸纳各行各业银发人才，
分类建成1265人的市县两级银发人才
库 。 去 年 5 月 ， 在 市 本 级 和 各 县

（市、区） 分设 10 个银发人才发挥作
用基层联系点，并采取“点单—下单
—接单”服务模式，推动银发人才所
能和党委政府所需、群众所盼精准对
接。

银发志愿服务进乡村
本报讯 （秦红丽） 近日，

在穆云畲族乡虎头村桃园上
空，伴随着螺旋桨的嗡鸣
声，一架装载农药的植保无
人机时而低空穿梭，时而悬
停喷洒，将雾化药液精准、
均匀地洒落在水蜜桃苗木上。

“以前，农户防治病虫害
全靠人工背着沉重的喷雾
器，手动按压喷头喷洒农
药，而且作业时间不统一，
导致病虫害容易反复传播，
防治效果不佳。如今，植保
无人机的使用，不仅提高了
效率，还降低了成本，为果
农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虎
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吴树灿感慨道。

据介绍，与传统的人工
喷洒农药相比，植保无人机
规模作业效率要比常规喷洒
至少高出几十倍，其高度、
速度、喷洒量都可以智能控
制，旋翼产生的向下气流有
助于增加对农作物的穿透
性，使得喷雾更加均匀，防
治效果更好。同时，植保无
人机的使用至少可节约 20%
至 30%的农药使用量，极大
地降低了成本，也能更好地
抵抗病虫害。

“人工喷洒每小时仅能完
成0.5亩，而无人机每小时可
作业30亩，效率是人工的60
倍。”宁德市科技特派员、市
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股负责
人缪颖介绍，植保无人机的
高效率作业既为作物抢到了

最佳用药时机，还避免了农民近距离作业暴
露于农药下的危险。

据了解，福安市水蜜桃种植面积1.2万
多亩，年产鲜果 1.3 万多吨，产值约 1.5 亿
元，小小水蜜桃已成为农民“致富果”。为
更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福安市农
业农村局牵头在穆云畲族乡虎头村建立200
亩水蜜桃病虫害植保无人机联防联控试点片
区，这也是福安市首次采用无人机对水蜜桃
进行病虫害统防统治试点作业。以无人机为
主要防治手段，用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
发展，“飞”出乡村振兴科技范儿。

“以往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主要应用于
水稻、茶叶等作物，今年，我们在水蜜桃产
业上开展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缪颖
表示，将根据此次试点效果进行评估，评估
通过后，在全市水果产业的其他果种上进一
步推广植保无人机的应用，推动水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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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感激郑老师对我们的开导
和帮助，挽救了我们的婚姻，挽救了我
们的家。”近日，一位市民将写有“调和
琴瑟传佳话，幸福婚姻守护人”的锦旗
送到位于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婚姻家庭
辅导中心，鞠躬表示感谢。在该中心婚
姻调解师郑瑶冰的耐心调解下，这对险
些“分道扬镳”的中年夫妻重拾婚姻信
心。

2021年12月，福安市民政局联合
福安市行政服务中心挂牌成立婚姻家
庭辅导中心，这是宁德市首家婚姻家
庭辅导公益机构。自成立以来，福安
市民政局筹集资金购买服务，聘请福
安市婚姻家庭建设协会郑瑶冰等10多
名热心公益服务的教师、心理咨询
师、社会工作师等组成婚姻家庭工作

志愿者队伍，打造预防、调解、回访
为一体的婚姻家庭辅导模式。

每周一至周五，该中心免费对有
需求的当事人提供婚恋咨询辅导、家
庭矛盾调解、新婚辅导课堂、心理咨
询疏导、婚姻法律咨询、亲子教育辅
导等服务，对拟离婚夫妻进行矛盾调
解、纠纷化解、心理调适，帮助双方
正确处理家庭问题，改善家庭关系，
提升婚姻家庭品质。自中心成立以
来，不少市民得到了有效帮助。一位
调解成功的当事人在感谢信中深有感
触地写道：“我要感谢民政局设立了

‘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如果没有婚姻
调解师，我和老婆就真离婚了，可即
使离婚我们也没能正视和解决自身的
问题。”

“每一次的努力调解，给予来访者
爱的责任教育，爱的能力提升。”郑瑶
冰说。三年多来，福安市婚姻家庭辅
导中心共为612对夫妻提供婚姻劝导，
成功调和230对，开展新婚课堂及婚恋
公益课程18期，录制发布婚姻情感小
视频 125 个。成功避免草率及冲动离
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效化解了家
庭危机，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
贡献。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窗口负责人表
示，婚姻家庭辅导中心聘请专业人员
给婚姻“把脉”，为幸福“护航”，帮
助群众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引导夫妻
双方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倡导
良好的婚姻价值取向，有效促进了婚
姻家庭幸福。

给婚姻“把脉” 为幸福“护航”
——福安市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获群众好评

□ 张文奎 郭雅明

为群众免费提供摄像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