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陈雅芳） 9 月 13
日，由我市茶企福建林鸿茂茶
业公司生产的14800多斤“坦洋
工夫”红茶装车启运福州马尾
海关，准备出口摩洛哥。“从马
尾出发，大概10月27日就会到

摩洛哥。这些茶叶品质好，客
户主要用于商务。”福建省林鸿
茂茶业有限公司厂长林其和介
绍。

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林鸿茂茶业公司集茶叶

种植、加工、销售、科研和茶
文化推广于一体，目前在赛
岐、湾坞等地高海拔山区建有
2300 多亩的绿色无公害茶叶基
地，种植金牡丹、单枞、奇
兰、黄金芽等数十种高优茶
叶。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在原
料生产和茶叶加工上提升品
质，借助线上线下方式，推动
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据介绍，去年“5·21”国
际茶日当天，林鸿茂茶业公司
与摩洛哥茶商签订茶叶购销协
议。今年，在福安市北京商会
的牵线下，与率先进入摩洛哥
市场的北京绿山九茶业公司合
作，实现本年度第一批茶叶出
口摩洛哥。“国外对茶叶品质要
求高，要想获得他们的青睐就

要有自己的茶叶种植基地。目
前，我们基地对高山茶的管理
主要使用绿色化方式，使用人
工除草，不施农药，让茶叶品
质更好。”林其和说。

近年来，我市多措并举，
扶持“坦洋工夫”红茶产业发
展，建立了全国首个“三茶”
研究院，印发 《福安“三茶”
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
方案》，福安市财政每年投入
3000 万元，用于扶持“坦洋工
夫”红茶产业发展，助力高标
准茶园建设、标准化生产、质
量管控。同时，引导积极对接
国内外市场，组织茶企参加香
港国际茶展，举办首届中国红
茶大会暨坦洋工夫茶旅文化
节、全国首个茶苗交易大会

等。2023 年，福安签发一般原
产地证505份，茶叶出口金额近
1.25亿美元。

政策持续加码。今年3月，
我市出台了 《进一步促进“坦
洋工夫”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七条措施》，围绕茶文化、茶科
技、茶产业三大模块，加快政
策引导、资金项目扶持，推动
坦洋工夫茶开拓市场，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林鸿茂茶业公司
这批货的出口，是国内外联动
的出口，这种模式对其他茶企
具有借鉴意义，而这种模式一
旦辐射开，对福安茶产业在茶
叶基地、标准化茶园、标准化
厂房的建设方面，都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市茶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郑祖辉表示。

我市万我市万斤坦洋工夫茶启程出口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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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
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
光。”过去，在福建沿江沿海一带，生活
着一群特殊的穷困群体——船就是家、家
就是船的连家船民。

被称为“闽东连家船民上岸第一村”
的下白石镇下岐村就是如此。村民世代漂
泊江海，过着无根浮萍般的生活。对上岸
定居、体面生活的渴望，如大旱之望云
霓。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于
1998年、2000年两次到下岐村调研，关心
连家船民疾苦，推动他们整体搬迁上岸定
居、脱贫致富，“我们不仅使他们搬上
来、住下来，还要让他们富起来，真正安
居乐业过上好日子”。

如今，26年过去，下岐村曾经的连家船
民已在岸上生活繁衍了三代人。他们落地
生根，寻找机会，努力给子女更好的教育，
日子渐渐红火，甚至拥有了做梦的自由。

“搬上来、住下来、富起来”，三代
人的峥嵘岁月，折射的是新中国成立75年
来艰苦奋斗、铸就幸福的历程。

第一代：岸上的机会

盛夏的下岐村，被蓝色的天空和大海
拥抱。海风吹过一条悠长的黄色巷弄，尽
头便是江五全的家。这是一座四层楼的小
洋房，一二层江五全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
租给村里，被改做民宿使用，三四层用于
自住。超大的落地窗外，芭蕉树绿叶舒
展，渔船摇荡……这一座岸上的房子，承
载了江五全家几代人的期盼。

1974年，江五全出生在自家渔船。江
家6个兄弟姐妹以及父母共计8口人，就
挤在一艘小小的船上。船舱是卧室和厨
房，船尾挂着个无底的篾兜，便是厕所。
江五全记得，自己从小到大好几次上厕所
时，一不留神就从船上掉了下去。船民都
会给自家孩子拴上绳子，落水后还能找得
到。遥望岸上的灯火，江五全常想着有朝
一日，自己也能过上那样安定的日子。

1998年，随着“造福工程”的推进，
江五全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关心扶持下，下岐村共投入资金
700多万元，兴建了2个渔民新村和6个渔

民安置点，建房339栋。对上岸船民每人
给予建房补助1300元，余下建房款由工程
队垫付、村“两委”担保，允许船民在未
来几年内陆续将房款还清。至1999年，下
岐村511户渔民2310人顺利搬迁上岸。

结束船上生活，江五全在岸上第一次
有了家。一家人搬进40平方米的小屋，屋
子预留了卫生间和加层楼梯位，液化气灶
等均为政府组织捐赠的生活物品。

上岸，不仅意味着生活的稳定，更带
来海上所没有的机会。双脚踩在土地上，
便有各种本事可以学。江五全先是跟人学
养蛏。2002年，他用赚到的钱给自家小屋
加盖了一层。此后每隔两三年，他就又加
盖一层，逐渐成了现在四层楼的小洋房。
2003年，他去附近的船厂学造船，到2010
年，一天的工资已有200多元。这是江五
全以前不敢想象的，刚搬上岸时，他兜里
的钱还不到20元。

如今，宁德时代、上汽集团等相继环
三都澳落子，形成了锂电新能源、不锈钢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铜材料等四大主导
产业，下岐村民大多就近就业。江五全的
儿子从福州一家技术学校毕业后，去年也
回到宁德，在一家模具厂上班，周末半小
时车程就能回家。

江五全的家依然离海很近，所不同的
是，这座海边小屋让一家人心安。出了家
门，只要肯打拼，遍地是机会。

第二代：教育的价值

因为穷，以前连家船民只能勉强糊
口，无力顾及子女教育，始终走不出贫穷
的怪圈。第一代上岸的船民大多没上过
学，上岸后，没文化的短板一下凸显出
来。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他们往往极尽所
能地投入。他们知道，教育是阻断贫困代
际传播的重要途径。

从小在连家船上长大、没上过一天学
的江成财终于在而立之年搬上了岸。他靠
着一股韧劲掌握了海蛏养殖技术，在村

“两委”的担保下，成功贷到5万元创业资
金，开始养殖海蛏。一年下来，个人收入
约 7 万元，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5年，江成财又用养蛏赚到的钱成立了
建筑工程队，带领10多名连家船民走南闯

北承接桩基工程。
商机摆在眼前。可由于不识字、不懂

法，江成财看合同如读天书，急得火烧眉
毛。他每月花 6000 元请了个大学生来帮
忙。起初还算顺利，但接连的小矛盾让事
情变得磕磕绊绊：大学生只要闹脾气撂挑
子，整个工程队就得跟着傻眼。江成财深
受没文化的困扰，只得请儿子来帮忙。初
三刚毕业，儿子就回了家，靠自学法律、
财务等知识，十几岁开始帮江成财看合
同、谈生意。如今，江成财把80多人的工
程队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则在家附近和亲
友共同投资海产养殖。

也许是出于让儿子辍学帮忙打理生意
的愧疚，江成财对孙子的学业特别上心。
去年，他主动担起接送孙子上下学的任
务。

“我常跟孙子说，爷爷没读过书，吃
了不少亏，所以很羡慕你，你一定要好好
努力。”江成财的期待成了孙子读书的重
要动力，中考总分比模拟考提高了100多
分，如愿考上了福安三中。江成财相信，
两年后，孙子一定会和下岐村走出的300
多名大学生一样，跨进大学的校门。

第三代：做梦的自由

经过两代人脚踏实地的奋斗，连家船
民在岸上的生活日渐稳定、红火，村民人
均纯收入从搬迁上岸前的不足1000元增长
到2023年的32788元。他们的第三代已脱
离贫困，大多不用再为生计疲于奔命，拥
有了更多做梦的自由，甚至成为各种新兴
产业的弄潮儿。

“95后”江建斌是在岸上出生的。他

的爸爸上岸后开始养殖黄花鱼，一年养殖
近百万尾，全家日子过得不错。尽管生长
在乡村，但江建斌很早就用上了电脑和手
机，大学毕业后在厦门从事电商工作。
2021年，时任下岐村党支部书记郑月娥找
到江建斌，力邀他返乡创业，带动村里的
海鲜网络销售。

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传统线下海鲜
销售模式已不能满足多元市场和客户的需
求，更多消费者选择便捷的电商购买海
鲜，“线上+线下”已成为海鲜销售的新常
态。江建斌是连家船民的后代，对于家乡
海鲜销售模式的转型，他感到自己肩头上
担有一份责任，于是决定返乡，成为村里
从事海鲜电商销售的第一人。

几年下来，江建斌通过网络直播等形
式，把下岐村的虾干、大黄鱼等特色海鲜
产品销到全国各地，年销售额30多万元。

“目前下岐村的电商只有我一家，还没形
成规模效应，快递成本比较高。我希望能
抛砖引玉，带动更多人来下岐村做电商，
慢慢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江建斌说。

让江建斌想不到的是，这几年，家乡
还迎来了汤加、老挝等世界各国的政要前
来调研。去年，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哈凯恩
德·希奇莱马在参访后表示：“听完连家
船民圆梦的故事，我们有责任为赞比亚人
民创造类似的故事。”

圆梦，这两个字对于早年的连家船民
来说显得过于奢侈。受困于物资的匮乏和
生活的窘迫，他们常常不得已放弃梦想，
甚至不敢做梦。上岸后，连家船民一身的
干劲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他们的儿孙辈
也有了做梦的自由，给自己和家乡谋划一
个更加长远的未来。

下岐村的三代人
□ 陈梦婕 张辉段金柱

下岐村连家船民新居 林熙 摄

坦洋工夫展位吸引俄罗斯群众驻足观看、入座品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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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时节，福安市农联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游杰望着已经入仓的稻
谷，脸上满是欣喜：“这些粮食由撂荒
地复垦而来，今年早稻收了近8吨，预
计中稻也能大丰收。”

这片近百亩的撂荒地位于下白石镇
下赤村。在不少群众眼里，这些荒地没
多大作用。但在游杰看来，这些荒地和
那些冷浸田、砂岩地相比，复垦难度
小，大有文章可做。

开通沟渠、拓宽道路、引入人工耕
种小型微耕机……经过一番“改造”，
这块撂荒地摇身变成丰收田。

土地撂荒原因何在？福安市农垦集
团 （下称“农垦集团”） 农村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张祖金介
绍，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导
致留守老人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他们
在体力、文化程度和农业技术等方面有
所欠缺，想种好地却有心无力，久而久
之便造成土地大量撂荒。

为提升土地利用率，2022年，我市
启动撂荒地复垦复种工作，农民将撂荒
地流转至村委 （村经联社），由村委
（村经联社） 统一流转到农垦集团，经
营权期限7年，按照“农垦集团+N”经
营模式，委托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复垦复种。

“2022 年，我们共流转 5593.33 亩
撂荒地，这些地块普遍存在面积小、位
置偏远、土质贫瘠、水资源差等特
点。”张祖金说，针对撂荒地年久未
耕、复垦难度大等问题，农垦集团对连
片 15 亩以上的撂荒地，第一年给予合
作社每亩 1500 元补贴，小于 15 亩的，
每亩补贴1000元。

复垦复种效果如何？据介绍，福安
市农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微耕机10

多台、无人机 4 台、旋耕机 1 台、收割
机1台，覆盖粮食作物耕地、播种、灌
溉、打药、收获全过程，并配有专职机
械技术人员20多名。

游杰算了一笔账：“过去机械化跟
不上，一个劳力一天最多施肥 8 亩稻
田，如果耕地离水源远，需往返取水，
一天顶多施肥 3 亩。现在用无人机施
肥，一天可喷洒100来亩，肥料量还减
少了近一半。”

穆云畲族乡翁洋村的170多亩撂荒
地经福安市雪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复
垦后被“唤醒”，种上了水稻、玉米、
马铃薯。“这片撂荒地在陡峭的山上，
运苗、运肥都很费劲，我们向相关部门
申请了单轨运输车，大大提升了作业效
率。”福安市雪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游雪山说。

合作社进了村，新设备入了田，不仅
带来耕作效率的提高，还为村民创收。

“机械无法完成的活，合作社雇村
民来干，一天工资在200元左右。”游雪
山说。

2022 年以来，农垦集团共对接 26
个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耕种收服务
面积达 5600 多亩。在撂荒地复垦过程
中，一些抛荒的茶园、果园也被重新利
用起来。

潭头镇潭头村，原先分散、狭小、
贫瘠的陡坡地，经引水盘活后种上水
稻，今年预计增收粮食5000斤；溪柄镇
溪柄村，20亩低产茶园改造为耕地，增
收粮食超2万斤……

“目前，我市通过改造低产废弃果
园、茶园等，已累计新增耕地1130亩，
平均每年可增产稻谷320多吨。”市农垦
集团农村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
马健鑫介绍。

我市通过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推动撂荒地复垦复种

昔日撂荒地 今朝丰收田
□ 陈雅芳 李广

“郑师傅，我小孩寄的快递
到 乡 里 了 ， 你 记 得 帮 我 捎 回
来。”近日，松罗乡“村村通”
司机郑跃宝接到南溪村村民范大
爷的电话。“好的，范大爷，我
今天刚好跑南溪村的线，大约中
午到村里，快递直接放小卖部，
你去拿就行。”

在出发去接乘客前，郑跃宝
先开车到客货邮融合松罗服务
站，取上沿线村快递后，便沿着
蜿蜒的盘山公路进村了。“我们
这条线路途经外岭头、牛落洋、
山界车，最后到南溪村。”郑跃
宝介绍，每天除规定的早上 6∶30
和下午 4∶30 往返 4 趟外，其他时
间村民有出行需求，司机可随时
到村里接送。

过去，从松罗到南溪这条
线，不通客运车，村民出行大多
只能坐摩托车或私家车。

转变缘于2019年，在松罗乡
启动小型新能源客车“村村通出
行”运营试点，在当地投放 8 辆
新能源客车，设计 5 条线路，实
现19个建制村客车全覆盖，便利
村民出行。

线路开通之初，我市便将运
营成本作为重要考量，瞄准新能
源汽车，制定“村村通出行”车
辆运营补贴办法，购置每辆小型
乘用车在省级补助 3 万元、宁德
市级补助 1 万元的基础上，福安
本级财政再配套购置补助 2 万
元、运营补助 1 万元。整合各项
补贴后，每辆新能源车的购车成
本在6万元左右。

农村客运车健康运营，如何
不亏损是必答题。福安为“村村
通出行”设置了灵活用车机制，
为不亏损再“上锁”。“每天跑完
固定班次后，‘村村通出行’车
辆就变身为类似网约车的‘预约
式公交’，有出行需要的村民打
一个电话，不到半小时，车就直
接开到了家门口。”客货邮融合
松罗服务站站长郑跃忠说。

有了“村村通出行”，王隶
村村民吴珠信感触颇深：“我们
村到松罗乡有 9 公里，家里老人
经常要到乡卫生院拿药、挂瓶，
我们得全程陪着。有了‘村村通
出行’，有时候抽不开身，打个
电话就能让司机直接送到乡卫生

院，省心。”
村民出行的老问题解决了，

快递进村的新需求怎么办？
“在保障农村旅客乘车需求

和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合理利用
‘村村通出行’客车空间，增加
乡 （镇） 进村的快递包裹的代运
服务功能，进一步畅通快递包裹
进村渠道。”市交通运输局运输
管理股负责人黄蕾说。

20 多分钟后，南溪村到了。
车停在一家食杂店门前，郑跃宝
从后备厢取出快递，并摆上店里
货架。“我多了一份收入，大伙
儿也不用跑到乡里取快递了。”
郑跃宝算了算，运费、代收快
递、帮村里老人带些生活用品，
多的时候一天能有近 300 元的收
入。食杂店变身村级客货邮便民
服务点，群众取快递更便捷。

“以前到乡里取个快递，前
后要花个把小时，现在 5 分钟就
能拿到，方便多了。”村民雷翰
生感慨道，现在村民给城里的孩
子寄农产品，只要把东西打包好
交给“村村通出行”司机就行，
很省事。

在王隶村采访，记者看到，
位于村口的港湾式客运站内，工
作人员正在调试一个多功能电子
站牌。“这个电子站牌不仅能
取、寄快递，还能在‘村村通出
行’客车进村时，提醒村民车辆
到站时间。”黄蕾介绍。

目前，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共

投放“村村通出行”客车278辆，
涉及线路 88 条，实现 439 个建制
村全覆盖。“‘村村通出行’不仅畅
通了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还
进一步畅通快递包裹进村‘最后
一公里’，今年福安进村快递件持
续增加，同比增长 37.19%。”黄
蕾介绍。

我市设置灵活用车机制，畅通群众出行和快递包裹进村“最后一公里”——

“村村通出行”开到了家门口
□ 单志强 陈雅芳

白露过后，走进穆云畲族乡，处处
是繁忙的景象。此时正是刺葡萄的采收
季，葡萄架下，一串串黑珍珠般的刺葡
萄缀满藤蔓，果农带着筐子、拿起剪
刀，将刺葡萄从藤蔓上摘下、装篮，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种了近 30 亩刺葡萄，进入采收
季后，订单增多，每天能有几千元的收
入。现在果园使用生态有机肥，种出来
的刺葡萄品相更好、口感更佳，这几年
产量都不错。”溪塔村刺葡萄种植户兰松
金高兴地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种一
方物。溪塔村依山傍水，秀溪自村中穿
流而过，当地村民在溪旁种植刺葡萄，
形成一条绵延六公里的葡萄沟。

如何让刺葡萄的香甜飘得更远，让
老百姓腰包更鼓？溪塔村成立福安市溪
塔刺葡萄专业合作社，号召村里种植户
加入合作社，发展绿色无公害种植，实
施一系列严格标准和精细管护，进一步
提高葡萄品质，并且统一品牌销售。目
前，溪塔村刺葡萄种植面积达 1200 多
亩，年产值约 1200 万元，小小刺葡萄成
为农民的“致富果”。

一村一品谋发展，一果一香飘满
园。近年来，穆云畲族乡以特色产业为
抓手，始终把绿色发展、生态富民贯穿
乡村振兴全过程，在发展茶叶、水蜜桃
两大高优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刺葡
萄、脐橙、猕猴桃、甘薯等特色农业，
建成虎头水蜜桃生产基地、溪塔刺葡萄
科技示范基地、留洋高山茶叶及农作物
生产基地等，为实现农民增收和村集体
经济收入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每到刺葡萄采摘季，我就带着孩
子来到溪塔村葡萄沟游玩。葡萄藤下一
片清凉，空气里散发着清甜果香，让我
沉醉其中。”近日，福安市民林先生携家
人到溪塔村游玩，在葡萄藤下，他摘下
一颗刺葡萄放进嘴里，对其口感赞不绝
口。“以前采摘季一到，葡萄沟满是戏水
纳凉的游客，游客一多，停车位就变得
捉襟见肘，现在基础设施改善了，停车
问题也解决了。”林先生回忆道。

葡萄沟是溪塔村乃至穆云畲族乡的

旅游“金名片”，刺葡
萄采摘的旺季也是穆
云 畲 族 乡 的 旅 游 旺
季。随着游客日益增
多，溪塔村加大旅游
基础配套设施投入，
扩建停车场、改善公
厕、增设游客服务中
心，提升了旅游服务
质量，还新建了畲族
民 俗 馆 ， 跨 溪 木 栈
桥、观景亭等设施。

“近年来，我们
以穆云畲族乡生态旅
游区为中心，持续推
进白云山水人家、福
穆公路两条美丽乡村
景观带建设，打造全
域精品旅游路线。下
一步，我们将培育一
条‘吃、住、行、游、购、
娱’于一体的精品‘两
日乡村游’路线，争取
年接待游客突破 90 万
人次，进一步打响旅游
山乡知名度。”穆云畲
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钟成华说。

春至南山村赏桃
花、秋到溪塔村品葡
萄、游览红色革命纪
念地竹州山、漫步水
乡渔村下逢村……如
今，穆云畲族乡借助
农旅融合的东风，以秀丽的山乡风光、
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畲族风情，不
断丰富旅游业态，形成了一条特色乡村
精品旅游路线。

以农促旅、以旅促农，产业联动效
应随之不断增强。穆云畲族乡积极做好
特色产业品牌建设，成功打造了“虎头
水蜜桃”“溪塔刺葡萄”“桂林烤肉”“留
洋粉扣”“高岭大白茶”“双溪嫩姜”等
家喻户晓的农业品牌，实现“一村一
品”，特色农业逐渐规模化、产业化，带
动村民和村集体实现“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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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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祎
凝

郑跃宝从后备厢取出快递，并摆上店里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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