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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市各地粮经示范片套种的马铃薯陆续
进入成熟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采收景象。4月13
日，记者走进溪柄上佳好、赛岐莲山果业等专业合
作社基地，看到葡萄架上青藤翠蔓葱茏生长，架下
农户弓身刨土，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马铃薯翻滚而
出，遍地铺满“金疙瘩”。

“今年马铃薯长势喜人，亩产可达 1000 公斤。
按每公斤 2 元的收购价计算，每亩能增收 2000
元。”福安市上佳好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锦青
捧起刚挖出的马铃薯，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科学套种轮作“探”出致富新路。据了解，福
安市现有葡萄园面积 8 万多亩，大都土壤疏松肥
沃、通透性好、排灌方便，且普遍采用大棚避雨栽
培模式，为套种马铃薯等粮食作物提供了有利条
件。各地在试验种植基础上，积极利用葡萄园已建
成的智能控温控湿、水肥一体化等大棚设施进行科
学管理，促进马铃薯丰产优产，品质更佳。

“过去我们习惯让种植马铃薯的土壤干一些，但
在干旱环境下马铃薯很容易生病。今年我们调整种
植方法，适当增加了土壤湿度，种出来的马铃薯不仅
表皮光亮，品质也更好了。”吴锦青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马铃薯种植周期的管护及采收
等农活带动了周边富余劳动力增收。“我们平时在
家里除了采点茶叶，基本没什么其他收入。现在来
这边做工，一天能赚 200 元，干上十来天，就有
2000多元的收入，大家都很乐意来。”赛岐镇苏阳
村村民林大爷笑着说。

近年来，福安市围绕“土地增效、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目标，在全市建立9个粮经示范片，从
技术、资金等多方面引导和支持农户、专业合作社
利用冬闲葡萄园套种马铃薯、甘薯等粮食作物，在
保住农户“钱袋子”的同时保护“米袋子”，切实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复种指数，实现“一地多用、一
地多收”。

春日好“丰”景 增收现“薯”光
□ 秦红丽

近日，我市富春大道坂中路段种植的700多株宫粉紫荆、大腹木棉等观赏乔木夹道盛开，粉白相
间的花朵挂满枝头，在阳光下随风摇曳、满树流芳，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据了解，富春大道这批行道树于2023年种植完成，是市城建公司推进城市“绿化、彩化、花化、亮化”
升级打造的道路景观工程，通过“乔木+高灌木及球类+矮灌木”及地被的多层次组合，构成一幅“车在景
中行、人在画中游”的美丽画卷，为市区新增一处春日赏花打卡点。 陈晓峰 李郁 摄

富春大道富春大道：：一路繁花一路春一路繁花一路春

在范坑乡的一隅，一株枇杷树以惊人的
生态奇观打破了人们对木本植物的传统认
知。这株高逾13 米的常绿乔木，其主干竟
如藤蔓般蜿蜒攀爬，从一楼荫翳的陶缸中拔
地而起，沿着建筑外墙螺旋上升，最终突破
四层阳台的物理屏障。这种“下藤上木”的
奇特的植物形态，更以数百枚果实缀满梢
头，书写着生命适应环境的生存史诗。

4月11日，笔者随同林业部门前往该乡
枇杷“藤”现场探秘，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打通
的缸上栽种的“藤状植物”，树干像葡萄的藤
细细长长的茎向上生长，一楼上二楼处还转
了个弯。如果没抬头或爬上楼顶只看树冠、
果实时，还以为是棵老葡萄树。林业工作人
员实地调查、鉴定，该植物为蔷薇科枇杷属
栽 培 物 种 —— 枇 杷 (Eriobotrya japonica
(Thunb.) Lindl.)。现场勘测数据：该枇杷树
高13.15米，胸径3.66厘米，枝下高11.7米，
冠幅为2.05米×1.8米，主枝有17个。

福安林学会会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

旺利表示，该枇杷树的主干细长，呈藤本状，
其树高胸径比值高达 359，据考证，该枇杷
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细长的枇杷
树，有可能也是世界上最细长的木本果树。

枇杷树为常绿小乔木，属于木本植物，
而这株枇杷树的树干却呈现出藤本状，非常
奇特。这种藤本状形态特征是如何形成的
呢？

耐人寻味的是，这株改写教科书的枇杷
树竟源自一次偶然——1995年，当地村民品
尝枇杷时随意丢弃果核，为了让枇杷树向上

“发展”吸收更多养分，小炒店老板把陶缸底
部挖了个小洞，树根直接向地下土壤延伸。

枇杷为常绿小乔木，是喜阳的木本植
物，正常情况下，树龄30年的枇杷树的胸径
可达四五十厘米或以上，而这株枇杷树的胸
径仅为3.66厘米。与这株枇杷树长期生长
在遮阴环境中，处于“光饥饿”有关系。杨旺
利教授认为，经初步判断，该枇杷树的遗传
基因尚未突变，符合植物表型可塑性特征，

当冠层到达屋顶获得充分光照后，促进维管
形成层恢复活动并解除侧芽休眠，重建典型
乔木的枝系结构与生殖发育，最终形成细长
如藤本状的形态。

范坑乡的这株藤本状的枇杷树以其独
特的形态，成为自然界的奇观。也为研究木
本植物表型可塑性提供了活体标本，它具有
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据悉，当地计划申
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株逆光而
生的枇杷树，告诉我们一个生存
发展哲理：当生存空间被挤压到
极致，生命自会找到突围的路
径。

村民李贵明介绍，这株枇杷
树三年前爬到阳台上后才开始结
果，其果实味道特别甜美。随着
短视频平台上的爆红，这株“会爬
楼的枇杷树”已成为该村生态旅
游打卡点，甚至有游客专程前来
验证“藤上结金果”的传说。

三十年岁月“拔节”生长

奇迹！福安这棵枇杷树全球最细长！
□ 李广郑咏钧

近日，年逾古稀的江苏海洋大学教授陈寰
和儿女一起回到成长地穆阳寻觅儿时记忆和文
脉，从仰止祠三贤堂到龙首桥碑刻，从穆阳中
心小学校史馆的教师名录到祖宅庭院的童年记
忆，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勾勒出穆阳陈氏

“诗书传家”的精神图谱，展示穆阳古镇千年
传承的教育传统。

穆阳位于穆水之畔，自古浸润着文化基
因，是人才辈出的沃土。古有郑寀、谢翱、缪
烈等穆阳三贤，近有沙家浜原型人物黄烽将
军、闽东第一留洋博士王骏声、周总理亲题

“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林卓午等英才；曹
英庄、缪一凤等乡贤名士如繁星璀璨，共同织
就了古镇崇文重教的精神底色。

历史文脉的赓续。穆阳镇党委政府十分重
视教育事业发展，近年来，坚持文化立镇，不
断优化教育布局，将教育发展融入乡村振兴、
民族团结等战略全局，通过奖学助学基金会联
动爱心企业表彰优生、帮扶困生，联合团委、
妇联开展精准关爱行动；深化校园安全综合治
理，统筹推进防溺水、反电诈等专项行动，严
查消防、食品等安全隐患，实现责任、宣传、
共管“三覆盖”。

穆阳镇宣传委员刘蕊说：“我们始终坚
信，教育振兴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要让千年文
脉与现代治理同频共振。”

制度保障，平台育人。穆阳镇构建了“幸
福穆阳娃”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协同育人机
制，通过政府统筹政策保障、学校主导融合实
践、家庭尽责夯实基础、部门联动多维护航、
社会参与资源注入，打造文化浸润、体育强
身、劳动砺心、家校共育的成长平台。创新整
合司法、医疗、消防等力量，联动专家智库、
乡贤企业、慈善组织形成育人合力，依托新媒
体和特色资源提升活动效能，为区域教育均衡
发展探索出“资源共享、多方共育”的实践样
本，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教育质量提升。

今年1月举办的“幸福穆阳娃”冬令营，特别融入五级
人大代表联动机制，全国、省、宁德市、福安市、穆阳镇五
级人大代表化身“成长导师”。穆阳中心小学教师缪俭辉
说：“五级代表携手，让社会实践与家国情怀同频共振，为
孩子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共同为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增添
色彩。”

桃李芬芳捷报传，教育振兴结硕果。在苏堤关工委与缪
氏奖学助学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穆阳镇连续数年深耕奖教
助学事业，累计发放奖助学金70余万元，为莘莘学子架起梦
想云梯；2024年盛夏捷报再传，穆阳两名学子喜获北京大学
录取通知书。

下一步，穆阳镇将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探索“耕读文
化+现代教育”融合路径，打造特色教育品牌，让优质教育
资源如穆阳溪水般滋养每个孩子，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绽放
璀璨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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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工作人员实地调查、鉴定，13.15米高的枇杷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