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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文奎） 日前，首部系统记
录福安茶业发展历史的志书《福安茶志》
正式出版。本志记述我市与茶有关的各方
面事物，主要包括涉茶产业、事业、文
化、教育、科技、商贸、人物，以及与茶
相关的生活习俗等。所记述内容，上溯发
端，下迄现今，记述范围涵盖福安全域，包
括设办在福安市的福建省属、宁德市属涉
茶机构适合编入本志的内容。

福安人民品茶、事茶的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迄今已有千年历史。社口镇坦洋
村是驰名中外的“坦洋工夫”发祥地，

“坦洋工夫”红茶曾远销东南亚和欧洲，
一度被英国皇室指定为专供茶，1915 年
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承接历史、
立足当下，通过多年发展，福安已成为全
国知名的“中国茶叶之乡”和福建省重要
的红茶、绿茶、花茶产区，建立了全国首
个茶树种质资源库和全国最大的茶树良种
繁育基地，全市茶园面积达30万亩，涉

茶人口约40万人，茶业经济占农民人均
收入的40%，先后荣获“国家区域性良种
繁育基地”“中国红茶之都”“中国茶业百
强县”“全国茶业生态建设十强县”“国家
级茶叶标准化示范县”“全国首批创建无
公害茶叶生产示范基地市”等荣誉称号。
2023 年，福安市茶产业全链条综合产值
达120亿元以上，“坦洋工夫”入选全国
十大名茶、国家地理标志名录，蝉联中国
品牌价值百强榜，福安被评为“2023 年
度重点产茶县域”“2023年度茶业高质量
发展县域”等。

为系统全面展示福安市茶业的历史与
文化，福安市于 2019 年启动 《福安茶

志》编纂工作，2024年9月《福安茶志》
终稿，并通过省内茶界资深专家的终审，
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10卷37
章，共70万字、300多帧图片，另有“大
事记”弥补纲目体叙事之不足；卷首专文
为全书总述，卷末“附录”以保存珍贵历
史文献。全书纪事为主，依事分类，据实
直书，述而不论；凸显地方特色，展示与
茶相关的地域文化，起到存史、资政、育
人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刘仲华在本书序言中表示：“它的编纂成
书，对于促进福安茶叶生产技术发展、繁
荣经济、弘扬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同时，对于总结过去，借鉴历史，掌
握规律，扬长避短，开拓未来，也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而且，该书的出版为福建省
乃至全国的茶叶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
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茶叶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庆在序言里表
示：“作为福安茶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

《福安茶志》 是一部富有文化内涵、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地方茶业百科全书，对
总结过去，面向未来，传承与弘扬福安茶
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茶文化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财富。”

据了解，该书主编李健民为宁德市民
族中学退休教师。退休至今著有《品读福
安》《闽海赛江》《赛岐纪事》《福建畲族
文化读本》《坦洋工夫》 等，主编 《福安
市教育志 （1991—2015）》《大留村志》

《苏堤村志》《长溪脉——福安非物质文化
遗产集萃》等。

《福安茶志》正式出版

自从口袋公园在家门口落地后，罗江街道罗
江村村民肖寿清每天都要到公园逛一逛，公园内
设有休闲广场、休憩坐凳、运动设备等，不少居
民在此休闲娱乐。“以前这里是块空地，杂草丛
生，想锻炼都没地方去。现在街道把这里改造成
公园，环境变美了，活动有了好去处。”

整合利用释放出来的公共空间资源，通过优
化空间布局、“见缝插绿”等措施，打造一批群众
看得见、用得上的设施，这是罗江街道人居环境
品质提升项目所释放的红利。

据介绍，罗江街道人居环境品质提升项目主要
包括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罗江
商贸街及周边环境提升工程、罗江口袋公园等，随
着大部分项目落地，罗江街道面貌焕然一新。“人
居环境品质提升项目完善了基础设施，提升了村容
村貌，让群众在可感可及的变化中，不断提升幸福
感、获得感。”罗江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蔡丹娜说。

人居环境整治，既要顾“面子”，更要实“里
子”。在罗江街道三江社区，“邻里连心树”成为干
群交流的重要窗口，并获得群众的交口称赞。

“这里以前就几张小石凳，没有灯和遮雨设
施，下雨天我们就没地方去了。”三江社区居民郑
望生说，这几年，街道搭廊架、安装亮化设施，

“现在居民来这里下棋、聊天，风雨无阻了。”
建好还要管好。“一些人不讲卫生，烟头、垃

圾到处丢。”三江社区居民谢妙法回忆说，和社区
干部反映情况后，现在每天都有管理人员来这里清
扫。

“连心树附近能不能建一个洗手间，夏天来
了，能不能再装个电风扇？”“前些日子也有群众提
出类似问题，电风扇问题我们有向相关部门反馈，
存在安全隐患，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跟进。”……社
区干部耐心回应着居民的每一个问题。

“邻里连心树是我们搜集群众诉求的一个重要
窗口。”三江社区党委书记沈文琦说，社区定期安排工作人员到邻里连
心树下了解群众诉求，派单给网格员、党员，再反馈给群众，“解决不
了的，社区再汇总给街道党工委，推动诉求有回应。”

居民向街道反馈的意见有了落实，郑望生对街道干部竖起了大拇
指。

邻里连心树的实践，是罗江街道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近年
来，罗江街道探索“1141”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法 （即一目标、一
引领、四个抓手、一平台），以一张网格、一支队伍、一棵连心树、一
个平台为抓手，通过精细化治理，努力将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生活的
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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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秦红丽） “当前马铃薯正处于幼
苗期，需特别注意调节土壤温度和湿度，并
适量施用肥料。”2 月 26 日，在溪柄镇楼下
村，农技人员围绕马铃薯育苗和春季管理技
术要点对农户进行指导。

“我今年种了250多亩马铃薯，在农业部
门的技术指导下，目前幼苗长势良好。”溪柄
镇楼下村农户郑旺亮介绍，今年马铃薯种植
过程中，覆盖的聚乙烯吹塑薄膜发挥了大作
用。这层薄膜就像是给马铃薯幼苗穿上了

“保护衣”，不仅可以有效抑制杂草生长、保
持土壤温度和湿度，还能减少病虫害的发
生，让马铃薯幼苗吸收更多养分，为高产打
下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推广聚乙烯吹塑薄
膜覆盖栽培这一
新 技 术 。 同 时 ，
为减轻农户的种
植成本，推出每
亩地膜可补助 30
元 的 优 惠 政 策 ，
不仅提升农户的
积极性，也为农
业生产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隔几天，我
们就得组织工人
去破膜放苗，虽
然过程繁琐，但
看到作物茁壮成
长，心里特别踏
实。”郑旺亮说。

春 耕 生 产 是
全年农业丰收的

基础，技术指导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为农业生
产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将进一步推广像地膜覆盖这样的高效
农业技术，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确保春耕
生产顺利进行。”溪柄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
任、科技特派员郭凯年表示。接下来，福安市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将持续深入田间地头，为农
户提供技术指导，及时解决他们在春耕生产中
遇到的问题。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早谋划、
早安排、早部署，抢抓有利时机，扎实做好土
地管理、农资调配、技术指导等工作，积极推
广现代化农业技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
业，不断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产增收，
实现全市农业生产“全年旺”。

新技术应用助力马铃薯春耕生产

本报讯（秦红丽） 日前，由宁德市总工会
主办、福安市总工会承办的宁德市劳模工匠服
务队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在松罗乡举行。

活动当天，各劳模工匠服务队代表围绕助
企行、乡村行，分享宝贵经验。他们结合自身
实践，为当地企业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建言献
策。

当天下午，宁德市劳动模范王道平作
《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有机肥的使用》
主题授课，凭借其丰富经验与专业知识，深
入浅出地讲解有机肥使用要点，为当地农业
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课后，福建省正堃
富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向 20 户种植示范户

赠送有机肥，旨在打造松罗精品葡萄联盟，
以点带面，逐步提升松罗葡萄品质，拓展销
售渠道，助力松罗葡萄产业走上高、优、
精、特道路。

“作为省级劳模，我深刻意识到要在助
企、乡村振兴中发挥技术优势，带领群众利用
本地有机肥提高葡萄品质，助力增收。” 福建
省劳动模范郑柯发说。

此次劳模工匠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不仅为
松罗乡企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带来新思路、新技
术、新资源，也进一步激发劳模工匠的积极性
和创造力，通过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推动乡
村振兴。

宁德市劳模工匠服务队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在福安举行

农技人员围绕马铃薯育苗和春季管理技术要点对农户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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