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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秦红丽）8月
21 日，第六届全国农业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茶叶
加工赛项省级选拔赛暨
福建省 2024 年茶叶（红
茶）加工工职业技能竞
赛在福安市坦洋茶厂举
行，吸引全省各设区市
3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本次大赛为期三天
(8月21日至8月23日)，
以茶叶加工工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高级工(国家
职业资格三级)以上的
知识和技能要求为基
础，分别进行理论知识
和技能操作两个赛项的
竞技。其中，理论测试
主要考察参赛选手对红
茶加工基础知识的熟练

程度，技能操作则考察参赛选手的职业素
养、制茶流程规范、萎凋技术熟练度、揉捻
技术熟练度、发酵技术熟练度、干燥技术熟
练度与设备操作规范、毛茶精制技术熟练
度、茶样拼配技术熟练度等。

“参加这次省赛让我深刻体会到，提升
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至关重要。平时我们
接触的大多是机械生产，很少有机会深入

学习传统工艺，但是传统手工艺有着机械
生产无法替代的独特魅力。因此，学习并
掌握这些传统技艺，对于个人技能的提升
和文化传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来自
莆田市的选手胡婵珠说。

福安，地处中国最“绿”省份福建的东
北部，依山傍海，山川秀美，经济活跃，产业
特色鲜明，是中国历史名茶“坦洋工夫”的
原产地、花果香红茶发源地。福安的产茶
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千年前的隋唐，自古以
来茶产业是福安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发展
至今福安已成为生产红茶、绿茶、青茶、白
茶和再加工花茶等多品类的“中国茶叶之
乡”。

在2023中国茶品牌建设论坛上，福安
历史名茶“坦洋工夫”被评为“2023 大众喜
爱的中国茶品牌”。此外，福安还曾先后获
得“中国红茶之都”“中国茶业百强县”“花
果香红茶发源地”“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
地”“全国茶业生态建设十强县”“国家级茶
叶标准化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此次竞赛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福建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福建省总工会、
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福建省
茶业协会、福安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旨在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劳模精神，推动我省茶
叶制茶技艺创新发展，挖掘选拔我省茶产
业高技能人才，促进茶产业提质增效。

时下，在福安辖区，从集镇到乡村、
从干线公路到偏远村道，一条条宽阔、
平坦、整洁的“四好农村路”纵横交
错，编织起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网，极
大改善群众出行的同时，也带动我市全
域旅游快速发展。

拓宽改造霞楼公路，促进闽东苏区
红色革命根据地—柏柱洋和福安三贤之
一郑虎臣故里—榕头村红色旅游升温；
建设社陈公路，助力坦洋工夫茶发展；
开通湾白公路，促进不锈钢千亿产业群
崛起；连接赛湾公路，有效联动公路沿
线优势产业……

道路通，则百业兴。近年来，我市
紧抓“四好农村路”建设良好机遇，新

建、改建农村道路300公里，充分融合乡
村文化和旅游元素，创建县道霞楼线、
穆凤线、福穆线、湄瓮线等“党建+”生
态示范路85公里，实现“一路一景一样
板”，农村公路等级不断提升。

建好是基础，管好、护好、运营好是目
标。福安以巩固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为目标，创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长效机
制，实行“五道五长”共管，切实解决“四好
农村路”工作中管好、护好、运营好的短板
问题，让农村公路“旧貌换新颜”，为全域
旅游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统筹城乡
发展助力添彩。

2019年，福安市被命名为省级和全国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2020 年，福安市被

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列为全国深化农村公
路管养体制改革试点县；2022年8月，福安
市“路长制”案例被交通运输部作为全国
15个典型案例发文推广学习。

一项项成绩，一条条建设质量优、
管养效果好、路域环境美的“四好农村
路”，描绘了福安美丽乡村新画卷，串联
起乡村和群众生活新希望，老百姓实现
了“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公交，物流到
家门”的美好生活愿景。

每逢周末，柏柱洋斗面村人来人往，
坐落于此的闽东苏区纪念馆吸引一批又
一批游客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当地红
色旅游持续升温，农家乐、民宿快速发展。

“以前是泥巴路，车子进不来，游客自

然少，现在不一样了，县道霞楼线直通村
里，道路不仅平顺宽敞，游客数量也增加
了。”林惠全是斗面村人，也是闽东苏区纪
念馆的讲解员，他告诉记者，随着霞楼线
不断提档升级，闽东苏区纪念馆日接待游
客量最高时达上千人次。

建一条路、串一路景、兴一方产
业、富一域百姓。近年来，我市大力实
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改造项目，持续改
善农村交通条件，不仅为沿线产业发展
提供便捷高效运输条件，还将沿线多个
旅游景点串珠成链，大力促进农村公路
与乡村旅游、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等深
度融合，助力乡村经济发展和沿线群众
就业增收。

铺下的是路，连起的是心，通往的是
富。未来，福安将继续秉承“修好一条道路，
搞活一片产业，带富一方百姓”的发展思路，
不断丰富“四好农村路”建设内涵，着力打造
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
兴路，为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四好农村路”铺就乡村幸福路
□ 黄璐

本报讯（李郁 林耀琳） 秋
日的福安白云山云雾缭绕，
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从高
空俯视，新建成的晓阳镇龟
南路穿梭在崇山峻岭当中，
犹如一条玉带缠绕在山间。

龟南路又名白云山环景
区公路，从晓阳镇南溪村至
穆云乡龟凤村，晓阳段海拔
近千米，项目总投资 5500 万
元。是白云山麓晓阳镇连接

外界主要通道，既满足沿线
群众的交通出行需求，又促
进交通、旅游、产业等深度
融 合 ， 带 动 沿 线 茶 叶 、 葡
萄、水蜜桃等农林特色产业
以及旅游业发展。

白云山最高峰海拔 1450
米，为闽东第一高山。境内
沟壑纵横，峰峦叠嶂。多年
来，为了将山高路远、交通
不便的山地资源转化为新的

生态产业体系，福安市通过
修建山乡公路，让美丽的乡
村公路成为乡村跨越发展的
新支点。全市农村公路列养
总里程达 1717.21 公里，农村
班 线 通 达 和 辐 射 行 政 村
（居） 428 个，行政村通班车
率达97%。宽阔整洁的农村公
路成为蜿蜒在山水大地上一
道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成为
拉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

“云端公路”连接乡村“振兴道”

8月28日上午10时30分，在赛岐镇
宅里村幸福院一楼的互助孝老食堂，一
盆盆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已经
出锅，老人们井然有序地从消毒柜中取
好餐具，排队取餐。

“红烧肉、香煎带鱼、茄子、芋
头、排骨汤，不错不错，都是我爱吃
的，我得多盛点。”金大眉老人说，自
从开设了互助孝老食堂，不仅解决了她
的做饭难题，还让她有了和其他老年人
交流互动的平台。

“60周岁至79周岁的老年人每月仅
收取300元，80周岁以上老年人不收取
任何费用，对出行不便的老年人还提供
送餐上门服务。”宅里村互助孝老食堂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让老年人吃得
安全，食堂申请了食品经营许可证，严
格遵守食品安全法规和卫生标准，定期
接受卫生部门的检查和监督。食堂还充
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饮食口味和营养需
求，提供多样化的菜品选择，并根据季
节变化及时调整菜单，为老年人制定科
学合理的膳食计划。

自宅里村互助孝老食堂运营以来，
食堂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与老年人聊天，
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兴趣爱好，有时还会
和厨师商量着做点鹅汤、大肠包糯米等
福安特色菜，充分利用互助孝老食堂这
个平台增进彼此情感。

宅里村互助孝老食堂仅是我市开设
互助孝老食堂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
市坚持公益定位，构建市、乡镇、村三
级养老服务网络，通过“政府搭台、村
（社区） 主办、居民互助、个人自愿、
梯度收费、社会参与”相结合的方式积
极推进互助孝老食堂建设，改善高龄以
及留守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

题。2021年以来，福安已建成150个互
助孝老食堂，为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超
400万人次。

我市互助孝老食堂的经营者们探索
出了一些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城南街道
的官村、东风社区孝老食堂与有餐饮服
务能力和资质的餐饮店合作，按照每餐
15元的标准为高龄老人和特殊困难对象
提供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餐食，服务对
象持卡凭票用餐；溪潭廉明社区孝老食
堂专门辟出一块菜地，供老人们闲暇时
光耕作；坂中乡的南岸、彭家洋孝老食堂
结合农家乐、蛋糕烘焙体验等项目运作，
增加食堂的收入来源，实现从“输血”模
式到“造血”模式的转化……

2024年5月，我市出台了《关于印
发加快推进福安市“互助孝老食堂”建
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建设补助经费
调整为最高80000元，将运营补贴提高
到每月最高12500元，从而提高食堂的
可持续运营率。2021年以来，累计投入
本级财政资金 1493.65 万元，有效缓解
了互助孝老食堂运营压力。

为了让老人们吃得舒心、放心、安
心，市民政局与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

《关于印发福安市“长者食安，子女心
安”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方
案的通知》，要求互助孝老食堂严格管
控食品安全、餐具消毒、环境消杀等工
作，每天菜品都会留样备查，营造放心
餐桌。

“ 小 食 堂 ” 成 就 老 年 人 “ 大 幸
福”。互助孝老食堂不仅解决了吃饭问
题，也让越来越多的福安独居、留守老
年人走出“小圈子”，走进“大家庭”，
更好地实现居家养老，提升了老年人的
幸福指数。

互助孝老食堂“暖胃”更“暖心”
□ 雷津慧

新建成的晓阳镇龟南路

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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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兰文馨 陈晓峰） 8月24日，在位
于溪尾镇坎下村的宁德晨明食品有限公司
与国内自热方便食品行业领跑者、福建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福建宏绿食品集团签
约合作，共同推出新型自热包装的“畲族
乌饭”等一系列联名产品，助力这一非遗
美食走向全国及全球大市场。

畲族乌饭是畲族同胞过“三月三”必
备的传统美食，相传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
史。它采用野生的乌稔叶捣汁，浸泡和蒸
煮糯米而成，米粒晶莹圆润，色泽蓝绿乌
黑并带油光，加之猪油、花生、芝麻、冬
瓜糖等进行炒制后，鲜香可口。2011年，
闽东畲族乌饭制作技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闽东畲族乌饭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吴立强介绍：“畲族乌饭营养价值非
常高，经过检测有三十种营养元素，香味
独特，具有强身健体的作用。”

畲族乌饭承载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和历
史记忆，但因其在制作工艺、包装、储运
等方面的局限性，难以满足市场流通需
求，走得更远。为了让畲族乌饭“破冰出
圈”，近年来，宁德晨明食品有限公司积
极探索商业化运作模式，一方面加大畲族
乌饭品牌宣传营销力度，让更多人了解和

接受这一畲家特色美
食，另一方面在新工
艺的应用和新产品的
开发上下功夫，以适
应不同地区消费者的
需求。

“在保留传统工
艺 和 风 味 的 基 础 上 ，
我们对乌饭进行创新
改进，开发出更多样
化的产品形态，如增
加 乌 饭 的 馅 料 种 类 、
调整米饭的软糯程度
等，同时，我们也注
重在传承与市场需求
之间找到平衡，既坚守乌饭的传统制作精
髓，又能根据现代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健
康需求进行适度调整。”宁德晨明食品有
限公司经理林江明介绍道。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宁德晨明食品
有限公司已销售9000多件畲族乌饭产品，
销售收入达 50 万元。此次和宏绿集团合
作推出的自热畲族乌饭产品，食用快捷、
携带方便、耐储存，更是迎合了当下都市
快节奏的生活特点，依托宏绿集团遍布全
国的营销网络，有望快速打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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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葡萄丰收季节，人们一边品尝汁浓味甜的
果实，一边观赏硕果累累的生态美景，格外惬意

又到一年刺葡萄丰收季，初秋，
来到闽东白云山麓的溪塔畲村，一幅
秀美灵动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风光
秀丽的溪塔村，坐落 “秀溪”和“茶
园溪”交汇南流处。小桥流水人家，
极尽山水婉约之美。

一道秀溪绿荫蔽日，一串串晶莹
剔透犹如珍珠玛瑙般的刺葡萄挂满了
沿岸。透过仿古廊桥洞天，能看到蓝
姓始迁村落旧址，错落有致在梯田茶
岭间。据史载，溪塔村蓝姓先祖自明
万历年间迁入，是闽东蓝姓畲族的主
要发源地，称为“溪塔蓝”。当地畲民
依托村落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种植
野生刺葡萄、水蜜桃、芙蓉李、枇
杷、柿子等水果。溪塔人种瓜种果各
有高招，尤以盛产野生刺葡萄而闻
名。刺葡萄又名山葡萄、野葡萄，是
葡萄科落叶藤本野生抗湿力强作物，
山涧植株有利克服发根力差的缺点。
于是，与水结缘的溪塔人，因地制宜

采用搭架直立篱笆式在溪边栽
培刺葡萄，让葡萄架上爬满青
青的藤蔓，覆盖水上，连绵6公
里，形成南国独有的葡萄沟景
观。

漫步葡萄沟水溪砂石路，
宛如走进一道山水画廊之中。
水在山涧流淌成掷地有声的彩
链，凝固成玲珑剔透的季节。
春天，葡萄藤蔓吐出嫩黄的小
芽，满眼鹅黄，惹人心醉；夏
日，葡萄枝蔓吐绿展藤爬满了

架。受到“绿色凉棚”庇荫，“水上葡
萄沟”的那种舒适、惬意，岂有更好
的消暑地方可比？踏着滴紫的时光，
俊男靓女成群结队纷至沓来。他们沿
着水溪小路，顺手采摘一串紫黑色的
葡萄，一边品尝汁浓味甜的果实，一
边观赏硕果累累的生态美景，格外惬
意地在鲜紫欲滴的“葡萄沟”游水嬉
戏、拍照留影。

生态“树”结出富民“果”。秋
天，山葡萄熟了。溪上方条条“绿
龙”身上缀满了繁星般的“珍珠”

“玛瑙”，成就了溪塔“一村一品”
果业，仅此一项，每年为村民增收
1200 多万元。借力白云山世界地质
公园开发的东风，穆云畲乡将刺葡
萄产业与农业观光旅游业完美“联
姻”，大力发展葡萄沟农业观光旅
游。畲民们开展村企合作投资，利
用 乡 村 独 特 的 自 然 环 境 、 田 园 风
光、民俗风情、农耕文化、乡村聚

落等资源，为旅游者提供戏水，观
光、休闲、度假、体验、健身、娱
乐 和 购 物 服 务 。 村 里 保 留 罕 见 的

“孩儿撑伞”、“古桥头”、“休闲石”
等古迹，溢满乡村游“土味”，成为
城里人乡野旅游的理想去处。村里
引进的沐村民宿项目，每年通过土
地租赁可增加村财收入近 13 万元，
带动了村民就业。游客体验畲族传
统的蓝染工艺、婚嫁习俗等特色旅
游项目，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葡萄沟迷人的夜色里，一年一度
的刺葡萄节隆重举行。 虎头时空隧
道、溪塔廊桥遗梦等多个夜景打卡
点，将 3A 级景区夜色打造得如梦如
幻。 流光魅影下，畲乡的浪漫风情也
在月色中弥漫开来。游客们欢聚一
堂，赏秀美的畲乡田园美景，领略浓
郁的畲乡风情，品味溪塔刺葡萄的香
甜，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庆丰收·
促和美”畲乡特产展、“福籽同心爱中
华”非遗体验活动、“福籽同游”采风
活动、“福游畲乡”文旅展……别具情
趣的山葡萄风情节，把游人的情绪也
带进充满芬芳的原野。

聆听小溪流奏响的天籁之音，不
仅是涓涓细流弹奏出的空山鸟语，而
且有柔情似水的吸引力。夜晚的柔波
里，“中国最美葡萄沟”葡萄丰收的乐
章也随着耳畔传来的潺潺流水声荡漾
开 去 …… 迷 人 的 畲 乡 “ 水 上 葡 萄
沟”，不愧是闽东北亲水游的风景线上
一颗璀璨的明珠。

迷人的畲乡水上迷人的畲乡水上葡萄沟
□ 李郁 林耀琳

本报讯（兰文馨）8月23日，以“‘萄’香
满园，‘萄’醉松罗”为主题的第七届松罗
晚熟葡萄文化旅游节在松罗乡尤沃村举
办。

活动现场通过举行精彩的文艺表
演、“萄”醉松罗文创作品展、趣味游戏打
卡，主题彩绘变装show、“葡”育精品松罗
特产展销会等方式，展现松罗高山晚熟
葡萄产业的发展成果，传递果农丰收的
喜悦。活动还进一步推介当地的特色旅
游线路和丰富的农村产品，并为一年一
度的晚熟优质鲜食葡萄评比的获奖者及
优质采购商颁奖、授牌。

松罗乡是我市晚熟巨峰葡萄的主产
地之一，更享有“南国最美葡萄小镇”的
盛誉。2023 年，全乡葡萄种植面积达 1
万多亩，鲜果产量约 1.25 万吨，总产值

1.6 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超 4 亿，超 5000
人从事这一“甜蜜”事业。同时，通过以
农促旅，大力发展特色乡村游、采摘游，
全市接待游客人数突破20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近3000万元，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探索出了一条促农增收的松罗路
径。

近年来，松罗乡党委政府围绕“小
山乡、大旅游”的定位，以农带旅，以
旅兴农，多途径对群众开展经验分享和
培训授课，引导各类经营户学好“本
领”、走好“路子”、吃上“旅游饭”，
把服务旅游配套产业“做细做长”。下
一步，松罗乡将利用独特地理区位优
势，加强与其他乡镇联动，引进溪柄、
溪尾等相关旅游资源，争创全省“全域
生态旅游小镇”。

晚熟葡萄醉松罗晚熟葡萄醉松罗
第七届松罗晚熟葡萄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第七届松罗晚熟葡萄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

风光秀丽的溪塔畲村

文艺表演——歌舞《龙腾四海》

工人正在包装自热畲族乌饭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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