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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新春伊始，位于坂中
畲族乡的福建省兴旺茶业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已是一派繁忙，工人们抓紧加工、
包装各类红茶产品，准备装车发往全国
各地。“入驻坦洋工夫坂中园区后，生
产空间更大了，生产条件更好了。”福
建省兴旺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玉芳表
示。

坦洋工夫坂中园区是福安市解决茶
企精深加工用地问题，推动企业规模
化、规范化、清洁化生产的生动缩影。
据介绍，该园区投资近1亿元，占地88
亩，可实现年加工茶叶1.6万吨，综合
产值 30 亿元以上。对于该园区带来的
效益，徐玉芳感受明显，“有了新场所，我
们在提升加工水平、改造智能化连续生
产设备、提升茶叶加工效率和质量稳定
性等方面更有信心了，目前，我们正顺应
市场需求，研发创新型茶叶产品，借以多
种营销手段和销售渠道，全面提升企业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无独有偶，在社口镇坦洋村，现有
茶叶加工企业 30 多家，有一个标准化
生产加工基地曾是许多茶农的期盼。福
安市农垦集团投资 2700 万元建设茶叶
加工小微园，以“农垦+村委会+茶企+
农户”模式，推动茶叶加工标准化。

“通过引领茶叶生产加工按流程化、标
准化方向走，再辅以农垦的销售渠道，
助推坦洋工夫进入全国市场。”福安市
农垦集团茶业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陈
建华介绍。

作为小微园受益者，福安市善农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正锦感触颇
深。“在旧的厂房生产，天气变化很难
控制。”林正锦坦言，随着新厂房的竣
工，不仅茶叶品质有了质的提高，产量
还翻了一番。

茶香飘万里，品质是关键。福安坚
持从源头抓茶叶基地标准化建设，从品
种改造、茶园管理等方面强化科技支
撑，引导当地茶企、茶农发展12.2万亩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为茶产
业多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冬春之交，天气寒冷，位于松罗乡
金山村的福建润木堂茶庄园已是一片葱
郁。近年来，企业积极践行生态环保理
念，在茶叶种植过程中加大运用绿肥、
有机肥，在生产加工环节尽可能避免使
用机械设备，减少能源的消耗，走出了
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我们推行有机化管理模式，在土
壤改良、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每个
环节都遵循绿色、生态、可持续原则，
同时，定期邀请专家深入茶园，现场指
导与技术传授。”福建润木堂茶庄园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恒盛介绍，多管齐下，
茶叶品质和价格迎来双提升，“去年，
出产优质茶叶 450 多吨，实现产值超
3000万元。”

茶香也要传得远。为提升坦洋工夫
知名度和影响力，福安积极搭建平台，
举办了首届陈香坦洋工夫评选活动、福

安坦洋工夫（福州）文化节、坦洋工夫秋
季斗茶展示会等一系列重大茶事活动，并
积极组织茶企参加 2024 中国红茶大会、
海峡两岸农博会、闽茶海丝行 （香港站）
等重要茶叶展会，推动坦洋工夫红茶产品
得到市场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去年，我
们走出国门，参加了俄罗斯、马来西亚、
韩国等国家举办的展会，并获得了消费者
认可，许多国外客商前来与我们交流合作
意向。”福建省红新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丽平介绍，新春刚开工，她就忙着拓展
新的国际版图，瞄准更多新兴市场，让坦
洋工夫走出国门，寻得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

去年，福安毛茶产量2.85万吨，产值
23.6 亿元，综合产值达 131 亿元。“坦洋
工夫”被纳入福建省第一批“福农优品”
公用品牌，再次上榜 2024 中国品牌价值
评价信息区域品牌 （地理标志） 百强榜
单，“坦洋工夫”品牌价值评估 51.72 亿
元，位列 2024 中国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红茶类）榜首。“我们将锚定茶产业强市
这个目标，充分发挥科教、品种和制作技
艺等优势，不断完善产业链建设，培育更
多有贡献、有担当的龙头企业，让坦洋工
夫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福安市政府副
市长蓝和鸣表示。

坦洋工夫 历久弥“香”
□ 陈雅芳

“阳光玫瑰春季养护与管理
要留意些啥？”“有没有新葡萄品
种适合咱这儿引进的？”近日，
在福安市上佳好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葡萄基地里，种植户们围着南
京农业大学教授、福安葡萄科技
小院责任专家陶建敏，接连抛出
疑问。

面对种植户提出的一系列问
题，陶建敏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意，当即开启田间小 “课堂”。
种植户们一边认真聆听，一边不
时点头，有的还掏出小本子，快
速记录着重点内容。

这是福安葡萄科技小院扎
根田间、开展科技咨询和科技
志愿服务的生动一幕。该科技
小 院 由 省 科 协 、 南 京 农 业 大
学、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市
科协、市农科所等单位依托福
安市葡萄协会而创建，于 2024
年获批成立。

科技小院自建立以来，已入

驻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陶建敏、副教
授郑焕等专家 3 位、研究生 3 名。

“小院是集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
术服务、农村科学普及、人才培养
培训四位一体的重要平台，希望通
过创建小院实现‘入驻一个团队、
辐射一个产业、示范农村一大片’
的目标。”福安市葡萄协会会长陈
荣华说道。

科技小院虽小，却蕴含着科技
创新的澎湃能量。在科技创新方
面，小院围绕葡萄栽培管理、病虫
害绿色防控、新品种引进选育等产
业难题积极开展科研攻关，已打造
示范基地1个，实验引进新品种3
个，并因地制宜制定了葡萄园田间
套种方案，进一步提升土地种植综
合效益。

在农技服务和科普工作方面，
科技小院专家团队常态化深入葡萄
种植一线，调研当地葡萄种植情
况，并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现场指
导；举办技术培训和现场观摩会，

大力普及先进的葡萄种植理念与技
术，有效打通农技服务与科普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仅去年，小院培
训种植户290人次。

科技小院还坚持在农业生产一
线培养研究生的理念，鼓励研究生
深入田间地头，与种植户一同生
活、劳动，精准对接农户需求，解
决实际生产难题，努力为葡萄产业
培养既懂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复合
型人才。截至去年11月底，3名小
院入驻研究生共撰写科技活动日志
253 篇，让科研论文实实在在写在
了广袤的大地上。

科技小院是农业科研与推广的
前沿阵地，也是人才培养的“实践
摇篮”，陈荣华表示，下一步，小院
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围绕葡萄绿
色标准化生产技术开展试验研究，
不断筛选适宜福安发展推广的新品
种，让福安的葡萄产业在科技的引
领下，结出更加丰硕的 “甜蜜果
实”。

福安葡萄科技小院：

让“科技味”融入“葡萄香”
□ 陈莉莉

2月14日，福安市法院赛岐法庭开庭
审理两起劳动纠纷案件。刘某、林某两名
务工人员因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在与
企业协商无果后，向福安经济开发区职工
法律服务一体化基地寻求帮助。该基地迅
速将企业情况报告福安市总工会劳动法律
监督委员会，并深入企业核定相关情况，
多次与企业方代表、职工方代表进行沟
通，商讨现实可行的方案。

这两起案例便是福安经济开发区“园
区枫桥”服务模式的生动实践。

福安经济开发区地处福安南部区域，
为省级经济开发区，下辖罗江、湾坞、甘
棠等5个园区，现有不锈钢新材料、新能
源配套、电机电器、船舶修造、食品加工
等400多家企业，职工总数约4万人。

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劳动纠纷
也随之增多。为把劳动纠纷化解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福安市总工会、福安经
济开发区党工委、福安人民法院，福安市
人社局、司法局等5部门共聚合力，积极
探索“园区枫桥”服务模式，建成园区职
工法律服务一体化基地。

2022年12月，福安经济开发区职工法
律服务一体化基地正式挂牌成立。基地设
置“两室两庭”，并创新建立“专班运转+
专人值守+专题会商”职工法律服务机
制，实现劳动争议“预、调、裁、审、
援、执”一体联动、一站办理，让企业职
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法律
服务。

据悉，该基地运行以来，共接受职工
各类咨询295人次，调解劳动纠纷案件28
起、劳动仲裁8起、法院审理6起，为117
名职工挽回经济损失 410 多万元。此外，
基地还走访172家企业，排查农民工欠薪
问题 18 起，建立 30 户困难职工档案，并
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涵盖安全
生产、法律知识、职工技能等多个领域。

“今年，我们将持续加大人力、物
力、财力的投入，全力做好企业职工维权工作。” 福安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奶轩说，一方面，持续做强
做优福安经济开发区职工法律服务一体化基地；另一方
面，在福安城区新成立一个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为城区职
工尤其是新就业形态职工、非公企业职工提供咨询、调
解、免费代写法律文书等一系列维权服务。

福安经济开发区通过“园区枫桥”服务模式，不仅为
职工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还推动了开发区、职工法
律一体化基地、辖区企业、职工等多方共赢发展。下一
步，福安市总工会将持续强化职工维权工作，为职工合法
权益保驾护航，助力福安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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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瑜） “原以为办理税务登记要来回
跑好几趟，在税务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指导下，很快
就搞定了，真的太方便了。”近日，福安市耀宏电
气设备服务部负责人曾令耀拿着刚打印好的税务登
记证，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据介绍，福安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了解到福安市
耀宏电气设备服务部涉税需求后，采取“视频连
线+远程协助”的方式，指导其完成实名认证、税
种核定等6项业务，并同步推送“政策礼包”和申
报操作指引，在帮助企业快速办理涉税业务的同
时，确保企业及时享受政策红利。最终，在税务部
门的精准辅导下，这家小微企业从注册到开业仅用

了3天时间。
今年以来，福安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以“春雨润

苗”专项行动为契机，聚焦小微经营主体发展，主动
靠前服务，推出“开业即开票”“政策找人”等服务举
措，为中小微企业讲政策、送优惠，切实为中小企业
纾困解难，为企业发展注入税务力量。截至目前，已
为31户新办企业提供定制化辅导，平均办税时长压缩
了70%，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小微经营主体是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福安经
济开发区税务局将持续聚焦中小微企业发展难点、堵
点，不断创新税费服务方式，优化纳税服务，落实税
费政策，帮助小微经营主体轻装快行、更好发展。

“春雨润苗”助新芽 精细服务惠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