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土县热角村：苗圃产业兴 村民腰包鼓

福鼎白茶亮相在法国举办的“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福

鼎白茶企业先后在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达沃斯” 国际经济论坛等活动中

亮相……在政策与市场的双轮驱动下，今年福鼎白茶再次以政府组团和企业自

发的形式，加快走出国门，布局和拓展国际茶叶市场。

MARKET��INFORMATION

14

2024-8-15���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李佳栋 制作 李佳栋 电话：0351-�4048890

关注

福建福鼎做足“福鼎白茶”

发展文章

近百个玉米新品种

在重庆荣昌“海选”

13 个脱颖而出

近日，

2024

年重庆玉米品种展示现场会在

荣昌区荣隆镇举行。 来自四川、重庆两地的农业

专家、 育种行业企业代表在荣隆镇的千亩玉米

地里测产，共同筛选玉米“金种子”。

活动现场， 荣隆镇沙坝子村的田间地头成为

了玉米品种的“竞技场”，

9

个优势玉米品种、

86

个

玉米新品种在这里接受专家们的测产、鉴评。

在高产攻关展示区， 专家们在村民的配合

下，对

9

个优势品种有序收获、称重、脱粒、检

测。 经测产，“先玉

1171

”亩产

678.9

公斤，“荣

玉丰赞”“成单

716

”“渝单

59

”“渝豪单

808

”

“吉玉

518

”实测亩产均超过

600

公斤，远远高

于同一生态区玉米大田亩产

412

公斤的水平。

在新品种展示示范区域， 专家们根据各品

种的植株长势、抗病性、抗倒性和丰产性等，对

近两年新审定、新引种备案、在全市推广面积靠

前的共计

86

个玉米新品种进行了全方位鉴评。

最终，“渝单

59

”“渝单

99

”“科大

211

” 等

10

余

个品种获得综合好评。

“根据综合评判，最终我们选出

13

个推荐

品种，为来年玉米生产提供指导。 ”市农业农村

委总农艺师骆凤玲说， 玉米品种展示示范项目

是市农业农村委设立的“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

后补助项目”，旨在以项目为抓手，推动育种联

合攻关，扶优做强种业企业，全面提升种业科技

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加快培育和推广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突破性品种， 进而促进农业增

产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据悉， 玉米品种展示示范项目已在重庆连

续开展多年，它通过持续对大面积推广品种、新

品种进行田间“同台打擂”，优胜劣汰，选出最适

合重庆种植的优良玉米品种， 有效提升了农户

的种植热情和种植水平， 助力了全市玉米稳面

积、增产量。 （栗园园）

金穗卷起千层浪

小麦收获正当时

近日， 在北大荒集团查哈阳农场有限公司

金星管理区的小麦地块， 一台大型收获机车穿

梭在金黄的麦田中，又是一年小麦收获时。

“今年，我们一共种植了 48 亩小麦，品种是

‘龙麦 35’， 是专供于我们农场拙麦店的原材

料，今年是我们第一年开展小麦订单种植，现在

看每亩产量 816 斤，产量非常不错。这些小麦地

块收获后还将复种油菜， 实现一地双收， 这样

‘订单 + 复种’的模式产生的效益初步算要比常

规种植每亩增收 266 元。 ”农业发展部部长叶明

刚介绍。

今年， 查哈阳农场在优化调整种植业结构

的同时，不断解放思想，创新农业发展理念，积

极开展了不同作物订单式种植业务， 以订单种

植“小切口”，撬动农产品“大市场”。 此外，还通

过探索“订单 + 复种”的双重效益模式，延伸农

业产业链，为农文旅注入活力和色彩，创新打造

集产、供、销为一体的发展模式，促进农业生产

提质增效。

近日， 北大荒集团建边农场有限公司抢抓

晴好天气，科学组织机车对成熟的“幸福麦田”

有序收获，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风吹麦浪穗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 在建边

农场“幸福麦田”收割现场，金色的麦浪一眼望

不到边，三台大型收获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地

头来回穿梭。 随着轰隆隆的响声，一排排小麦被

卷入收获机，麦粒、秸秆有序分离。

建边农场农业发展部工作人员韩笑介绍：

“我们根据天气形势， 确定科学的收获方法，采

取割联结合的方式，按照小麦播期、品种和成熟

度分批进行收获，确保小麦的品质和质量，让丰

收小麦全部颗粒归仓。 ”

建边农场今年种植小麦 9000 多亩，在夏管

上始终坚持高标准作业，镇压、除草、富硒等措

施及时到位，促进小麦生产提质增效。 为确保丰

收的小麦颗粒归仓，农场有限公司提早动手，对

所有收获机车进行检修， 有效保障了机车作业

效率和作业进度。

据了解， 北大荒集团各地小麦将陆续进入

收获期，下一步，北大荒集团还将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检查收获质量、督促安全生产工作，确保

丰收的小麦颗粒归仓。

（姜斌 刘畅）

世界白茶在中国 ， 中国白茶

在福鼎 。 福建省福鼎市官方表

示 ， 福鼎白茶不断加强质量提

升，借助技术运用 、产业集群 、文

化助力等方式 ，不断提升产业内

生动力，持续推动高质量产能提

升，着力打造“内外兼修 ”的颜值

担当。

走出去：外展“形象”

今年

7

月在巴黎举行的“新生

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

上，福鼎白茶在“水”专区亮相，并

举行“谦和礼敬”福鼎白茶专场国

际品鉴会， 通过非遗大师福鼎白

茶制作技艺展示和福鼎白茶茶艺

表演展示，让国际友人从茶艺、茶

饮中零距离感受福鼎白茶的独特

魅力。

借助政府组团，福鼎白茶先后

走进了中东、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越来越多的茶企也将福鼎白茶销

往海外，国际市场逐年扩展。 数据

统 计 ，

2023

年 福 鼎 白 茶 出 口 近

600

吨，金额

1445

万美元；马来西

亚是白茶主销市场，出口

146

吨。

福鼎白茶入选《中欧地理标志

协定》，成为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

品之一；福鼎白茶制作技艺

(

白茶

类唯一

)

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福鼎市被授予“世界白茶发源

地”和“世界白茶文化产业科技中

心”……福鼎白茶的国际影响力不

断提升，“走出去” 的步伐也持续

加快。

在国内，福鼎白茶打造公共品

牌和企业品牌双驱动。 福鼎市以

政府组团的形式参与全国大型茶

博会，在本地举办特色茶事活动，

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宣

传推介， 使福鼎白茶品牌建设取

得丰硕成果。

当地官方表示，

2024

年，福鼎

白茶品牌价值

70.66

亿元人民币，

在

131

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位

列第

4

。 同时，福鼎白茶品牌化经

营越走越远，相继涌现出品品香、

绿雪芽 、六妙 、鼎白 、广福等一大

批龙头品牌。

引进来：内修“气质”

日前，福鼎市点头镇闽浙毛茶

交易市场开业。 该市场占地面积

8000

平方米，拥有交易大厅、商铺

及仓储设施， 还引入了专业的检

测机构和质量追溯体系， 确保为

买卖双方提供便捷 、高效、安全、

规范的交易环境。

闽浙毛茶交易市场负责人蔡

其雄说， 闽浙毛茶交易市场的开

业， 标志着闽浙地区毛茶交易将

迈向一个更加规范、 更加繁荣的

新阶段。

今年年初 ，管阳镇福鼎白茶

原料交易中心也挂牌运营。 福鼎

市自然资源局规划股股长陈建

炜说，加大对镇村白茶产业设施

的规划布局 ，突出城乡产业统筹

发展，以福鼎白茶等特色产业为

主导，加强产业规划 、助力乡村

振兴。

练好内功， 提质升级。 目前，

福鼎市还逐步规划了世界白茶中

心、 佳阳贡眉之乡茶产业加工园

及

磻

溪白茶小微产业园等茶产业

项目，深化城乡产业布局，推动福

鼎白茶产业从茶园种植、 加工生

产到市场交易的全流程标准化 、

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福鼎市现有茶园面积

36.2

万

亩，可采摘面积

30.5

万亩，茶产业

综合产值超

150

亿元人民币。 今

年， 福鼎市进一步推动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 助力

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利

用， 加速农村各类生产要素从资

产到资金、到资本的盘活转变，带

动茶产业深入乡村经济“最后一

公里”。

据介绍，福鼎市现已在全省率

先实施生态茶园建设全覆盖 ，完

善搭建福鼎白茶大数据可追溯平

台， 推进茶园基地建立智慧茶园

系统，逐步推动智能仓储建设，以

科技赋能福鼎白茶高质量发展。

（李润泽）

盛夏时节，万物并秀。 走在阿

里地区日土县日土镇热角村，院落

里、街道旁，一棵棵新栽的班公柳

错落有致、迎风挺立，小村庄里绿

意盎然。

班公柳因生长在班公湖周边

而得名，是日土县独有的树种，有

着几千年的生长历史，特别是在热

角村下曲龙组，现存最古老的一棵

班公柳，树龄

200

余年，热角村也

因此享有“班公柳之乡”的美誉。

近年来， 热角村持续推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形成了“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 ”的苗圃产业发展

经营模式 ， 通过党支部管引领 、

合作社主销售 、农户管生产的方

式 ，不断发展壮大班公柳苗圃基

地，既保护了环境 ，也让群众的

腰包鼓了起来， 村民不离土 、不

出村就能增收致富 ，可谓是走出

了一条绿色发展路子。

“班公柳有耐高寒、耐干旱、成

活率高的特点，这对于高寒缺氧、

干旱少雨的雪域高原来说，无疑是

美化亮化 、 国土绿化的首选树

种。 ” 热角村驻村第一书记成康

说，“这些年来，随着‘两山’理念

深入人心， 各地都掀起了种树热

潮，这让我们村的班公柳苗木产业

发展更是蒸蒸日上。 ”

据了解 ， 起初热角村班公柳

苗圃基地规模较小 ， 在日土县

委、县政府及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与支持下，苗圃基地不断发展扩

大，

2022

年，政府投资

1800

万元

建设了

3

座育苗温室大棚。 截至

目前，苗圃基地累计总投资已超

过

2000

余万元 ， 热角村

643

名

村民以每人

100

株树苗 参 与 入

股 ，入股率达

100%

，苗圃面积达

2500

余亩。

“现在正是苗圃育苗季节，我

在基地负责种植苗木、浇水及养护

的工作，每天有

260

元工资，到年

底还能领到分红，这日子真是越过

越有盼头了！ ”村民德庆群培开心

地说。

热角村班公柳苗圃基地带来

的收益让群众尝到了“甜头”、看

到了希望 。 现在，大家对发展班

公柳苗圃产业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 ，在种植管护好集体苗圃的同

时 ，还利用自家房前屋后等地发

展个人苗圃。

“这些班公柳是我们家今年

春天刚栽植的，几乎每家每户的

房前屋后都有，现在到处都是郁

郁葱葱的， 不仅美化了环境 ，还

能 实 现 苗 圃 基 地 和 村 民 双 增

收。 ”正在给班公柳浇水的个体

种植户格桑赤来说。

在热角村，像格桑赤来家一样

个体种植班公柳苗木来增加经济

收入的群众不在少数。 成康介绍，

目前，全村利用自家房前屋后开展

班公柳种植的就有

192

户。

“我们村里的班公柳苗木不仅

销往阿里各地， 还能远销日喀则、

那曲和新疆等地，今年，苗圃基地

销 售 班 公 柳

51.4

万 株 ， 创 收

271.3

万元，个体种植户销售班公

柳

8.19

万株， 创收

94

万余元，总

销售额达

365

万余元。 ”成康对记

者说。

种植班公柳带来的好处不只

眼前的“经济账”，更有长远的“生

态账”。 今年

61

岁的村民其美平

措是土生土长的热角村人，说起近

些年村里的变化 ， 他自豪地说 ：

“以前一刮风沙子满天飞， 村里灰

尘很大。 这几年树多了，我们村子

的环境变好了， 空气也湿润多了，

村里还办起了‘牧家乐’， 来我们

村过林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下

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建班公柳苗

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土绿化面

积，力争建成万亩柳林，积极探索

班公柳制品， 带动特色旅游发展，

将班公柳产业打造成能带动全村

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同时吸

引更多人到‘牧家乐’ 旅游度假，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成康话语

坚定、信心十足。

（胡寒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