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和平里社区食堂，老人与小孩开心享受幸福“食光”。 郑文典 摄

文艺宣讲接地气文艺宣讲接地气 全会精神入民心全会精神入民心
漳州市文艺轻骑兵巡演圆满收官

本报讯（林洁 文/图）近日，漳州市宣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文艺轻骑兵公益巡演最后一站走进漳州开发区白沙
社区，为当地群众奉上一场艺术盛宴。

本场演出将脱贫攻坚中的新气象、新风尚和传统文艺精
粹搬上舞台。演出在歌曲《丰收的季节》中拉开序幕。随后，
漳州布袋木偶戏经典剧目《大名府》、漳州锦歌《凌波情》、川剧

《变脸》、歌曲《漳州是我家》以及《梁祝》选段《十八相送》等节
目逐一登场。精彩的演出让现场的老戏迷及一众小票友喝彩
声不断。

据悉，此次文艺公益巡演由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
在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让人民群
众近距离感受文化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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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进行时乡村振兴进行时

2020年度福建省县域经济评价结果揭晓
近日，由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主

办的 2020 福建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会在福州举行。
会上公布了 2020年度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十强”、经济发展

“十佳”县（市）评价结果。
2020 年度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十强”县（市）及其排名

为：晋江市、石狮市、福清市、闽侯县、南安市、惠安县、上杭县、
龙海市、连江县、长泰县。

2020 年度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市）及其排名
为：永泰县、将乐县、清流县、武平县、闽清县、明溪县、连城县、
建宁县、福安市、长汀县。 （据《福建日报》）

福厦高铁福社隧道贯通
近日，中铁四局新建福厦铁路 8 标项目部在福社隧道出

口处，举行了贯通仪式，该段隧道是未来高铁出入厦门北站的
“玄关”。

据悉，中铁四局承建部分全长29.296公里，此次贯通的福社
隧道是项目控制性工程之一，福社隧道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双
线隧道。据介绍隧道分为两部分，山体开挖的暗洞和外加“保护
罩”的明洞，其中福社明洞长 345米，暗洞长 1148米。福厦高铁
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程，也是全国首条跨海高铁，北起
福州市，途经莆田市、泉州市，南至厦门市和漳州市，线路全长
29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据《厦门日报》）

福建自贸试验区新推出34项制度创新成果
今年以来，福建自贸试验区按照省委和省政府工作要求，

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推出 2批 70项创新举
措，进一步完善了具有福建特色的制度创新体系。其中，近期
推出的第 17批 34项创新举措，经第三方评估和专家评审，全国
首创 15项、复制拓展 19项，对台特色 4项。 （据《福州日报》）

首批省级森林养生城市、森林康养小镇和森林康养
基地名单发布

近日，省林业局、民政厅、卫生健康委员会、总工会、医疗
保障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2020 年福建省首批省级森林养生
城市、森林康养小镇和森林康养基地名单。

泰宁县、尤溪县入选省级森林养生城市；尤溪县汤川乡、
武平县城厢镇等 5 个乡（镇）入选省级森林康养小镇；龙海鹭
凯森林康养基地、华安光照人森林康养基地等 20个基地入选
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据《福建日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面对面

清晨 6时许，天刚蒙蒙亮，溪东村的村
民们就骑着摩托车上山了。在离村子 1公
里开外的过溪山，海拔 200 米高的山腰上，
漫山遍野种着余甘树。眼下正值采摘旺
季，村民们一到树下，便提着篮子采摘起新
鲜的余甘。几十年来，在这片贫瘠干旱的
土地上，溪东人吃苦耐劳，开荒拓野，硬是
靠着一股韧劲，走出了一条生态种植余甘
果的致富路。

引种嫁接取得成功

“溪东村虽然山地多，但是大部分是沙
质土地，缺肥又缺水，种什么都长不好，只有
余甘树最爱这块土地。”今年已经 72岁的张
金顺是溪东村种植余甘的“老专家”，据他介
绍，改革开放以来，溪东村尝试过种植多种
果树，也尝试过种植花卉苗木，但都没有获
得良好的发展，唯有土生土长的余甘越长越
繁盛，不但枝繁叶茂，而且果实累累。

据张金顺回忆，35 年前，他任溪东村
附近的眉力林场场长，当时漳浦正在大念

“山海经”，开荒拓野，引种经济价值高的果
树。考虑到溪东村的土地现状，张金顺因
地制宜，在当时县林业局的指导下，从泉州
惠安、南安等地购买粉甘枝条，回来后给山
上原有的土余甘进行嫁接。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三大种植户，每
人试种十余亩，共计约 50亩。”昔日情景历
历在目，张金顺介绍说，引种两年后，余甘

喜获丰收，从中秋前后一直采摘到来年正
月，亩产达 2000 斤，而且价格不菲，一斤一
度卖到 4 毛钱，这在当时是令人十分艳羡
的收入。不久，全村农民竞相引种，不但山
前山后处处是余甘，后来连隔壁许多乡镇
的山头也有了余甘青翠的树影。

之后的时光里，许多农户都尝到了余甘
的“甘味”，以至于这种小小的果子被当地人
称为致富的“黄金果”“甜蜜果”。

顺应市场改良品种

“听说你嫁接的余甘新品长势不错，我特
地跑来看看。”八九点钟的朝阳已经升上了过
溪山，暖暖地照着小山包。张金顺来到张耀
兴家的水果园，饶有兴致地了解新品种改良
成效。和往年不一样，今年，在绿油油的果园
里多了一种余甘“新贵”——水果余甘。

“85 后”的张耀兴是张金顺的侄儿，6
年前，他看到种植余甘的大好“钱景”，决心
从厦门辞职，返乡当起农民来。

“其实，我父亲就是最早种植粉甘的其
中一户，现在他年纪大了，而且品种有些落
后，我接过‘棒子’，就开始改良。”张耀兴透
露，随着高优水果日益涌现，余甘的品种也
在不断翻新，过去的许多余甘品种因为产
量有限，加之个头小，味道苦涩，已经远远
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5 年前，新一轮
的品种改良在溪东村悄悄拉开序幕。当
时，刚刚回到家乡的张耀兴很快加入这股

“改革潮”中，他一方面虚心向父辈们讨教
种植余甘的技术和方法，一方面将目光投
向新品种的嫁接改良上。

“当时，我们主要是从广东引进新品种枝
条，并在原有的枝干上开展嫁接。”张耀兴介
绍，他于 2016年开始这项改良，先期嫁接了
20亩左右，并且改用有机肥，在悉心管理了3
年之后，于2019年7月份迎来第一批采收季。

“2019年虽然挂果不多，但是个头明显比
较大，而且肉多汁多，口感佳，已然成为市场
翘楚。”张耀兴透露，相比传统品种，这种新品
熟果含糖量高，口感较甜，没有什么酸涩感，
吃起来还有像苹果的味道，回甘较浓，所以都
被做为鲜果来售卖。一经上市，即成抢手货，
很快售罄，价格在 6元/斤以上。在这种大好
形势的驱动下，水果余甘的种植面积逐年扩
大，至今在溪东村已经试种超过1000亩。

“再过三五年，水果余甘亩产量有望超
过普通的粉甘，可以达到 5000 斤以上，预
计全年采收下来，我们家 60亩余甘总产值
在 100 万元左右。”畅想未来，张耀兴满脸
挂着丰收的甜蜜笑意。

产业发展走出新路

“事实上，在我们溪东村，这几年余甘

品种的发展很迅速，除了比较普遍的粉甘
和‘新贵’水果余甘外，还有柴甘、玻璃甘、
蓝带、甜饼甘等等，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
产业。”今年 52 岁的张文龙是溪东村党支
部书记，他一直寄希望于壮大余甘产业，叫
响农特产品品牌，助力农民增产增收。为
此，他长期致力于为余甘产业寻求发展的
新途径。

张文龙介绍，2020 年 11 月 16 日，漳浦
县百场带货直播第十八站暨首届余甘采摘
节在赤土乡举行，活动地点就设在溪东
村。直播活动中，赤土乡乡长以“绿色赤
土 生态万安”为主题，积极为溪东村余甘
等农副产品代言，吸引许多网友关注抢购，
当天多达 310多万人次在线观看直播。

“这种富有特色的产品展销一方面打
响了溪东余甘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大大
提振了余甘的附加值。”张文龙表示，在溪
东村的带动下，经过 30多年的种植发展和
品种推优，目前赤土全乡余甘种植面积超
过 1万亩，年产量达 3000万斤，仅溪东村一
年的产量就超过 2300 万斤，销往全国各地
及泰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余甘因为管
理方便，存储简单，而且采摘期长达半年，
现在已经成为该地群众发家致富的“明星
水果”。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溪东村毗邻国家
4A 级景区天福石雕园和漳诏高速穿境而
过的区位优势，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
条件，积极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
特色农业（余甘）观光产业园。”展望乡村振
兴新蓝图，张文龙信心满满。

☉洪锦城 李顺杰

“今天中午有虎尾轮炖鸡呀，要不我们赶
紧点个餐，中午儿子孙子回来，让他们也尝
尝！”在和平里社区服务站门口食堂菜单LED
显示屏前，记者遇到了居民程德贞和她的老
伴。两位老人是“幸福大食堂”的常客了，基
本每天的午餐和晚餐都会在食堂里吃。

在通北街道和平里社区和芗城区属国
企芗江物业公司的共同努力下，价格实惠、
用餐便利、兼具社区社交功能的“幸福大食
堂”，不仅让程德贞夫妇这样的社区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舌尖上的美食”，还让
和平里这个“老社区”重新焕发了活力。

邻里边吃边聊 食堂热热闹闹

每天中午 11 时 30 分至 12 时 30 分，下
午 5 时 30 分至 7 时，是食堂用餐时段。每
当此时，总能看到有老夫妻携手而来，边吃
边聊；有老人带上孙子一同前来，哄着孙子
吃饭，享受含饴弄孙的欢乐时光；也有独居
老人每天都来，一边吃饭一边同旁边的邻
居聊着家长里短……

今年 73 岁的葛大妈是和平里小区居
民，因为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多年来一直独
居。对腿脚不大利索的她来说，吃饭是个
不小的难题：“每天都要走路去市场买菜，
一个人的饭量又不好掌握，做多了吃不完，
做少了又太单调。”葛大妈常常为吃饭问题
而苦恼。

“之前我看新闻，其他城市有社区食

堂，就特别希望我们社区也能有，没想到愿
望实现了，走路 3分钟就能到，真是太方便
了。”葛大妈对“幸福大食堂”赞不绝口，她
说：“食堂的饭菜很实惠，就拿我吃午餐来
说吧，四菜一汤，有荤有素，一份套餐才 10
块钱，比外面的餐馆便宜，又很卫生。”其
实，葛大妈喜欢去食堂吃饭，除了方便外还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那儿吃饭
不孤单。“和邻居们坐在一起，大家边吃边

聊，热闹又幸福。”葛大妈说道。
据悉，“幸福大食堂”自投用以来，社区

越来越多的老人都把这里当作了第二个
“家”，每天都来“打卡”。食堂工作人员介
绍，食堂于去年 10 月 25 日开始运营，截至
目前，日均服务 40余人次，餐食多样、种类
丰富，菜单实时更新，两周内不重复，食堂
有专人定制食谱，菜品大多低油、少糖，尽
可能满足老年人的口味和膳食需求。

意见实实在在 食堂蒸蒸日上

自从食堂开办以来，和平里社区书记
黄雪燕把微信里几个居民群都置顶了。“食
堂要办得更好，就要多听居民的声音，因此
不能错过每一条建议。”黄雪燕说，“起初，
居民群里有不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就是
这些声音，给我们提供了改进动力和指明
了改进方向。”

有人说食堂米饭偏硬、菜的口味偏重，
工作人员就把饭煮软、做菜时少放油盐；有
人说食堂开在小区里会影响环境卫生，工
作人员就做到厨余垃圾每日清理，避免滋
生蚊虫；有人说食堂是以盈利为目的，食堂
就坚持价廉物美，无论菜色多丰富都不涨
价，让利于民；有人说小区里寸土寸金，食
堂空闲时段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食堂就
在用餐高峰期前（上午 9 时至 11 时，下午 2
时 30分至 5时）增设议事茶室，居民们可以
在那儿泡泡茶、聊聊天、下下棋……

“以前群里有位大叔天天提意见，对食
堂这不满意那不满意，现在却成了食堂的
忠实顾客，常常看到他们一家子一起过来
吃。”黄雪燕开心地对记者说。如今，食堂
经营逐渐步入正轨，群里负面的声音渐渐
少了，黄雪燕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了不少。

“但要改的地方还有很多，我的目标是让每
位来食堂用餐的居民都能变成回头客。”黄
雪燕说。

漳浦县赤土乡溪东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余甘种植，走出
了一条农业特色产业路——

苦尽“甘”来 脱贫致富

兼具用餐和社交功能的和平里社区食堂，开办一段时间以来，让居民体会到——

社区“烟火气”幸福滋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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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变脸演员下台与现场观众互动川剧变脸演员下台与现场观众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