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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楠楠）6 月 26 日，全市应急救援力
量联调联战工作机制建设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廖卓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应急救援力量联调
联战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及社会应急救援队伍代表参
加会议。

会议观摩了高速隧道事故处置综合演练，通报了市
119应急救援联动办公室工作情况和2024年度全市社会
应急救援队伍考评结果，并为全市社会应急救援联动先
进单位、优秀单位颁发奖牌。

会议指出，市应急救援联调联战工作机制自 2022
年建立以来，对我市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应急
处置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与安
全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坚定推
进应急救援力量联调联战机制建设。要加强统一指
挥，建强市级应急救援队伍，注重专业能力提升，强化
常态化实效化演练，立足实效检验机制建设成果，切
实增强实战能力。要不断总结经验做法，持续探索新
政策新措施，推动我市应急救援力量联调联战工作机
制取得新实效。

全市应急救援力量联调联战
工作机制建设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林依妮）6月27日，福建省食品行业外
贸优品“进企业”产销对接会在漳州举办。省商务厅副厅
长杭东、副市长洪泰伟出席活动。

杭东在致辞中表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助于食品企
业拓展市场空间，实现协同发展。漳州食品产业在全国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食品企业超 2500家，产业规模
超 1500亿元，位居全省首位，2024年漳州食品出口总值
292.9亿元，居全国前列。此次产销对接会是我省突出地
方产业优势，促进产业优品产销对接的一项重要活动，希
望大家把握机会、充分交流，共同挖掘潜在商机，实现互
惠共赢。

对接会以“助力外贸食品企业拓内销，推动内外贸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由省商务厅、市政府主办。会
上，京东集团、淘天集团、精益珍食品、福建绿盛园食品等
企业代表，分别从电商平台数字化营销创新模式、重点商
超渠道布局策略、外贸优品企业品质把控与品牌升级等
角度，分享了助力漳州优品走进千家万户的创新实践与
宝贵经验，为在场企业代表提供参考范例，呈现出外贸优
品“转内销”的广阔发展前景。

现场还设置全省外贸优品企业展示专区，以及电商
平台、重点商超等多个产销对接区，为全省近百家食品行
业外贸优品、电商平台、重点商超等企业代表，搭建高效
精准的交流平台。

深化内外贸融合
赋能食品产业新发展
福建省食品行业外贸优品“进

企业”产销对接会在漳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6月 27日下午，首期“斗阵青
π对”漳州创新创业青年会客厅活动在芗城区举办。

本次活动以“青春‘守’艺”为主题，聚焦“青年创新创
业+闽南文化”。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文创领域创业青
年就非遗再造、文创推广、创新创业等内容进行对话。

活动中，职能单位负责人阐释有关政策举措，文旅行
业、文创空间有关负责人向在场青年分析市场需求、释放
合作信号，金融机构代表介绍相关金融服务，媒体代表就
文创推广提出建议。

此次活动由团市委、市文旅局主办，市青联、市青
创会、市青文创协会、市文创产业联盟协办。“斗阵青π
对”漳州创新创业青年会客厅是团市委围绕建设“圆山
创新港·科学城”打造的“创响漳州”六大行动项目之
一。该项目将聚焦青年关切的创新创业话题开展系列
活动，邀请相关领域创业青年、职能单位代表、青创导
师与专家学者面对面，共谋发展良策，链接多方资源，
进一步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环境，为漳州高质量发展汇
聚青年力量。

漳州创新创业
青年会客厅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林依妮）6月 27日，“购在中国・全闽
乐购”2025年福建省缤纷夏日消费季暨宝藏漳州促消费
活动在吾悦广场启动，围绕以旧换新、入境消费、外贸优
品、美好服务、假期欢乐购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活动，满足
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省商务厅副厅长杭东、副市长洪泰
伟出席启动仪式。

当天，省商务厅发布缤纷夏日消费季活动安排，全省
将围绕8大重点领域，推出1000多场促消费活动。抖音服
务商发布“宝藏小城计划”，通过直播探店、达人种草、消
费券派发三大引擎，为漳州消费市场注入数字化新活力。
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发布《吃透漳州：名小吃寻踪与城市
文化深度游》美食旅游线路手册及漳州市餐饮行业“金食
标”标识认定。

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市政府联合主办，将持续至6
月 29日。活动汇聚近百家漳州本土优质商户，打造国潮
福品展区、服务消费体验区、外贸优品展区、两岸融合展
区、以旧换新展区等5大消费展区和宝藏直播间，并结合
啤酒音乐节、夏日酷跑、非遗市集等活动，让消费者在

“食、游、购、娱、体、展、演”中，尽享漳州的烟火气与潮流
活力。

活动期间，政企将联动推出上千份单价超30元的惠
民礼包，以及抖音生活服务平台“188券包”福利，10万消
费券涵盖餐饮优惠券、购物折扣券、免费体验券，在抖音
搜索“宝藏小城”即可参与活动，直享满减优惠。

福建省缤纷夏日消费季
暨宝藏漳州促消费活动启动
线下5大展区亮点纷呈 线上发放10万消费券

盛夏六月，又到了荔枝丰收时节。
漳州的荔枝种植历史可追溯至唐宋时期。唐代《漳州府

志》已有“荔荫覆野”的记载，北宋蔡襄在《荔枝谱》中盛赞漳
州“紫绡玉肤”的荔枝品质。作为福建省乃至全国著名的荔
枝产区，漳州荔枝种植面积达 17.4万亩，产量占全省近九
成。其中，兰竹和乌叶两个传统品种颇负盛名，承载着地道
的风土滋味。

然而，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品种结构不合理、品
牌影响力不足、市场竞争力有待提升等问题。为此，近年来，
漳州依托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漳州综合试验站，立
足传统，突破传统，主攻荔枝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推动

“老产业”在新赛道上焕发更强活力。

新品种——聚焦优新，调整结构

20多年前，龙海双第永盛家庭农场农场主林永兴以十
来亩荔枝果园起家。不料，多年后，因受广东、海南等地的荔
枝冲击，漳州本土荔枝价格一度跌破每斤一元。“当时有些
农户直接砍掉荔枝树，改种别的果树。”林永兴回忆道。他的
种植事业也陷入困境。

转机缘于一次出行。1999年，林永兴专门到广东考察
学习，引进妃子笑等嫁接苗进行试种，并获得可观的经济收
益，开启事业的新起点。

尝到“甜头”的他，意识到引进适销对路、适应漳州水土
的优新品种是关键。

此后他持续引进新品种。2018年又引入岭丰糯、仙进
奉等。其中晚熟品种仙进奉核小、果肉厚、口感好，避开了6
月上市高峰，更具竞争优势。

作为高端晚熟品种，巨美人被誉为荔枝界的“杨贵妃”，
于7月中旬成熟。因其果大、品质优良，市场价格较高，部分
区域售价可达每斤 200元，成为荔枝市场的新宠。2021年，
我市引进该品种，并在漳浦壕山家庭农场进行试验示范。目
前，巨美人已在龙海、漳浦、云霄、诏安进行区域授权，全市
推广面积400多亩。

除了巨美人，漳浦壕山家庭农场还种植着 100多种荔
枝优新品种。“2022年底，通过高位嫁接开始适种仙桃荔，
今年挂果稳定，单果最大的能达94克。目前，市场上地头价
一斤约50元，这将填补漳州乃至福建在特早熟品种上的空
白。”农场负责人赵串勇表示。今年该农场确定巨美人、仙进
奉、仙桃荔为主要发展品种。

按照“减少乌叶、稳定兰竹、增加晚熟优质品种”的产业
发展方向，我市从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地引进冰荔、观
音绿、巨美人、井岗红糯、无核荔等晚熟优质荔枝品种30多
种，利用乌叶、兰竹等老果树高接换种，不断优化种植结构。

“今年，受天气因素影响，荔枝普遍丰收，迎来大年。通

过合理搭配早、中、晚熟优质品种，改造低效果园，能有效破
解荔枝‘大小年’‘集中上市’等难题。”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
术体系漳州综合试验站站长、市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蔡
建兴介绍。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实施优新品种高接换种荔枝园
3.2万亩，占比 18.36%，已投产面积 2.5万亩，荔枝产业累计
新增销售额16.34亿元。全市荔枝鲜果应市时间从6月中旬
至7月上旬延长为6月初至8月上旬。

新技术——专家上门，多元指导

眼下，漳浦县赤岭畲族乡晚熟荔枝种植区硕果累累，丰
收在望。这喜人的成果的背后离不开一次次技术的指导。

在荔枝花果期的关键节点，4月11日，国家荔枝龙眼产
业技术体系漳州综合试验站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该乡荔枝种
植基地，现场演示荔枝人工疏花、压花技术，并针对无核荔
枝疏花疏果难点进行互动答疑。

5月17日，专家再次来到该乡进行培训，对种植户提出
的荔枝落果、裂果、病虫害防治等问题一对一答疑。

如何让果农摆脱“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推动荔
枝产业从“增产、增收”向“稳产、增收、可持续”转变？掌握技
术是关键。

制定荔枝高接换种技术规程，培养专业嫁接技术人员，
组建高接换种技术服务队，邀请专家授课，嫁接能手现场示
范……多年来，我市相继与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福
建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利用国家荔枝
龙眼产业技术体系漳州综合试验站，为荔枝品种改良提供
可靠技术支撑。

依托高素质农民培训，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还开展果树
优新品种及种植技术专项课程，并组织专家等进乡村、入果
园，举办系列培训班，年培训人数达1万多人次。同时，编写

《克服荔枝中晚熟品种“大小年”产业技术方案》《荔枝新品
种及高接换种技术》等技术手册，通过下乡技术指导、现场
观摩会等发放到果农手中，累计发放5000多本技术手册。

新模式——种养循环，融合发展

在古雷开发区沙西镇，“鹅食林间草，草肥林下鹅，鹅
壮林中树”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有效填补了荔枝嫁接培
育管护时期的收益空白。仅蓬山村已发展出林下生态养
鹅场 15家。

在长泰区、漳州高新区，不少果农在荔枝果园套种了砂
仁、射干、铁皮石斛、灵芝等中药材。这种复合种植模式，能
有效提高果园的空间利用率，增加果农收入。另外，砂仁、射
干等散发的挥发性物质还能减少病虫害。

这是我市积极探索在荔枝果园发展“种养结合、生态

循环”立体种养模式，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的生
动实践。

步入漳州高新区荔枝海生态文化园，晨雾中果香弥漫，
唐时贡果妃子笑仍垂枝头。林间，绿道、观景平台等将成片
果园串联，吸引了不少游客市民在此休闲观光。

以农文旅融合形成“绿色生产力”，我市积极探索“荔
枝+旅游”“荔枝+文化”等发展模式，促进荔枝产业与旅游、
文化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漳州荔枝海生
态文化园成功入选全国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从“单打独斗”迈向“集群发展”，6月20日，漳州市荔枝
产业协会成立，串联起种植户、加工企业、科研机构和市场
资源。成立当天，该协会与漳州市供销集团、漳州市快消品
商会、广东中荔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战略合作伙
伴协议和合作意向书，项目涵盖荔枝种植基地建设、加工技
术研发、市场营销拓展等领域。随着这些合作项目的落地，
将进一步为我市荔枝产业注入新动能。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开发荔枝罐头、荔枝酒、果汁、
冻干荔枝、荔枝酥等荔枝深加工产品，推动一产往后延、
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促进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
让漳州荔枝从‘卖鲜果’向‘卖品牌’‘卖文化’等多元化转
型升级，推动漳州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未来发展，
蔡建兴表示。 ⊙本报记者 吴静芳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优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有效促进荔枝产业提质增效，
让枝头的甜蜜转化为果农的收益——

漳州荔枝上漳州荔枝上““新新””记记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当下最火的是啥？一定是荔枝！
随着《长安的荔枝》在央视热播，全国掀起“荔枝潮”，漳州自
然也不例外。

漳州不只有荔枝，还有“荔枝王”！6月27日，漳州“荔枝
王”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摘。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漳州高新区九湖镇九湖村，一睹
“荔枝王”风采。经过数条并不宽敞的村道，在一处普通民房
旁，“低调”的“荔枝王”露出了它的“真容”，只见它静静地扎
根一隅，四周是二三层高的民居和厂房，“荔枝王”比它们都
高，它枝繁叶茂，一眼望去，树冠犹如一把绿色的巨伞，树干
粗壮，几个大汉都抱不过来。

“荔枝王”上，都是红艳艳的果实，它们像一串串鲜红的
珍珠，上面还沾着露水，更显娇嫩欲滴。微风拂过，荔枝果便
轻轻摇曳在绿叶之间，伴随着几声节奏欢快的蝉鸣，好不惬
意。

“荔枝王”四周用一米多高的铁栏杆保护起来，形成了
一个小园子，树前，立着一块刻着“荔枝王”三字的石碑。石
碑后面刻着“荔枝王”的简介：“荔枝王，无患子科、荔枝属兰
竹品种，九湖村约公元 1400年栽植。冠幅东西 21米，南北
24米，冠幅面积0.6亩，树高16米、胸径3.4米……”

树干上则挂着“福建省古树名木保护牌”，“这是 2015

年1月，当时的龙海市政府挂上去的，上面写着树龄600年，
保护等级一级。”九湖村支委许顺盛介绍，根据相关部门的
考证，这棵荔枝树是目前漳州“年纪”最大的荔枝树，经历了
600多年风风雨雨，它依然生命力顽强，硕果累累。

“当时这一带都是种植荔枝的，随着时代变迁，只有‘荔
枝王’屹立不倒，数百年来，它也经历过霜冻、台风等自然灾
害，有一些受损，树干上还可以看到以前断枝的痕迹，但它
从来没有倒下。”许顺盛说，“荔枝王”并非“野蛮生长”，这
600多年来，世世代代的九湖村村民都在养护、照顾它，而

“荔枝王”也特别受到大自然的“眷顾”，它的旁边有一处天
然泉眼，数百年来一直默默滋养着“荔枝王”，为它“延年益
寿”。

村民翁阿心早早来到了“荔枝王”小园，她负责今天的
采摘。不一会儿功夫，已经装了十几篮。翁阿心爬上数米高
的梯子，熟练地把树上成熟的果实采摘下来。“阿婆，小心
点！”路过的村民看着几乎“挂”在树上的翁阿心，高声提醒
着，“没事，都爬了近60年，熟练得很！”

翁阿心今年 65 岁，孩提时期，她总是在树下纳凉玩
耍，也经常趁看护的村民不注意，偷偷爬上树摘几颗荔
枝吃，后来长大了，她便时常帮忙村里采摘“荔枝王”。

“今年预计能采摘下五六百斤！”翁阿心说，虽然现在产
量不是特别高，但品质特别好，“快尝尝，果肉特别饱满、

多汁、甜！”
“平时喷药、施肥都是我在做的，这不是普通荔枝，这是

长寿果，我要更用心些！”村民陈国辉笑着介绍，在古代，荔
枝是王公贵族甚至是皇帝才吃得到的，但作为荔枝的主产
地，九湖人早就一饱口福了，“以前受限于交通物流，九湖的
荔枝也是在本地和周边销售”。

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上的荔枝品种层出不穷，“荔枝
王”采摘下来的兰竹荔枝，早已不是荔枝市场的主流，销售
价格也较低廉。但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荔枝王”始终陪伴着
九湖村民，也见证着九湖荔枝产业的发展。“如今，九湖的荔
枝种植也顺应时代的发展，不再是单一的老品种，桂味、糯
米糍、妃子笑等市场上受欢迎的品种也大量种植，市场上供
不应求，价格也很好。”许顺盛说。

在许顺盛看来，保护“荔枝王”，就是保护和传承当地
的荔枝文化。他介绍，近年来，九湖村加大“荔枝王”保护
力度，将“荔枝王”周边环境发展提升作为发展乡村旅游
的亮点，组织相关人员对“荔枝王”进行树型修剪、四周铁
栏杆焊接圈造、回填有机土壤、地被铺植等整治工作，并
引导村民利用荔枝博物馆、荔枝海公园的优势发展旅游
观光民宿产业，以进一步实现生态宜居、产业兴旺、农民
增收的美好发展目标，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相结合的美
丽村庄。

树龄600多年的漳州“荔枝王”，开摘！
今年预计可采摘五六百斤

饱满的荔枝缀满枝头 本报记者 陈逸帆 摄

高大的高大的““荔枝王荔枝王””硕果累累硕果累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洁严洁 摄摄

负责采摘荔枝的村民技术娴熟负责采摘荔枝的村民技术娴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洁严洁 摄摄

荔枝海公园荔枝海公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逸帆陈逸帆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