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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厦门如意种苗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如意种苗”）的生产基地，占地8万平方
米的现代化大棚如同一个巨大的育苗工厂，孕育
着一株株幼苗。

温暖的嫁接棚里，绿意盎然。50多个工人
坐在摆满了育苗盘的育苗床中，熟练地进行黄瓜
苗嫁接。已经完成嫁接的黄瓜幼苗排列整齐，长
势喜人。如意种苗总经理陈木林介绍：“再过十
几天，这些黄瓜嫁接苗就可以移栽下地，它们的
质量稳定，成苗更健壮。”

作为福建省最早开展工厂集约化育苗的企业，
如意种苗每年累计生产5000万株蔬菜嫁接苗、
3000万株实生苗，远销浙江、广东、海南、贵州等地。

“我们现在忙的是明年早春的订单，厦门有气
候优势，错峰上市的种苗很有竞争力，光是贵州一
地，去年就卖出了3000多万元的种苗。”陈木林
说，育苗集约化省时省工，培育出的菜苗根系发
达，抗病抗逆性强，产量高，增加农民种菜收入。

“壮苗五成收”，种苗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的
收益。“只有改变种植模式，才能提高经济效益。”
百利负责人康英德也表示，工厂化育苗的种苗品
质好，农民的种植风险大大降低。

在百利，各种现代化的育种技术和设施应有
尽有。从意大利进口的自动化超精良穴盘播种
机，实现全程自动化，可节省80%以上的人工；引
进丹麦纸钵育苗新技术，通过“空气断根”方式培
育根群，定植后开根快，产量可提高10%-25%；
引进移动喷灌系统，喷洒均匀系数达90%左右，
与地面灌溉相比可节水 40%以上，节省劳力
50%左右……康英德表示，不仅要向农民提供优
良的种苗，更要传播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动农业
种植的升级，促进农民增收。

先谋后动，动则必成。今年来，海沧坚持高位谋划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紧密结合海沧实际，一盘棋统筹，
全要素推进，为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发动新引擎。

在海沧，一支由组织、农办、民政等15个部门组成的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保驾
护航。通过制定18条具体措施和61项硬性指标，确保

“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
与此同时，海沧推行“三联四抓”挂钩联系机制，28

名区领导、42个机关事业单位挂钩指导村（社区）各项工
作，建立起“每月调度、每季小结”工作机制，通过区、街联
动组建“1+1”专班驻村包片，解决乡村振兴的各项难点
问题30余个，帮带策划提升项目170个，总投资近9亿
元。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海沧出台了加强村干部队伍
管理实施意见，全面规范选人用人、运行机制等5个方
面，全力提升村干部队伍能力素质。集中换届后，党员干
部干事创业热情进一步激发。在东屿社区，历时13年的
整村拆迁圆满完成，在后井村，仅用1个月实现征收签约
96.04%。

此外，海沧还通过深化近邻党建模式，强化先锋引
领。放眼海沧，海沧街道近邻先锋党建联盟、嵩屿街道近
邻志愿服务队以及11支城中村党员先锋队等服务平台
活跃在基层乡村振兴的各个环节。如今，在他们的带领
下，越来越多群众主动参与乡村治理，为乡村振兴献策献
力。

共治共享 村美民富好兴旺
海沧区围绕省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区建设任务，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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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焕然一新。村口的小公园“无中生
有”，舒适的人行步道延伸到家门口，各
具特色的美丽庭院遍地开花，如火如荼
的集体经济让村民的荷包更鼓……今
年以来，在市委组织部的有力指导下，
海沧区坚持围绕省级党建引领乡村治
理试点区建设任务，全面推进乡村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谱写了乡
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大抓基
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海沧区是全市唯一的党建引领乡村治
理省级试点区，推进乡村振兴，积极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至关重
要。”海沧区表示，接下来，将紧紧围绕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重点难点，进一步增强党
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效。

每逢周末，天竺山脚下的一个
个村庄就热闹起来。在西坂菜地，
孩子们忙着收割水稻，随着季节更
替，这里还有砍甘蔗、种土豆、捉泥
鳅等活动，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前
来参与。

在不远处的赤土社，赤土小院、
周记扁食、汉服小院等省级五星“美
丽庭院”人气十足，村民们积极参与
乡村振兴干劲十足。村民周文考开
设的“寻味赤土”餐厅和七色豆农园
成为小有名气的研学基地；陈皋为
赤土引进了第一个艺术工作室——
锦熹陶瓷馆，在发挥企业优势扮靓
村庄的同时，用文化的力量助力乡
村振兴……

同时，洪塘村党委牵头引入“元
初新民宿”“会员体验中心”落地赤
土，不仅盘活本土农产品的资源整
合，还把产量有限的农家牛肉作为
专供产品在线上销售，拓宽了原有
的销售渠道。

事实上，这只是海沧乡村振兴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乡
村越来越好，村民的荷包也越来越
鼓。今年，总投资4.25亿元的祥露
集体经济项目祥露广场开工建设。
该项目将建成大型商业综合体，为
村民创造实在的收益，打破祥露集
体经济多年来“零收入”的僵局。

据介绍，海沧正充分运用市直
单位、国有企业资源优势，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选派驻村工作队，协助落
实集体经济项目用地选址、项目生
成、协议存款等事项，预计今年海沧
各行政村全部集体经济收入将超50
万元。

推动4条乡村振兴示范动线打
造、驻点9个村（社区）开展陪伴式乡
建、率先全市成立首个区级新乡贤理
事会、举办“美好生活在厝边”城中村
文明实践走透透直播活动……在海
沧，探索乡村深度融合治理的新举
措越来越实。接下来，海沧将持续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继
续强化党建引领，凝聚广泛合力，推
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在海沧，党建引领下
开展的创新探索活力迸发，全面推动乡村多元治理提升，加速
实现全方位共治共享。

夜幕降临，海沧东孚街道过坂社区的党员群众又聚在了
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出一个个乡村振兴的金点子。在
东孚，村民有晚上集体纳凉的习惯，农村议事平台“后坑夜话”
应运而生，不仅成为党员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渠道，也提升了村
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记者了解到，“后坑夜话”入选首届厦门基层政务及公共
服务十大经典案例。这样的乡村议事模式在海沧持续推广，
涌现出“主题夜话”“赤土夜话”“玛瑙夜话”“话仙馆”等自治平
台，传党声、听民意，筑牢乡村振兴自治之基。

在海沧，创新优化组织，让乡村振兴更具活力。跨村联
建，变“单打独斗”为“合力共治”，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联动共赢的格局。“今年，我们打造了‘古楼-青礁-囷瑶’跨村
联建示范点和11个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村，并探索建立了
城中村‘村党委-片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组织网络，推行新
垵村‘一村五片’治理模式，组建4个房东协会党支部，为城中
村治理注入组织动能。”海沧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创新，还体现在加强智慧保障和提升村民安全感上。据
介绍，通过党建引领，海沧建成了“一标三实”数据库和“雪亮
工程”视联网，完成了新垵、霞阳“智慧城中村”试点建设，并打
造了以“AI+家庭律师”“海沧e调解”为核心的公共法律云平
台，打通点对点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

种子种苗 育出致富好钱景
我市持续加大蔬菜集约化育苗产业扶持力度，一批种子种苗企业迅速成长壮大

我市现有蔬菜集约化育
苗企业 6家，育苗基地8个，
面积共计 450亩，主要培育
生产茄果类、瓜类以及甘蓝、
花椰菜等蔬菜嫁接苗和实生
苗，每年生产品种优良、抗病
抗逆性强、产量高的蔬菜苗3
亿多株，培育的蔬菜苗不仅能
满足本市本省的需求，还推广
销售到贵州、云南、广西、湖
北、广东、江西、浙江等多个省
区。

文/本报记者 吴晓菁 通讯员 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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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同安的厦门百利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前来购买
种苗的农户络绎不绝，育苗大棚里，一
排排黄瓜、茄子幼苗长势喜人。

“现在是闽南地区‘越冬茬’的生
产高峰，种苗供不应求。”百利相关负
责人说道。如今，作为我国南方首屈
一指的蔬菜种苗企业，每年从百利“走
出去”的各类蔬菜嫁接苗、实生苗等高
达2.2亿株。

百利种苗是我市蔬菜集约化育苗
产业发展的缩影。从传统的土法育苗
到工厂集约化育苗，近年来我市持续
加大蔬菜集约化育苗产业的扶持力
度，积极推进蔬菜集约化育苗产业发
展，一批种子种苗企业迅速成长壮大，
厦门已成为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最大的
蔬菜集约化育苗基地。

中午1点半，翔安区金莉
园蔬菜专业合作社已是一派
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嫁接平
台流水线上嫁接苦瓜苗。“这
条流水线功能强大，把嫁接的
几道工序都整合到流水线上，
效率高多了。”合作社负责人
蔡加金高兴地说。

嫁接平台流水线是蔡加
金今年新购置的，他说：“购置
设备享受了政策扶持，获得
50%的补助，这对我们合作社
来说，扶持力度很大，实实在
在减轻了种植企业的负担。”

蔡加金口中的政策是
2020年出台的《厦门市扶持蔬
菜种子种苗产业发展措施》。
根据该政策，蔬菜种子种苗生
产经营企业购置育苗播种设
备，可获总额50%的购置款补
助。据悉，去年以来我市投入
财政资金151.47万元补助集
约化育苗企业的育苗播种设
备购置，共有6家企业享受政
策扶持。

实际上，我市一直加大政
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推动产业
发展。早在2012年，我市就
对蔬菜集约化育苗温室大棚
建设予以项目建设资金60%
的补助，累计投入财政资金约
9000万元。一粒粒不起眼的
种子、一株株幼小的种苗，成
就出厦门产值数亿元的蔬菜
种子种苗产业。

为了加强集约化育苗全
过程的管理，完善集约化育苗
管理体系，在当前集约化育苗
没有国家标准的情况下，我市
积极开展集约化育苗地方标
准的制定，规定了集约化育苗
全过程的要求、检验方法、检
验规则、包装要求、标识、贮藏
及运输条件等，已发布的集约
化育苗地方标准品种有茄子
嫁接苗、黄瓜嫁接苗、西瓜嫁
接苗、苦瓜嫁接苗等，有力地
保障了集约化育苗质量，推动
集约化育苗产业健康发展。

“‘种苗ICU病房’就是嫁接种苗的愈合室，像是
医院里的重症监护室，嫁接后的幼苗在这里可以更
快愈合，种苗更强壮。”在翔安区香山街道的厦门市
银农种苗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东伟介绍起自己精心
建设的育苗流水线。

推开“种苗ICU病房”的门，一个个整齐排列的
架子摆满了等待愈合的嫁接苗。王东伟说，“种苗
ICU病房”有恒温恒湿的环境，种苗嫁接后的切口可
以尽快愈合，品质更有保障。

王东伟是一名退伍军人，回乡从事种苗产业已
经20年了。他说，一棵种苗从发芽、生长、嫁接到愈
合，都采用了标准化的培育模式，在科学技术的加持
下，种苗受到了省内外农户的青睐。在种子仓库里，
他抓起一把甜瓜种子说，“这是即将试种的新品种，
我们每年都会对新品种进行试种，品质好的才会在
下一年提供给农户，确保培育出的种苗最安全。”

为了更好地推动育苗技术进步，我市集约化育
苗企业纷纷组织研发力量，开展科技攻关创新。厦
门市种子站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市相关企业在
蔬菜砧木与接穗品种筛选及嫁接技术研发、改进育
苗工艺流程、研发改良播种育苗设施设备、筛选优化
育苗基质配方等方面的科技创新上取得显著成效。

比如，如意种苗与福建省农科院联合共建如意
情蔬菜产业研究院，开展蔬菜砧木与接穗品种筛选
及嫁接技术研发，通过引进台湾、日本、荷兰、美国等
地的优质蔬菜（接穗）品种及国内外野生砧木，进行
不同的嫁接试验、研究、对比，种植、示范，筛选出优
良接穗品种和亲和性高、抗病性强的砧木品种。

“企业把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了集约化
育苗的产能和质量，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有效推动集
约化育苗技术进步。”厦门市种子站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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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种苗的现代化大棚里如意种苗的现代化大棚里，，工人正在合盘选苗工人正在合盘选苗。。

百利采用的播种机，可为
种苗包裹一层可降解的纸作
为保护。

赤土社的锦熹陶瓷馆赤土社的锦熹陶瓷馆。。

海沧区召开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暨跨
村联建示范点建设推进会。

翔安区金莉园蔬菜专业合作社
蔡加金（左）向儿媳传授育苗经验。 “种苗ICU病房”里恒温

恒湿，种苗嫁接后的切口可尽
快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