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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嫣艳
通讯员 叶郁旭 叶晓菲
人勤春来早，实干走在前。上月

底，翔安区召开的“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行动、一季度“开门稳”

“开门红”动员部署会后，翔安区农业
农村局开展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谋划和统筹
推进“三农”重点工作，纲举目张推动
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生态休闲农
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
施村容村貌整治行动，农村人居环境
得到较大提升……过去的一年，翔
安区紧紧围绕乡村振兴“20字”
总要求，坚持城乡统筹、协调
发展，不断提高“三农”服务
工作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步伐，“三农”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 卫琳 通讯员
翁毓琦 陈宏心）昨日，民建中央画
院、民建福建省委联合主办，民建
厦门市委协办，远东美术馆执行
承办的“翰墨著同心 一起向未来”
中共二十大金句书画作品邀请巡
回展首展在厦门秋地艺术中心拉
开帷幕。展览面向市民免费开
放，将展出至3月5日。

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
120件，旨在以书画艺术创作形式，
持续推动民建各级组织深入学习
中共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准确理解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牢牢坚持
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争当
协商民主的“优等生”。

来自民建中央画院的艺术
家，福建、山东、浙江等地民建会
员艺术家，以及远东美术馆艺术
家团队和与民建有密切联系的书
画艺术家们积极响应，热情投入
艺术创作，以艺术形式诠释“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伟大命题，讴
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成就，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时
代景象，贡献了一批艺术精品。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 通讯
员 李国良）近日，东盟嘉庚学子首
次联谊活动在集美大学举行，110
名海外留学生欢聚一堂，共叙嘉
庚情谊。

除了在厦门大学、集美大学、
华侨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厦门海
洋职业技术学院、集美中学、集美
工业学校就读的来自泰国、印度
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
菲律宾、老挝7个东盟国家的陈嘉
庚奖学金获奖学生外，活动还特
邀了玻利维亚、韩国的留学生以
及部分国内学生参加。

“通过现场活动和交流，我认
识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庚学
子，找到了交流中国文化、传播嘉
庚精神的平台。”就读于厦门理工
学院的越南学子吴芳华说。

据了解，陈嘉庚奖学金于
2017年设立，奖学金的资金来源
以集美学校委员会香港集友银行

股息收益金为主，主要用于资助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华侨
华人后裔学生或港澳台地区集美
校友后裔学生来厦门，就读厦门
大学、集美大学等7所院校。截至
目前，已累计招收学生 1090 余
名，其中已毕业295名。

此次联谊活动的牵头人、集
美学校泰国校友会、泰国嘉庚学
子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潘丞仲先生
介绍，组织此次活动旨在通过交
流互动，让陈嘉庚奖学金获奖学
子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厦门，讲
好嘉庚故事、中国故事，为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民心相
通、文化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此次活动由厦门市陈嘉庚教
育基金会、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
主办，集美大学、集美学校泰国校
友会、泰国嘉庚学子联谊会、集美
大学东盟教育中心（泰国）联合承
办。

本报讯（记者 林雯 通讯员
夏思萱）2月19日，“向春天再出
发·思明地标”穿越城市定向越野
挑战赛在厦门体育中心广场鸣枪
开跑，近200名思明青年参加。

来自思明区政府机关、公检
法系统、高校、街道社区、非公企
业和新业态领域的青年代表分为
四组，从厦门体育中心出发，根据
各自的城市地图和任务卡，以环
保的定向越野跑方式探寻思明政
治、经济、历史、人文地标。

据悉，活动设置“老厦门传统
文化线”“宜居思明乐活线”“活力
思明山海线”“科技思明未来线”4

条主题线路，覆盖思明区的历史
文化、人文建设、信息科技、运动
健康等内容，途中还融入古琴、绘
画、VR互动、知识问答等24种体
验项目。

当前，思明区正加快打造青
年发展型县域建设试点，通过一
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助力青年成长
的诚意，不断吸引青年人才在思
明筑梦逐梦。当天，思明团区委
号召在区重要领域、重大产业、重
点项目中成立青年突击队，进一
步增强“争优争先争效”意识。活
动现场还为青年突击队代表授
旗。

青年穿越主题线路 探寻思明地标
“向春天再出发·思明地标”穿越城市定向越野

挑战赛举行

◀ 近 200
名思明青
年以环保
的定向越
野跑方式
探寻思明
地标。(思
明区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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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高优农业
让农民腰包鼓起来

翔安区农业农村局不断提高“三农”服务工作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去年，翔安区培训各类新型职业农民
700人次。翔安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季节、各
村镇农业产业结构、种植各环节存在的问题
等，邀请老师有针对性地授课。通过操作培
训，进一步提高农民动手能力，积累种植加工
的经验，有效提升农民的素质。

2022年，翔安区扶持建设新圩镇上宅等
3个共4428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翔安区
浪漫田缘家庭农场等4个共356.3亩高效节
水灌溉项目，有效提升作物生产质效。开展

商品有机肥补助项目37个，推广使用面积
4489.5亩。在全市率先引进节水抗旱稻“旱
优73”，同时引进甬优1540等16个水稻优良
品种，丰富本地水稻种子需求。全年及时下
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603万元、一次性种粮
补贴共3批55万元。实施种粮补贴，累计完
成水稻种植补助面积12119.68亩；完成大豆
种植补助面积 858.1 亩。完成 48 个村居
5500亩水稻种植保险投保，投保覆盖率比上
一年度提高10倍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是带动特色农业、现代农
业发展的“火车头”，是乡村振兴的“助推
器”。2022年，翔安区如意情、兴盛等16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年产值达74.5亿元，
同比增长约76.28%，有效拉动了经济，还带
动了产业链条。

近年来，翔安区积极拓展“农业+”模式，
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休闲等产业融合发
展，挖掘农业生态、生活功能，促进农民增收。

大宅发挥火龙果产业特色，拓展“生产-
加工-销售”一体经营，衍生果酒、果茶、果脯
等系列火龙果产品，结合乡村文化，打造“品
一口火龙果，住一晚民宿，玩一次农耕体验”
的“大宅火龙果节”，形成“大宅火龙果田园综
合体”。目前，火龙果种植面积达1400余亩，

年产值约4500万元，全年实现纯利润2000
多万元，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带动年收入
超1000万元。

不仅如此，翔安区还构建“国企+国有农
场+基地+农户”的高端休闲农业建设模式，
联合孵化“大帽山境”项目，带动大帽山农场
148名居民实现转产就业，并长期提供日常
临时工、兼职岗位，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2022年项目实现营业收入1557.33万元，
同比增长24.16%。

此外，翔安区还在新圩镇面前埔村探索
“国企+民企”合作模式，推进“蔬果花乡田园
综合体”开发，在内厝镇锄山村围绕“悠然锄
山”主题，引入国贸集团打造“山村田园生态
旅游区”。

郭防是新圩镇面前埔村庄
家宝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获首

届“厦门市十佳食安卫士”称号、“厦门最美
农民”称号。在他带领下，周边村庄130余户
村民掀起种植蔬菜的热潮，农民增收约
40%。郭防说：“我们的蔬菜种植发展到4个
农业基地1200多亩，将科学的生态种植技术
应用于各基地，不仅坚持施用有机肥，还采用
绿色防控方法除草病虫害，保证蔬菜、水果的
自然味道及安全健康，为的是让消费者吃到
小时候的味道。”

同样，采用“协会﹢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组织形式的还有火龙果、胡萝卜
等。目前，全区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

692家，带动农户1.15万户。培育1家国家
级、4家省级、20家市级和47家区级示范社。

“从协会到合作社，从基地到农户，实现
产销一条龙”是翔安农业农村局探索创新的
生产经营模式。翔安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厦门
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指导成立了翔安区蔬
菜协会，采用“协会﹢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组织形式，将胡萝卜生产与加工、出
口联结成一体，实现产销一条龙，促进整个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积极培育以蔬菜
收购为主的中介组织，全区胡萝卜、葱蒜、马
铃薯、白菜、甘蓝等大宗蔬菜产品基本实现协
议收购，有效降低农业生产交易成本，提高生
产经营效益。

春耕始，万物生。放眼翔安，广袤
的土地逐渐苏醒，农业生产正有序铺
开。

时下，正是胡萝卜收获季节。今
年，内厝镇胡萝卜种植约6260亩，预计
收成可达43820吨。“去年秋季，我们
种下的胡萝卜比前一年多。收成时间
长了，收入就增加了。”内厝镇后田村
种植大户许佳全透露，年前胡萝卜每
亩价格约10000元，年后收成的预计
每亩可以卖到12000元以上。据悉，
后田村今年种植胡萝卜约800亩，平均
一亩收成约7吨。

2022年-2023年产季，翔安区胡
萝卜播种面积达2.8万亩，种植农户约
5000户。主要种植莎卡达七寸、红帝
大根、红誉七寸、红誉11号、佳佳乐、尼
尔森9号、尚安红等优质品种。其中，
莎卡达七寸及高效栽培技术的全面推
广应用，造就翔安区胡萝卜国内一流
的品质和产量水平，胡萝卜每亩产值
稳定在 1 万元以上，每亩种植利润
5000元左右，平均每种植户纯利润收
益约为3万元。

翔安区不仅是国内冬春季主要的
胡萝卜生产基地，还先后获评“国家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现在，全区
胡萝卜年产量超过18万吨，年出口量
超过5万吨，每年1-4月产品畅销广
州、上海、杭州等国内各大市场，同时
出口日本、韩国、俄罗斯、加拿大、欧洲
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是厦门市蔬
菜出口的主要品种之一。

同样走出国门的还有翔安各种特
色蔬菜品牌。目前，翔安区农业生产
已形成“新店胡萝卜”“内厝马铃薯”

“新圩葱蒜”等一镇一品和“大宅火龙
果”“乌山青葱”两个国家级一村一品，

“上宅龙眼”“古宅大蒜”两个省级一村
一品。

如今，翔安区蔬菜年播种面积约
9.3万亩，产量超过30万吨，不仅丰富
了市场供应，还为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提供充足的生产原料。

培育优势产业
促增收

产业龙头带动促增收

发展特色项目促增收

惠农支农保障促增收

2022 年，翔安区多措
并举，持续增强产业动能，促
进农民增收。其中，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9305元，增
幅 8.4%，位列全市第一；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10.2 亿

元，增幅4.0%，全市
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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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艺术精品 讴歌伟大成就
二十大金句书画作品展在厦首展，将展出至3月5日

百余名嘉庚学子共叙情谊
东盟嘉庚学子首次联谊活动在集美大学举行

翔安区农业生产已形成翔安区农业生产已形成““新圩葱蒜新圩葱蒜””等一镇一品等一镇一品。。图为村民采收香葱图为村民采收香葱。（。（林木阳林木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