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特写

A6 2023年9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陈玉清 美编/黄平

■■
芳
都
观
光
果
园
在
同
安
五
显
种
植
杨
桃
二
十
年

芳
都
观
光
果
园
在
同
安
五
显
种
植
杨
桃
二
十
年
。。

庆丰收庆丰收 促和美促和美第六个 特别报道中国农民丰收节

自然条件相似、气候条件相似、种植技术与耕作习
惯基本相同……对于许多台湾农业从业者来说，厦
门是他们来到大陆创业的首选之地。据我市农业部

门统计，截至目前，厦门已有农友种苗、美格农艺、福星饲料、
金池中医药、康妈妈、正心精致农业、台农牧、福寿实业、九品
香等台资农业企业，他们在这里的投资发展领域很广，涵盖
农作物花卉种植、畜牧、水产、农产品加工以及农产品贸易与
咨询等。他们在厦门扎根以来，各展所长，不断开花结果。

记者王东城通讯员李新波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
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
这让许多台湾农业从业者备受鼓舞，
海峡两岸农业协会秘书长、嘉义大学
农学博士龚世明就是其中一员。他从
一名到厦门旅游的观光客，变成厦门
果农，在厦门先是打造龙眼果园，再到
如今瞄准更具附加值的牛油果，一步
一个脚印，深耕农业领域。

2003 年，龚世明和叔叔来厦门旅
游。龚世明说：“我记得当时厦门的龙
眼一斤卖到12元。”长期跟农业打交道
的他们，顿时嗅到了商机。他们很快再
次来到厦门，并租下了同安莲花镇云洋
村的一块地，开始在厦创业。“可是，等
到我们果园5年挂果上市，市面上的龙
眼已经逐渐掉价了。”龚世明说，经过仔
细的市场调查，他发现牛油果这个小众
水果藏着更多商机。“当时，大陆还没
有大规模种植牛油果，许多牛油果都
是从墨西哥等国家进口的。”

说干就干，龚世明开始利用自己的
专业优势，在台湾搜集牛油果品种，为
转换赛道做准备。很快，他完成了第一

期牛油果种植，
面 对 300 亩

的 牛 油

果苗，龚世明憧憬着，等几年挂果了，属
于他的丰收季就来了。

可是没想到，一场看不见的危机
又来了。“牛油果树很怕根腐菌，感染
这种病菌后，果树会慢慢萎凋，大约两
年就会彻底死掉。果农如果不知情，投
入就会打水漂。”龚世明说，2016年，他
发现自己基地的牛油果树染上了这种
病菌，果树损失了近八成。

找到问题根源后，他选择从头再来。
这次他搜集了更多品种，有的牛油果可
以长到成年人手掌大，比进口的牛油果
大三四倍。有的牛油果品种则一改普通
牛油果寡淡无味的特点，增添了几丝甘
甜。有了前车之鉴，他更加用心照顾果
苗。他精心调配好对付根腐菌的“药方”，
一旦发现果树有染病的迹象，就及时“对
症下药”。功夫不负有心人，新一批牛油
果树茁壮成长，目前总规模达到500亩。

“我在厦门的牛油果种植基地，是目前两
岸品种最齐全的基地。”龚世明自豪地
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1月，我们
基地都有牛油果产出，可以不断供应市
场。”他还补充说，国外进口的牛油果，为
了保证最佳口感，往往在五六成熟的时
候就要采摘，然后运往中国市场。而厦门
产的牛油果可以到九成熟再采摘，因此
口感比进口的更好。

为了提升牛油果的品质，龚世明
坚持做好选种、育种。今年起，他将厦
门牛油果园区的品种增至28 种，同时
引入有机栽培模式。

“前几天，两岸融合方案公布，很
多人给我发微信，让我备受鼓舞。”龚
世明十分兴奋，此前他已申请了台湾
牛油果研究院厦门融合基地的牌子，
名字里恰好也有“融合”二字。他说：

“是巧合，相信也是趋势。”
谈到下一步，龚世明对继续在厦门

做好牛油果文章充满了信心。他希望通过
自身影响力，宣传两岸融合发展的相关政
策，吸引更多台湾农业从业者抢占先机，
来厦门结对合作共赢，助力乡村振兴。

因为先天优势，厦台两地农业
交流合作由来已久。早在1989年，
农友种苗就率先落户我市，开启对
厦门台农业交流序幕；2005年，我
市设立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成
为大陆最大的台湾水果和水产品入
境口岸和集散地；2007年，我市首
次举办“海峡两岸农业论坛”，此后
两岸农渔业协会共同举办了五届海
峡两岸农渔业论坛暨产业对接会；
2010年，原农业部首次将对台工作
分支机构设在地方，批准在厦门设

立“对台农业交流合作基地”；2020
年，我市获批设立厦门同安闽台农
业融合发展（种子种苗）产业园……
30多年来，越来越多台资农企在厦
扎根，并不断增资扩产。

创办于1993年的美格农艺就
是其中一个缩影。30年后的今天，
美格农艺正计划在原址规划“美格
现代农业产业园”，拟投入5亿元，
构建生态循环体系，建成国内先
进、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示
范基地。

厦门正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努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
一家园的“第一站”。一直以来，农业
部门积极为台资农企在厦发展提供

“阳光雨露”，扶持台资农企升级品
种，鼓励引进台湾名优特新品种，在
单品种产业化上下功夫，涌现出许
多成功案例。

詹家柚果园在厦门发展20多
年，葡萄柚和红心橙已打响品牌；芳
都观光果园已在同安五显种植杨桃
20年；景堂兰花在厦从事花卉香草
种植30年，目前台商二代已接班，
继续深耕农业；荣杰园从休闲农业
转向台湾芭乐种植，目前在厦漳泉
拥有5个生产基地，产品专供百果
园和元初超市，供不应求。

在种苗产业方面，厦台合
作前景广阔。台湾农业在品
种保存与改良方面位于全
球领先水平，尤其是对温
带、亚热带植物种源的
保护利用别具特色。厦
门种子企业在全国市
场网络健全，在全国具
有较强影响力，台湾大
多数农作物新品种都
是通过厦门企业销往大
陆市场的。

市农业农村局表示，
将继续鼓励两地种子种苗企
业携手合作，推进两岸农业种
质资源保存与利用，进一步做大
做强海峡种苗产业。

两地农业交流合作由来已久 台资农企在厦扎根生长

扶持台资农企做大做强 为他们在厦发展提供“阳光雨露”

扎根厦门土地 结出幸福硕果
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积极扶持下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积极扶持下，，许多台湾农业从业者来厦创业收获满满许多台湾农业从业者来厦创业收获满满

台湾农学博士龚世明：
从观光游客变成厦门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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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农詹景童在厦门打造了詹家柚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