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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武平 特色产业日渐红火

清凉降火的

仙 草 、酸 酸 甜 甜 的

芙 蓉 李 、多 种 香 味 交

织的黄金百香果，在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

有吃不完的特色农产品。

地处北纬 25 度、闽粤赣三省交界处、

武夷山脉最南端的武平县，也处于有名的

黄金气候生态带。好山好水好生态孕育了

仙草、芙蓉李、百香果等众多全国农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随着这些产品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不断提升和扩大，带动了一个个地

标产业的兴起，也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

“新引擎”。

一株仙草造福一方百姓

黝黑发亮、一口顺滑、甘甜爽口的烧仙草

是夏季备受青睐的消暑甜品，也是遍布大街

小巷大大小小的奶茶店里不可或缺的饮品。

“晒干的仙草放进大锅里煮，加点米浆，就能

凝结成团，还有清凉降火的功效。这种藏在

深山里的野草被称为‘仙草’。”种植仙草 30

余年、武平人称“仙草大王”的邱福平说。

邱福平是武平县下坝乡人。下坝乡村

民历来有种植仙草的习惯，但“微利润”使

得种植这一传统作物长期被当作副业，仙

草通常自用或是卖给附近的小摊小贩。从

不起眼的“野草”到风靡全国的“香饽饽”，

这一转变出现在 1986 年。

当年，一位广东梅州的商人来到下坝

乡，说要收购 100 吨仙草。这个数字对当时

的邱福平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但他也

坚信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邱福平说：“这

个数字太大了。一个人是扛不下来的，需

要发动其他农户一起种植。”

但 别 人 都 觉 得 不 靠 谱 ，会 不 会 是 骗

局？能不能持久赚钱？由于有这些顾虑，

刚开始没有村民愿意跟着邱福平种植仙

草。邱福平只好发动他的亲朋好友，鼓励

他们大胆种植，并送去仙草种苗和种植资

料。亲友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勉强在田

里种植了一些仙草。这便是当地仙草种植

的第一次发展推广。

“这一次我们卖了 1万多斤，赚了 2万多

元。在当时月均工资几十元的情况下，家家

户户都拿到了几百元现金。”邱福平说，“后

来村民们看到种‘野草’的人赚了钱，就加入

进来。慢慢地队伍越来越大，种植面积也逐

步扩大。”再后来，为提高仙草产量和质量，

邱福平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合作，在 50 多

个现有仙草品种中，选育出适应性强、产量

高、气味清香、可溶性物质高的仙草新品种，

命名为“闽选仙草 1 号”，并于 2010 年 3 月通

过了福建省农作物品种认定。

凭借着优良的品质、规模化标准化的

生产与绿色种植理念，武平县逐渐发展成

为全国最大的仙草种植基地。然而，仙草

产量迅速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市

场压力。为最大程度保护农民的利益，邱

福平经过多次协调联络，终于在 2008 年与

广东加多宝集团达成协议——在武平县建

立加多宝仙草种植基地，实行最低收购保

护价。邱福平说：“我们的保护价是每斤

2.75 元。如果市场价高于这个价，到时就

按市场价收购。”

目前，武平县已引进建立 1500 亩仙草

产业核心示范基地，并采用订单形式辐射

带动全县种植仙草 3 万多亩，可实现年产值

近 2 亿元，仙草种植成为该县稳定的农业支

柱产业。同时，随着奶茶店如雨后春笋般

在全国扩张，烧仙草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也带动了仙草加工业快速发展。

“我们只做纯原料加工，不添加任何化学

添加剂。良好的品质，吸引了很多企业与我

们合作。目前我们跟悸动烧仙草、古茗、一点

点等国内知名奶茶企业都有合作，几乎涵盖

了国内知名奶茶品牌。”福建名忠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钟龙辉说，他们原来是在广东做食

品加工，主营产品是仙草。因武平是仙草主

产地，再加上钟龙辉是武平人，抱着报效桑梓

的想法，收购了以仙草加工为主要产业的福

建中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武平县再

次开启仙草初加工的发展之路。目前，该公

司仙草全产业链年产值超7000万元。

一颗果子带动三产融合

在武平县，除了仙草，还有另外一种酸

酸甜甜的果子——芙蓉李，也被认定为全

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武平县东留镇气候宜人、昼夜温差大，土

质肥沃，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芙蓉李种植。全镇 18 个村均有芙蓉李

产业，种植面积达3万多亩、年产值超3亿元。

为了提高芙蓉李的附加值，东留镇引进

扶持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加快推进果蔬深加

工，改变了产品单一现状；积极推进镇村电

子商务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一批优质农产品

电商经营业主，以点带面，拓展销售渠道。

2018 年，在武平县农业农村局的引进

下，廖雪涵来到东留镇黄坊村，接手一家濒

临倒闭的酒厂，并成立福建梁野久谣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她在客家米酒酿造工艺上进行

革新，不仅将酒厂盘活，还研发出芙蓉李气

泡水、芙蓉李鲜酿、芙蓉李白兰地等产品。

2022年，该公司产值达2160万元。

当记者来到位于黄坊村的武平花果东

留研学基地的时候，廖雪涵正忙着给孩子

们讲解芙蓉李的故事和酿酒知识。“忙不过

来 ，我 们 和 村 干 部 都 得 兼 职 去 做 教 学 老

师。”廖雪涵介绍，“我们坚持推动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让当地农户真切感受到芙蓉李

的价值。在一产方面，协助镇里成立了桃

李红合作社，建设标准化果园，提供鲜果品

质；在二产方面，通过加工各种果酒、果脯，

让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延伸；在三产方面，开

展农旅研学。”

每周，武平花果东留研学基地都会迎

来上百名甚至上千名前来研学的学生。武

平县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学校校长曾水

文说：“在这里，学生可以体验‘捶鱼’这项

非遗项目，以及芙蓉李果酒的酿造工艺，让

孩子在学中玩、玩中学。”

整合农旅资源，做好结合文章。这是东

留镇眼下正在积极推进的工作。该镇乡村

振兴服务中心主任马真华表示，东留镇以

花、果为媒，持续筹办李花节、芙蓉李采摘

节、富贵籽花王赛等节庆活动，促进农旅融

合发展；打响“东留有李、富贵伴你”品牌，形

成“冬春赏花、夏秋采果、四季游玩”乡村旅

游模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一个产业创造销售奇迹

靠近北回归线的福建是百香果种植的

最北缘地带。得益于生态条件好、雨量充

沛、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气候条件，福

建生产的百香果品质优越。2017 年，福建

百香果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农产品地理标

志产品。

素有“中国天然氧吧”美誉的武平，是

培育果蔬的黄金宝地。在这块宝地上孕育

而生的百香果外观圆润、光泽亮丽、果香浓

郁、口感醇甜，品质在国内名列前茅。2017

年，武平黄金百香果亮相金砖国家厦门会

场，赢得更多商机和市场。

武平县委、县政府紧抓机遇、乘势而

上 ，多 措 并 举 推 进 百 香 果 产 业 可 持 续 发

展——出台一系列政策，从种苗繁育、基地

建设、产后处理及深加工、品牌创建方面给

予扶持，推动百香果产业发展壮大。在政

策引导、推动下，百香果种植区域覆盖全县

17 个乡镇。2022 年全县百香果种植面积已

达 3.57 万亩，产值 4 亿多元。

2023 年 8 月 23 日，武平百香果创造了

一个销量奇迹。由福建武平县优达农业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承 接 的 阿 里 巴 巴“ 百 县 百

品”——武平百香果项目，单日电商订单突

破 20 万单。福建武平县优达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秀珍说：“武平百香果销售奇

迹的铸就，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和智慧。”

带领农民致富，是发展百香果产业的

动力之源。福建武平县优达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的姊妹公司——优轩农业投资 3700 万

元建设了百香果深加工项目，引进生产线

生产果酱等深加工产品，提高百香果产品

附加值，增加果农收益。不仅如此，福建

武平县优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还在岩前镇

大布村等地探索建设百香果生态直播基

地，以全景沉浸式体验提高游客参与度，

实现农、文、旅高度融合，促进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王秀珍说：“以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是企业不变的初心。”

作为当地百香果产业的龙头企业，在

武平县委、县政府的推动下，福建武平县

优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阿林家庭农场、

梁野山源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开展绿色、

无公害食品认证，将符合条件的百香果生

产经营主体列入“福建省食用农产品达标

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加强

生产过程全程监控管理，确保产品质量

安全。

为了促进百香果产品多元化，武平自

2018 年 以 来 ，先 后 建 立 产 后 处 理 中 心 29

个；依托臻富（福建）果汁食品有限公司、福

建名忠食品有限公司等省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每年消纳外果超 8000 吨；连续 4 年

举办百香果“果王”大赛，设计“武平百香

果”表情包、IP 形象，融入武平县中国农民

丰收节活动，成为乡村旅游的形象代言，实

现百香果产业发展“接二连三”。

□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真心实意搞活民营经济

胡文鹏

近日，笔者在湖南多地走访，听到

了一些新鲜事。在怀化国际陆港，湖

南筑水雕塑艺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为

了推广怀化，自费请泰国等国家的企

业家和政府官员来怀化考察、投资。

在 常 德 国 家 级 高 新 区 ，沃 晟 凯 科 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不仅自己落户高新

区，还主动以商招商，招来了 3 家上

下游企业。这种民营企业家真心把

自己当成“自己人”的情况，在湖南并

不少见。

民营企业有归属感，源于湖南搞

活民营经济的真心实意，拿出了不少

“真家伙”。

制定民营经济政策，真金白银

不 掺 水 。 有 民 营 企 业 家 跟 笔 者 交

心，出台一个政策，大家最关心两

件事：融资能不能更加便利？补贴

能 不 能 顺 利 拿 到 ？ 这 些 真 金 白 银 ，

在当前形势下对民营企业十分重要。

湖南省委、省政府 2023 年 10 月 30 日

出台的 《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若干政策措施》 就诚意满满。以融

资为例，该政策不仅明确提出“加大

民营企业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

投放力度”，还提出要“积极推广无

还本续贷、线上贷款、随借随还贷款

等”，“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债

融资”。为了让民营企业切实享受政

策红利，湖南还专门设立了企业联络

员制度，一人一企，主动帮办，确保

落地。

解决民营经济困难，真盯问题不

松劲。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民营

经 济 面 临 什 么 困 难 ，就 解 决 什 么 问

题。针对民营企业家反映集中的人

才住房、子女就学、配偶就业、涉企案

件处置等问题，湖南各地“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在岳阳，当地财政部门

统 筹 一 批 闲 置 住 房 ，以 每 年 2000 元

左右的优惠价格提供给各类引进人

才；在长沙浏阳，当地政府为符合条

件的优秀人才子女匹配优质教育资源，解决民营企业最迫切的

问题。

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与包容，让民营企业放心发展，迅速壮大。

在长沙天心区的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每隔 200 米就有一家“茶颜

悦色”，一家“黑色经典”。在雨花区，刚刚成立 6 年的“零食很忙”，

门店在全国已经开到了 4000 多家。

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上，不解决问题不罢休。发展民营经

济，要致力于消除温差，以始终恒温的姿态助力民营经济发展。还

要消灭信息差，以上下齐心的态度解决民营经济的问题，推动民营

经济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在“拼经济”的时代大潮中大显

身手、彰显作为。

“竣工验收一件事”为项目审批提挡增速
本报记者 郁进东

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是项目投入使用前的

最后一关。如何促使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是很多

企业急盼之事，也是各地政府亟待优化的问题。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宁波奉化区以企业的

难点痛点堵点问题为导向，深化“一类事”改革，打

破壁垒，联动共治，创新推出“竣工验收一件事”工

作方案，为工业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提挡增速打出

了一套“组合拳”。

不久前，宁波亚德克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向宁

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提交了两栋厂房

扩建项目的规划核实申请。由于该厂房扩建主要

用于企业新增的年产 600万套精密气动元件项目生

产，企业方面表示时间较为紧迫。为此，宁波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调查确权登记与测绘科

工作人员及时接收检查材料并受理，迅速组织人员

进行实地勘察对接、竣工规划核实审查，仅 4个工作

日，企业就收到了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

“从以往的等着项目审批，到现在的相关部门

精准服务前置，对企业来说，提速的不只是时间，

还有成效。”宁波亚德克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由衷感慨。

“通过‘竣工验收一件事’工作方案，企业从申

请到拿到不动产权证，仅需 16 个工作日，比之前缩

短了一半时间。”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

局调查确权登记与测绘科科长沈利波说，该方案

在单个企业项目遇特殊情况时，还有提速余地。

例如，宁波顺建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土地竣工程

序上遇到难题，企业建设滞后，合同约定的竣工时

间将至，但建设工程规划核实还未办理。“我们进

行一对一的‘保姆式’服务，实地勘察、对接后，次

日便为该企业办好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耗

时不到 24 小时。”沈利波说。

据了解，“竣工验收一件事”工作方案主要是

打破从前固有工作机制，通过推行“一次测绘、分

类编制”竣工综合测绘，形成竣工综合测绘成果报

告，实现“一图多用”。同时，实现同步申请受理、

并联审查审批，进一步加快竣工综合测绘、消防验

收、产证发放等环节流程。

截至目前，宁波奉化区已完成 135 个建设工程

项目规划核实。同时，宁波奉化区相关部门还成

立了“竣工验收一件事”改革攻坚专班，为更多可

能性延伸扩面，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1 月 8 日，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码头，工

人们在 300 米开普型船舶“托布卡尔”轮上有序卸载铁矿石。该

船是今年张家港港靠泊的第一艘 300 米开普型船舶。

施柏荣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夏 祎

福建武平县优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金百香果智能化生产分拣线上，员工

在分拣百香果。 钟炎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