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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一大早，在福田
乡茂雄福果场部，一场芦
柑王大赛正在进行中，评
委们通过察看芦柑的果实
大小、果皮色泽，品尝果肉
质地、果肉风味等评分标
准，对现场的 20份优质芦
柑进行层层筛选、综合打
分。

泉州市农科所所长、
评委庄卫东告诉记者，今
年芦柑参赛样品总体品质
比往年有明显的提高，果
皮着色和果实光泽度都比
较好，可以看出福田果农
在果园管理上“下工夫”
了，病虫害防治、修剪、环
割等栽培管理技术都很到
位。

经过几轮细致评选，
现场最终决出金奖1名、银
奖2名、铜奖3名、优质奖6
名。果农李进火选送的芦
柑从20份优质芦柑中脱颖
而出，成为此次大赛的“芦
柑王”。“今后，将继续加强
果园管理，把芦柑种得更
好、更漂亮。”摘得金奖桂
冠，极大激励了李进火提
升芦柑品质、种植芦柑的
信心。

带给李进火信心的，
还有来自该乡全力打响芦
柑品牌，促进果农增收致
富的系列措施。“乡里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的举措，
不仅带回先进种植经验，
而且推进福田芦柑向标准

化、绿色化、智能化、品牌
化、组织化发展。让小芦
柑实现大变样。”福田乡党
委书记蔡雅娟介绍，如今，
福田芦柑产业发展迅猛，
种植面积约10000亩，年产
量达17500吨，年产值超过
1亿元，已经成为该乡一大
富民产业，“未来，将通过
大力推广芦柑无公害标准
化生产技术、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建设芦柑示范基
地等方式，助推福田乡芦
柑产业提质增效、果农增
收。同时，着力在品种改
良、品质提升、品牌建设等
方面下工夫，不断培育芦
柑产业新动能，巩固放大

‘芦柑之乡’优势地位。”

安溪“芦柑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
在龙涓乡下洋村“党建+”
邻里中心里，下洋村、福都
村的党员群众围坐在一起，
聆听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本次活动于龙涓乡
下洋村设立分会场，开展

‘微宣讲’活动，进一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安溪县委文明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两个会
场相互配合，把舞台搭到
村头，把知识和健康送进
了百姓家。

记者了解到，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是一项服
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民心工
程，也是安溪县常年开展的
一项惠农利农服务活动，自
2011年起，该活动已累计走
进 12 个乡镇，深受群众的

欢迎。
“今年的‘三下乡’别出

新意，结合茶歌、高甲戏等
非遗项目，让村民近距离感
受传统文化魅力，能够在潜
移默化中提高思想素质和
文化素质，同时营造非遗传
承良好氛围。”安溪县社科
联主席章宝芳说，利用“三
下乡”的平台，也让更多人
接触竹藤编技艺，鼓励村民
利用闲散时间制作小工艺

品，增收致富。
“‘三下乡’活动不仅要

继承以往好的经验做法，也
应注重创新，才能增添活
力。”安溪县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徐朝根表示，未来，
县委宣传部将不断探索新
形式、新渠道，进一步提升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
动的品牌效应和示范作用，
形成长效机制，让文明乡风
浸润美丽乡村。

“三下乡”为安溪龙涓乡村振兴添活力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陈颖 梁嘉鸿 文/图

医疗专家免费义诊，政策讲解
精准服务，竹藤编等非遗技艺引来
村民围观……近日，由安溪县委宣
传部牵头，县文体旅局、科技局、卫
健局等24家单位联合开展的“奋进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安溪县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
在龙涓乡举办。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章艺涵 梁嘉鸿 文/图

芦柑、脐橙、果冻橙……眼下，
正是安溪福田芦柑产销的黄金时
节，处处可见果农们采摘芦柑的忙
碌场面。11月23日，福田乡推出以

“乡村振兴”为主题的2022年福田乡
芦柑文化节开幕式暨“茂雄杯”芦柑
王大赛。这场活动充分展示了福田
乡得天独厚的农产品资源和旅游资
源，进一步打造“醉美福田”旅游路
线，有力推动福田乡柑橘产业与文
旅的融合，加速实现“醉美福田·幸
福田园”的大美乡村图景。

活动现场，只见大屏幕
上出现了两个卡通小娃娃，
他们背着小竹筐，从山里奔
来，形象十分可爱。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福
田乡 IP 形象——福仔、田
妹。第一季表情包涵盖了24
个接地气的常用语和造型。”
福田乡党委宣传委员林锦城
介绍，福仔、田妹采用卡通形
象设计，极具亲和力，融入许
多福田特有的元素，其名字
取自“福田”各一字，叫法灵
动可爱接地气。他们的发型
采用福田特色农产品芦柑和
柚子的形状，配上特有的肢
体动作，寓意着福田人民欢
迎四方来客，展现友好和淳

朴的乡村风情，也象征着福
田的活力与朝气。

除了推广福仔、田妹表
情包，还推出首期福仔田妹
周边产品，比如福仔田妹抱
枕、福仔田妹笔记本、福仔
田妹杯子、福仔田妹鼠标
垫、福仔田妹钥匙扣等与工
作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

“让福田形象融入生活，更
好地深入人心，打造出标志
性、有记忆点的福田芦柑品
牌。”林锦城说道。

据了解，本届芦柑文
化节该乡还创新开展“福
文化”篆刻采风活动、福前
芦柑短视频大赛、建设“福
文化”微景观等，进一步实

现“醉美福田·幸福田园”
愿景。

“‘种植+观光’双推
动，果农钱袋变丰富。”蔡雅
娟介绍，福田乡以建设精品
果园、观光采摘园、柑园农
家乐为抓手，积极推进福田
芦柑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将标准化柑橘基地与旅游
设施一并规划建设，使柑园
变景点，生态变品牌，推出3
条乡村游精品线路和一批
山水特色景点，并结合自助
采摘、果园观光、亲子体验、
农家乐等形式丰富的果园
游内涵，以此推动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增加果农收
入，助力乡村振兴。

搭台赛柑王 放大“芦柑之乡”优势
发布IP形象 打造特色文旅品牌

“医生，您看我家孩子
这样瘦弱，以后会不会很
难长高？”“有没有什么好
书可以推荐？”“这是咱们
最新的种粮补贴政策，请
您了解一下。”记者步入活
动现场，来自多家单位的
志愿者正忙着“摆摊”开展
义务咨询、义诊、体验活动
等服务，不少村民穿梭在
展示台间，成为一道流动

的风景线。
现场，还有科普宣传、

书法献艺，不远处五颜六
色的灯谜纸条前也排起
了长龙。而竹藤编工艺
品刚摆上桌面，四周就站
满了好奇的村民，安溪竹
藤编非遗传承人陈红萍
立刻手把手地上起了“如
何编织一个收纳筐”的免
费教学课。

多彩活动进乡村
党的二十大精神润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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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参与猜灯谜

安溪竹藤编技艺传承人陈红萍现场指导

福田乡IP形象福仔、田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