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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刀”本名叫马葵
根，今年 69岁，是三明政法
系 统 的 一 名 退 休 干 部 ，
2018 年被推选为龙津镇乡
贤理事会会长。当过乡镇
党委书记，并长时间在县
人大、县委政法委任职的
马葵根退休后，凭借着一
腔热情、一份专业和一股
执着劲，6年来成功调解民

事纠纷 100多起，其中重大
纠纷 30多起。

让马葵根获得“马一
刀”这个名号的缘由，是他
2018 年成功化解了一起沉
积多年的叔嫂房屋纠纷。
10 多年前，龙津镇城关的
一户曹姓人家老屋失火重
建后，因为房屋分配问题
叔嫂反目，矛盾激化。双

方围绕着这难断的家务纠
纷屡次上访。马葵根介入
后，一边不厌其烦地上门
了解情况，一边跑司法、建
设局、律师所寻找法理支
撑，最终以理融情，以情润
心，以法论事，促成叔嫂和
解。后来，这个案例被当
地非遗戏曲三角戏编成
《拆墙记》四处展演。

发现了禾本植物根鞘建
成的机理，意味着大麦将显著
提升耐旱水平，提高产量。但
这对提高大麦产量，有多大的
帮助呢？相关理论是否可以
在农业生产广泛应用呢？

许飞云副教授介绍，
我国华南地区的土壤 pH
值较低，呈相对酸性。因
此，研究成果适用性相当
之大。据团队现有实验
数据表明，土壤中添加黄
杆菌及类芽孢杆菌，能增
加大麦对磷元素的吸收，
即使施磷量减少 50%，也
能达到以往的效果。不
仅如此，由于土壤中含有

菌株，使得在气候极端、
多变的情况下，大麦的相
对产量也能提高近 20%。

“这也算真正实现了大麦
种植的‘降本增效’了。
不仅提高种植农产品的
经济效益，理论转化出的
新技术，也有望产生更多
的经济效益。”许飞云说。

据了解，许卫锋团队
的研究成果已被《自然通
讯》收录、发表。记者还
了解到，许卫锋团队已经
开始了水稻根鞘建成方
面的相关研究，期望在以
后的丰收节前，能再次收
到来自团队的喜讯。

种植大麦也能“降本增效”
福建农林大学许卫锋教授团队新研究成果表明，减少50%施磷量，种植大麦也可以获得丰收

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从福建农林大学传来好消息：该校许
卫锋教授团队揭示了“产生长素微生物”促进大麦根鞘建成的机理。许卫锋
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极端气候变化的条件下，施更少的磷肥，依然能
使大麦产量显著提高。这项成果到底有多牛？9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福建
农林大学，听许卫锋教授以及团队成员说关于丰收的那些故事。

根鞘（也称沙套）是一
种形成于植物根部的适应
性结构，由根际土壤颗粒与
根系分泌的黏液和根际微
生物分泌的黏液及根毛相
互胶结、缠绕形成。在禾本
科植物中，根鞘建成是一种
普遍现象。根鞘对禾本科
植物而言，能起到保水、提
高养分利用率等作用。由
此，根鞘建成对于禾本科植
物耐干旱尤为重要。

100 多年前，科学家就
发现了根鞘建成在植物耐
干旱中的重要作用，因此，
对于植物根鞘建成的研究
一直未曾停止。据了解，禾
本科植物的根毛、根表黏液
及土壤中的微生物，是根鞘
建成的三大主要因素。在
此前，人们只知晓这三者对
于根鞘的建成存在因果关
系，但并不能确定其中的定
量关系。

2016年，来自江苏的许
卫锋教授，作为福建省“A
类人才”，被引进至福建农
林大学进行教学与科研工
作。初到福建农林大学工
作的许卫锋教授，在偶然的
一次实验中，在自己的实验
田里观察到了长出根鞘的
大麦。回忆起当时的发现，
许卫锋教授告诉记者：“以
前只知道，为抵御干旱，在
沙漠中的禾本科植物会长

出根鞘。在气候湿润、土壤
肥沃的田里发现大麦的根
鞘，还是头一次。”

从新发现中回过神后，
许卫锋教授脑海里闪过了
多个疑问，他告诉记者：“为
什么大麦形成根鞘，是这里
的土壤很特别吗？这一现
象是大麦自身调控的结果，
还是植物在此环境生长的
必然结果呢？只有搞清楚
这些问题，才有意义。”

为了求证猜想，许卫锋
教授随即组织团队，对这片
神奇的土壤进行研究。经
过 4年多的控制变量实验，
许卫锋团队最终证实，相对
酸性土壤下的大麦根鞘建
成，显著高于相对碱性土
壤。许卫锋团队还发现，相
对酸性土壤中的微生物能

显著提高大麦根鞘建成。
此时摆在许卫锋团队面前
的问题是，土壤中哪些微生
物，能促进根鞘的建成。为
了搞清土壤中的“关键配
方”，团队对土壤中含有的
微生物进行逐个实验。经
过上百次的实验，最终发
现，在相对酸性的土壤中的

黄杆菌和类芽孢杆菌可能
参与了根鞘建成的过程。

在科学上，证实变量相
关性的研究是学说，只有百
分之百确定的结论，才能被
称为理论。为将研究成果
上升到理论高度，团队成员
许飞云副教授在多次实验
后得出结论，菌株可能是通

过分泌生长素促进大麦根
鞘建成。使用菌株生长素
合成突变体进行接种实验，
最终验证了生长素在促进
大麦根鞘建成过程中的作
用。此外，团队还进行了田
间试验，结果也表明黄杆菌
及类芽孢杆菌能通过根鞘
建成提高大麦产量。

偶然：实验田里发现长出根鞘的大麦

实验：上百次实验，找到土壤中的“关键配方”

成果：
减少施肥，也能大幅提高大麦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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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们清流龙津的‘马一刀’，疑难杂症找他准能解决。”9月15日下午，在
三明市清流县龙津镇的龙津乡贤馆，工作人员指着一位矍铄老人向记者介绍道。

“马一刀”何许人也？他有什么样的本事，能解决什么疑难杂症？在三明清
流行的采访中，这些谜题被一一解开，记者也从中发现清流独具特色的“乡贤回
归”“五员轮值”社会治理新模式。

“很多年了，一直没处
理，他们（五员团队）联系
协调了好几个部门现场办
公，帮我们把污水管铺成
了！”9 月 15 日，在清流县
龙津乡的凤翔社区，一位
社区居民对解决了困扰他
们多年的一处污水问题的

“五员团队”大加赞赏。
在清流县，记者见识了

当地创新的社区治理“五员
轮值”模式，龙津乡的凤翔
社区正是这种新模式的示
范点。据介绍，去年以来，

“五员”下沉社区轮值 320

余人次，摸排化解矛盾纠纷
35 个，成功解决居民诉求
问题 18起，解决群众信访
积案2起。

据悉，“五员轮值”的成
功在于有力的党建引领，社
区建立了“龙津镇党委—社
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书
记—网格支委—网格党小
组长”五级网格社区治理服
务体系，组建凤翔社区“大
党委”及7个片区网格党支
部，划分50个微网格，招募
162个单元楼栋长，将在册
党员、在职党员、离退休党

员、流动党员等534名党员
编入网格党支部，打造出了

“平战结合”的网格队伍，融
合线上网格化服务管理信
息平台和线下“五级”网格
化管理体系“两张网”力量，
进行高效的社区治理。

凤翔社区书记告诉记
者，“和美凤翔五员轮值”团
队，由法官、检察官、警察、城
管、司法干部组成，这些专业
的人员一日一轮值、一周一
集中、一月一调度，和社区工
作人员一起，从根本上帮助
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清流县委政法委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清流
县正在全县深化开展“乡贤
回归社会治理”工程，该县
通过广开贤门，纳贤参事，
发挥乡贤在“自治”中的引
领作用、在“法治”中的督导
作用、在“德治”中的典范作
用，以及在纠纷矛盾化解中
的调解作用。紧贴热点难
点，做实基层治理，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在清流龙津镇，“乡贤工

程”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工
作流程，2018年该镇在全市
率先成立首个乡贤理事会，
乡贤从推举产生到参与议事
都有着严格的规范机制。该
镇还斥资80多万元建起龙
津乡贤馆，入选乡贤的先进
事迹在这里展播。讲解员指
着门口的石刻“门当”和木刻

“户对”告诉记者：“要入列乡
贤行列门槛很高的。”

记者了解到，入列“龙津
乡贤馆”的80多位乡贤，2018
年以来，化解信访积案、民事
纠纷等698件，其中有30多
件是沉积多年的“疑难杂
症”。除此之外，乡贤们还“以
脉为桥”“以智为引”“以德为
本”“以行为率”“以资为哺”，
助力当地乡村的全面振兴。

“五员团队好，帮我们把污水管铺成了”

设立龙津乡贤馆 乡贤治理起了大作用

非遗戏曲《拆墙记》来自他的调解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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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清流“马一刀”专解疑难杂症
当地开创“乡贤回归”“五员轮值”社会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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