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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余盈吟

10 月 25 日，由宁德市
人民政府、福建省农业科学
院、福建省乡村振兴研究会
主办，古田县人民政府承办
的“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暨古田炮弹柿采摘节”在古
田县城东街道利洋村举办。

活动现场，福建省农业
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发布《古
田县炮弹柿产业发展蓝皮
书》，助推古田炮弹柿产业
发展；2023年古田县柿子鉴
评金、银、铜奖颁奖仪式将
采摘节的气氛推向高潮。
随后，鼓舞《庆丰收》、歌曲
独唱《翠屏湖畔柿子红》等
文艺演出高潮迭起，观众喝
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开幕式结束后，现场嘉

宾、群众及慕名而来的游客
不仅参观了利洋村柿集展
销、柿柿如意馆，全面领略
古田炮弹柿文化的丰富内
涵，更是直接走进果园，近
距离体验采摘乐趣。同时，
当地网红电商也纷纷在活
动现场积极参与展销活动，
全力助推炮弹柿、银耳等古
田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排
排柿子树上挂满了拳头般
大小的果实，果农们穿梭在
柿子林间，忙着采摘、分拣，
整个过程忙而有序。微风
吹过，阵阵果香扑鼻而来，
为秋天的乡村增添了一幅
喜“柿”连连的丰收图景。

望着果园里的柿子，果
农林纪湖脸上挂满笑容，他
告诉记者，采摘园种植的柿

子为脆甜柿和炮弹柿，属鲜
食软柿品种，炮弹柿以其个
头大、皮薄肉多、底红霜细、
糖分高、口感好而成为市场
上的“抢手货”。三年来，他
的果园相继荣获柿子优质
果鉴评金奖、银奖和铜奖。

游客林先生说，这是他
第一次来利洋参加柿子采
摘节，这里的柿子又甜又
脆，还能感受到这里村民的
热情及丰收的喜悦，真的很
不错。

利洋村有 30多年的炮
弹柿种植历史。近年来，该
村探索实施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模式，依托合作社构建起
村集体和群众“抱团发展”的
经济共同体，走上了专业化
发展、品牌化发展的道路。

据了解，2022 年，该村

村财收入 53 万元，村民人
均收入超 2.3 万元。 2023
年，全村柿子种植面积达
3000亩，预计产量约 450万
斤，年产值2000万元。

古田县是农业大县，全
县水果种植面积 14.67 万
亩，产量11.17万吨、产值约
7.6亿元。水果产业是该县
除食用菌之外的又一撬动

乡村振兴和农民致富的支
柱产业，水蜜桃、油柰、脐
橙、芙蓉李、炮弹柿等水果
被誉为“八闽珍果”，在全国
全省鉴评中屡获奖项。近
年来，该县整合以城东利洋
炮弹柿子、凤都际面水蜜
桃、平湖富达芙蓉李等为代
表的特色农业观光资源，持
续举办桃花节、水蜜桃采摘

节、油柰采摘节、炮弹柿采
摘节等农业节庆和品牌推
介活动，因地制宜打造古田
特色金牌旅游村，策划推出
更多精品旅游路线，创新文
旅新消费场景，既进一步打
响了“又美又甜，快来古田”
全域旅游品牌，又进一步提
高了古田农产品的知名度
和附加值。

又是一年“柿子”香 古田炮弹柿进入采摘季

利洋迎来柿子采摘节，
游客享受采摘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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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福州西湖百货
商场，近年来频繁以怀旧走红网络。这
家百货为何一直独树一帜，屹立不倒？
海都记者昨日走访了西湖百货商场。

最早的国营百货
冻结老福州的旧时光

老百货新玩法
将打造成怀旧景点

走进西湖百货所在的北后
街，商市小贩的叫卖声，行人往来
的喧闹与讨价还价声，络绎不绝。
在福州市中心风景优美的西湖角落，
背靠西湖，面朝鸡鸭鱼肉、蔬菜水果，老福
州最浓郁的市井气藏在这里。

曾经的东街口天桥，街头的报刊亭、老
夜市、旧市场……曾经的记忆在城市的时
光中不知不觉消逝，而这家老百货商场却
如同冻结的时光一角，坚守了50多年。

“从 1995年搬到这里到现在，西湖百
货一直保持着原貌。如今像西湖百货这
样，还保留着柜台的传统家用小百货商场，
在全福州甚至全福建，应该不多了。”西湖百
货业主方福州百货集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西湖百货商场始建于1969年，原先叫做红湖商场，算
得上是福州城区最早的国营百货之一。由于地处北
大路附近，很多老福州人习惯称之为“北大商场”。

“我们都是卖一些日用小百货，很多东西外面可
能找不到，我们这里都有。”专卖衣服鞋袜的郑伯伯对
记者表示，现在会来购物的，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老
人家，还有一些熟悉的回头客，生意也不算差。

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很多在童年记忆中才有的货
品：儿时妈妈用的蜂花洗头膏，百雀羚面霜，还有冬天
洗冷水手冻得皲裂时，奶奶给抹上的蛤蜊油。卖货
的阿姨互相开着玩笑，为络绎不绝前来购物的顾客
翻出针线、纽扣、鞋垫、钥匙链、服装的暗扣、论尺量
剪的松紧带和蕾丝边、洗衣机罩……各种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老东西。“我要买的纱裤，淘宝上都不见得
有卖，只有这里有。”一名来购物的五十多岁的大姐
说道。

价格低廉而日常，薄利多销。随着清晨北后街
的早市散去，闲逛早市的，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就
会顺带来买一些针头线脑，商场里面的很多日用品，
因为耐用实惠，仍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这家传统百
货为何一直屹立不倒？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在上世纪 90年代，地处北后街小
巷的商场曾因地处偏僻，人流相对不

高，的确面临过连年亏损的经
营危机。但挺过危机之后，
西湖百货找准了自己的
定位，继承了传统百货的
经营模式与创新经营的
策略，以主营价廉物美
的日用百货，服务附近
的中老年顾客而生存下

来。
“我们都是退休以后才

来到这里工作的。”售货员陈阿
姨说，退休以后，一般的企业就不愿再
聘用，但自己在家又闲不住，遂前来西
湖百货工作，服务社会，发挥余热。他
们没有太多的业绩压力，与前来购物的
顾客热情寒暄。“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做
经营，也更愿意服务老人。”老员工、老
货物与老顾客，这里俨然已成为服务中
老年人的精神家园。

前些年，到这商场的十有八九是中
老年人。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老牌国
货的关注，西湖百货的名气通过网络，
在福州年轻一代消费群体中也得以扩
展，这儿的人气渐旺。在西湖百货里走
一圈，随处可见那些耳熟能详的老国
货。福州百货集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未来计划按上世纪 90年代百货商场的
经营场景，对西湖百货进行布置，将百
货打造成为福州90年代怀旧景点，希望
让更多福州市民和游客，在这里找到曾
经，感受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带给我们的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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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也开始走进这家老百货

蛤蜊油，儿时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