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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艺舞方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铜质圆形的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福建立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林

龙河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执业证，持证人：林龙河，执业证

类 别 ：专 职 律 师 ，执 业 证 号 ：

13505200310166031，法律职业资格

或律师资格证号：13200178020420，
执业证书流水号：10587991，特此声

明作废。

泉州台商投资区大伦皮革行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

J3971002227601，开户银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惠安支

行，账号：694737204，法定代表人：

李献德，声明作废。

黄娅妮不慎遗失泉州师范学院的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学位证书

编号：1039942015003391，毕业证书

编号：103991201505003391，15 届，

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特声明作废。

南安市洪梅镇卡耐鞋店不慎遗失

橡胶圆形的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新塘派出所

吴全雄遗失警官证，警官证号：

4503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鲤城区江信电动车行，是鲤城区的
电动自行车带牌销售网点。我店
从鲤城交警大队申领的部分电动
自行车车牌在带牌销售工作中不
慎遗失，共5张，丢失车牌如下：
鲤城00M88，19L73，25U97，61K23，
59K93，声明作废。我店郑重声明
以上公告作废的电动自行车车牌，
如出现任何法律责任问题将由我
店全权负责。特此声明！

鲤城区江信电动车行
2024年12月17日

泉州市阳承乐鞋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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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 ，哪有那么容
易。黄传融说：“父亲带
着我们扛犁头、锄头、砍
刀上山，砍去茅草、棘刺、
藤蔓，每天起早贪黑，一
天下来，往往上衣浸满汗
水，裤子沾满露水，浑身
都是湿的。”山上原本没
有路，黄振芳一家历尽艰
辛开辟出一条机耕道，虽

说是机耕道，但路面依然
很糟糕，黄土路面，凹凸
崎岖。

“有一年冬天，山里
下了好几场大雪。为了
赶在立春前种下树苗，父
亲带我们冒着严寒上山
种树，我们手都冻僵冻裂
了，血都流出来，就贴了
医用胶布，把手放在嘴边

哈气继续干。”黄传融回
忆道，为了种树，之前攒
下的家底又掏空了，再次
欠上外债，但父亲从没想
过退缩，还越干越上瘾，
经常做梦梦到“小树苗长
成参天大树”。

为了方便管理林场，
黄振芳还在山上盖了一
幢管理房，携全家搬到山

上，过起了“春栽树、夏管
树、秋养土、冬巡护”的日
子。如今，在林场管理房
里，还陈列着当年的造林
工具、耕作工具、生活用
具。这些老物件，曾是黄
振芳全家“吃饭的家当”，
凝聚着他们的汗水和智
慧，相伴过无数“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日子。

他种树四十余载 绿了青山白了头
曾是贫困户的黄振芳，贷款承包荒山造林1207亩，走上靠山致富之路；记者

深入周宁县大山，了解黄振芳“林下生金”的故事

向光而行，致敬福建力量。2024年“感动福建”年度十大人物候选人中，有一位“造林大
王”——今年已96岁的黄振芳。无论谁参观宁德市周宁县七步乡后洋村黄振芳经营的林场，
都会产生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力量。这里满目苍翠，生机勃勃，林间分片种植着草珊瑚、黄精
等中药材，在夏季更是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来此尽情“深呼吸”。

这样的“天然氧吧”，在40多年前曾是一座荒山，黄土裸露，水土流失严重。改变状况的是
黄振芳老人。1983年，黄振芳带领家人承包荒山50亩，后又贷款8万元造“速生林”，并在林
下套种马铃薯、魔芋等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四季轮回，3 年后，造林面积由 50 亩扩大到
1207亩，黄振芳成为全省有名的造林大户。1988年7月至1989年1月期间，时任宁德地委书
记习近平同志先后三次深入黄振芳家庭林场调研，高度肯定了黄振芳开荒造林、艰苦创业、带
头致富的事迹，并亲手在林场内种下三棵杉树。

如今，年迈的黄振芳已不再管理林场，造林的“接力棒”交到长子黄传融、孙女黄娟娟、孙
子黄宇斌等人的手中。从一棵树到千亩林，三代人“林下生金”的故事，还在大山里不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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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后洋村还
很贫困，黄振芳一家也“穷
得揭不开锅”，需要向亲戚
朋友借粮借米。“当时家里
经常吃的是稀地瓜米配腌
菜，过年是弟弟妹妹的唯
一盼头，只有那时有白米
饭吃、有肉配。”回忆起那
段苦日子，长子黄传融眉
头紧皱。

乘着改革开放的“第
一股春风”，1979年，在党

的号召下，黄振芳一家率
先承包了 10亩田地，种植
杂交水稻，产量竟出乎意
料的好，第一年就收获了
1万斤谷子。从来没见过
如此多谷子的黄振芳一
家，激动不已，干劲更足
了。此后两年都迎来了大
丰收，原本家中欠下的债
务也逐渐还清。

之后，黄振芳又抓住
县里鼓励发展富民产业的

政策机遇，将眼光转到开
荒种茶上，一口气承包了
7 亩茶园。一亩地能挣
2000块钱，一年收入可达
到 14000 多元。当时，整
个后洋村都没有人种茶，
村民们便帮着黄振芳采
茶，渐渐地，茶叶种植在村
里、乡里全面开花。

有了茶园的经济收入
后，黄振芳又萌生出新的
想法：“为什么没人种树

呢？变荒山为青山，定能
闯出一片天！”种树，树得
养大了才能卖，回报周期
太长，村民们一开始都不
想干。可黄振芳却认为，
种一棵树，一年能赚 1 元
钱，种 10 万棵树，一年就
是 10 万元。 1983 年，在

“中央一号文件”引领下，
黄振芳以那个年代少有的
胆识和魄力，向村委会承
包荒山，贷款植树造林。

跟着政策走 做上山种树第一人

守好一片林 举家上山以树为伴

家人扶着黄振芳（左二），来看郁郁葱葱的林场

荒山变金山
三代人走出致富路

上山种树，不单拼体
力，还要凭脑力。种树短
期内看不到收益，必须再
干点别的，才能增加前期
收入。冥思苦想后，黄振
芳决定搞好立体种植，实
行“以林为主，多种经营，
长中短结合”的种植模
式。遍地林木中套种着
魔芋，林旁栽茶树和草
麻，有些地段种上玉米，
在茶树旁又套种黄豆、花
生、番薯和各种蔬菜，一
年四季都有东西收成。

此后，林场里的套种
作物不断升级。 2017
年，黄传融开始尝试林下
养蜂，当年，200箱蜜蜂的
蜂蜜就卖了 10 多万元；
2019 年 ，
黄传融在
林下进一
步套种黄
精、芍药、
草珊瑚等
中 草 药

材，彻底将“荒山变青
山”、“青山变金山”。

在黄家人造林致富
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
民上山造林，后洋村走出
了一条“林、茶、果、牧、养、
游”相结合的发展新路。

莽莽青山，由三代人
接力。如今，除了长子黄
传融在管护林场之外，作
为一名语文老师的孙女
黄娟娟也在课堂上、林场
里，为学生、游客讲述全
家人的护林故事，吸引
更多人加入守护绿水青
山的行列；孙子黄宇斌
组建创业团队，开发设
计林下经济文创产品，
为传统林业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