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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初至，位于仙游县榜头镇上坤村的福
建莆田台创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嘉宝果基
地，却迎来了丰收季。

在这个40万平方米的基地里，葱翠层层
叠叠溢满枝头。阳光穿过狭隘的缝隙，照在一
颗颗密匝匝挤满树干的嘉宝果上，显得格外透
亮。挎着果篮的工人们穿梭于树林间，采摘今
年的第一茬果实。只见他们两指一捏，指尖翻
动，不一会儿就装满一篮子。

“他是个有梦想，有激情，有责任，有
担当的人。”

“她是个既美丽又温柔，既聪明又能干
的知心人。”

……
树林间，台湾青年、莆田台创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正信和妻子叶丽清把直
播间开在嘉宝树下。站在屏幕前，他们一边展
示着满园的嘉宝果，一边和网友们分享自己跨
越海峡两岸的情缘。他们甜蜜的样子就像果园
里的空气，气韵芬芳酸甜有度。

陈正信是台湾云林县人。2001年，他来
到大陆，进入福建农林大学学习。2002年，他

的父亲陈吉昌从台湾带来嘉宝树进行试种，他
边学习边帮忙打理，积累了不少经验。在这期
间，他在父亲的牵线下认识了长相甜美、工作
出色的仙游女孩叶丽清，俩人很快确定了恋爱
关系。他们一起培植嘉宝树，常常在嘉宝树下
牵手散步，感情迅速升温。2009年，他们终于
步入了婚姻殿堂，“台二代”成仙游女婿。生
活上，她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工作中，她不
仅给了他很大信心，还包揽了公司所有杂事。
他们相互扶持，一起奋斗，共同成长。

在他们的用心努力下，他们的基地从1个
6000多平方米扩大到如今的10多个130多万平
方米，已拓展至泉州、漳州、重庆等地。叶丽
清告诉记者，他们的嘉宝果基地在莆田就有4
个近70万平方米，年产量达100吨，带动基地
周边5000多名村民就业。

酸酸甜甜的嘉宝果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倾注了他们大量心血。叶丽清介绍，嘉宝果又
名树葡萄，每年可多次开花结果，属四五月的
果实产量最大。由于嘉宝树8年才开始挂果，
生长周期缓慢，这让很多农业企业望而却步，

导致市场稀缺，每公斤价格达180元左右。通
过淘宝、抖音、拼多多等线上平台的推广，平
均鲜果日订单可达近300公斤、树苗100棵左
右。随着市场竞争逐渐加大，他们意识到科技
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于是，聘请了专家在基
地建专家工作站，陆续推出营养丰富、健康美
味的嘉宝果酒及酵素饮料，并通过萃取出的花
青素精华，推出了嘉宝果系列面膜，向多元
化、品牌化、健康化、功能化、个性化发展。

今年5月，他们准备在基地对面建设厂房
面积约5600平方米的食品观光工厂，用于生产
嘉宝果原果浆、果汁、糕点、月饼等。得益于
莆田支持台农的利好政策，他们的甜蜜事业风
生水起，信心满满。

上星期，莆田台创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被评为“福建省巾帼示范基地”，将发挥巾
帼示范基地在引领女性发展生产、传授技术等
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更多农村妇女增收致
富。（湄洲日报记者 蔡玲 文/图）

在千年“樟木王”上，刻刀深深浅浅再
现了千年之前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550多名
一寸长的人物，20多乘车轿，20多艘船只，不
计其数的屋舍楼榭。国家级非遗项目莆田木雕
代表性传承人、“大国工匠”郑春辉这件载入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清明上河图》，穿越历史
扑面而来。

用千年传承的技艺，在千年木头上演绎
千年前的盛景，莆田木雕跨越时间之河，在木
香浸染里，在一雕一刻中，传承千年雕魂。

2021年北京保利秋拍，一张黄花梨独板
架几平头长案，以1.15亿元成交。该长案系明
末清初莆田彭氏家族传世家具，刷新中国古典
家具拍卖世界纪录，增添一份传奇色彩。

雕魂流传，守正创新。
如今，木雕、石雕、油画、金银珠宝等

一系列工艺美术行业在莆阳大地发展壮大，30
余万名从业人员，7000多家生产企业撑起了这
一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升腾起
“新传奇”。

记者昨获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
月，我市工艺美术产业238家规上企业完成产
值212.1亿元，比增14％。两位数增长的态势
持续。

新业态 浪潮叠涌
一排排工作桌旁，工人们手拿刻刀埋头

创作，花鸟虫鱼等各种线条如画般呈现。在全

省首批观光工厂三福工艺园，顾客通过观光走
廊了解红木家具制作的流程，直观感受能工巧
匠的技艺。

“千年雕魂在当今时代要焕发新生，才
能一代代地将木雕的坚守和匠心传承下去。”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三福工艺园董事长黄福华
说。他自幼跟随父亲学木雕，是家族古典家具
雕刻的第五代传承人。

目前工艺美术领域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个性化、创意性需求增长，需在传承中出新。

走进莆田国际油画城，花样繁多的油画
衍生品让人目不暇接。私人定制的油画儿童
照、婚纱照，充满创意的家居油画，线条优美
的寿山石油画，将油画与不同元素融合，受市
场青睐，为产业带来更广阔空间。

“内拓+外延”，全链条融合发展。市工
信局消费品科科长黄振玉说，“木雕+文旅”
“油画+鞋业”“油画+寿山石”“珠宝+互联
网工厂”以及“香产业与茶、禅、美食融
合”，工艺美术产业新业态浪潮叠涌。

油画产业融入家居装饰业、金银珠宝衍
生直播链条、木雕产业催生文化旅游……传统
遇上创新，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迸发出新活
力。

新路径 传统破圈
晚上7时，这是属于一批“90后”年轻工

匠的精彩时刻。莆田工艺美术城内，主播们在

小小的手机屏幕上推介沉香文化。
每当夜幕降临，数十家莆田沉香企业便

在平台上活跃，寻觅产销新径。
目光转向仙游，这里“互联网+”分外活

跃。抖音电商直播基地2020年10月落地仙游，
现在日均发货量超7万件，日销售额突破650万
元，成为“仙作”营销的一匹“黑马”。上千
年的传统工艺，匠人们的默默坚守，在时代的
洪流中，借助互联网这一跑道，提升数字赋能
量级，焕发新生机。

直播、众筹、拍卖……越来越多工艺美
术作品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也为产业发展带
来全新的机遇。

随着秀屿区上塘淘宝直播基地、京东数
字产业园、抖音电商直播基地等的投用，600
多家入驻企业累计交易额超130亿元。

新空间 风正时济
3 0 多 家 工 艺 美 术 企 业 开 展 出 口 外 销 业

务，年出口销售额5600多万美元，营销网络覆
盖南美洲、非洲、中东、东南亚60多个国家和
地区，并进入法国、澳大利亚等高端市场。这
是仙游县木雕的转型升级之路。作为我市十二
条产业链之一，工艺美术产业正乘势拓新天。
产业发展暨招商工作专班倾情服务、保障、招
商，向上拓展优势空间，又往根子底下走，发
展壮大产业链。

记 者 了 解 到 ， 未 来 ， 工 艺 美 术 将 与 文

旅、服务业等产业深度相伴，与乡村振兴结
合，名贵植物及香料种植基地、创作体验基
地、研学基地崛起，产业“多条腿”走路。

全国三大银饰交易市场之一、三大油画
产业基地之一和全球最大的沉香檀香木雕交易
集散地等，已成为“文献名邦”莆田的闪亮名
片。2021年，全市工艺美术产业规上企业产值
超530亿元，占全省工艺美术产业比重30%以
上，而在“十四五”末，这个数字瞄向超1000
亿元。

（湄洲日报记者 林晓玲）

(莆田网讯)5月19日下午，秀屿区依托海
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完成了全国首例双壳贝类
海洋渔业碳汇交易。林蚝（福建）水产有限公
司、福建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买卖双方，
在莆田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莆
田市海洋与渔业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
所、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等的共同见证下签
订了交易合同。

此次海洋渔业碳汇项目，由自然资源部

第三海洋研究所对林蚝（福建）水产有限公司
近3年双壳贝类（牡蛎）碳汇量进行核算，并
出具核算报告。福建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
买方，购买的10840吨双壳贝类海洋渔业碳
汇，将用于抵消其2021年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通过此次交易，林蚝（福
建）水产有限公司额外增收20多万元，为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探索出新路径。

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郑新群表示，

此次交易，实现了我国双壳贝类碳汇交易领域
“零的突破”，也是我市海洋渔业工作的重大
进展，对于发展碳汇渔业、拓展碳汇交易市
场、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

秀屿区海水养殖规模超过2万公顷，是全
省牡蛎、鲍鱼、海带、龙须菜的主要养殖基
地，具有可观的海洋渔业碳汇潜力。

（湄洲日报 郭天泉）

延伸阅读
双壳贝类碳汇，是指利用双壳贝类从空

气或海水中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的过程、活
动、机制和能力。

据悉，海洋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碳循环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海洋碳汇、提升海
洋碳汇能力，是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重要工作。

(莆田网讯)5月15日，我市第二届青年科
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未来太空车”“智慧
社区”命题赛在市科技馆举行，全市9所中学
的109支队伍参加角逐。

大赛由市科协、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
主办，旨在鼓励广大青年学子关注前沿科技和
基础研究，激发其好奇心和创新活力，激励青
年学子敢于大胆质疑和试验求证，勇于自由探
索和开拓实践。

围绕“智慧”“安全”“环保”三大主
题，大赛通过“创意作品”和“科普实验”两
个单元，考察青年学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
及动手实践能力。在“科普实验”单元，青年
学子可自选材料，动手设计，制作出攀爬能力

强的太空车模型（如图）。
“创意作品”单元则围绕家居生活、社

区服务等，考察青年学子发现生活实际问题，
并利用与人工智能物联网相关技术创作出作
品，实现既定目标。大赛鼓励青年学子将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与创客知
识融合，设计制作有创意的科技作品。

当天，青年学子带着奇思妙想亮相，无
论是操作实验，还是方案阐述都表现得沉着冷
静。

青年学子爱科学、用科学、学科学的热
情高涨，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而且增强了团
队凝聚力，点燃科技创新的火种。

（湄洲日报记者　蔡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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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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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科技创新火种
第二届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举行

江门成为全国首个县级

全国首例！双壳贝类碳汇交易在莆完成 

       铺展春意盎然的
             时空画卷

我市在推进新时期城市建设中，着力
探索创新，立足充分彰显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打造承载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让市
民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
更美好中获享更多福祉。图为春夏之交，
木兰溪畔新城崛起，生机勃发。

（湄洲日报记者 陈斌 摄）

千年雕魂流新韵
——看我市工艺美术产业在传承融合创新中绽芳华

     花果同枝微风里，一分酸爽九分甜。台湾青年陈正信与我市女孩
 叶丽清相互扶持，共同成长，“台二代成仙游女婿”书写别样佳话——

嘉宝树下的两岸情缘

莆田工艺美术传承千年，绽放新彩，人才荟萃。图为

昨日，“大国工匠”郑春辉在专注创作木雕作品。湄洲日报

记者 蔡昊 摄

▲叶丽清把直播间开在嘉宝树下，更直观展示嘉宝果。　▲一颗颗嘉宝果好似黑珍珠，挤满树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