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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
故乡在远方……”。这首上世
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校园歌曲

《橄榄树》，在烟雨蒙蒙的闽清
乃裳广场骤然响起，吸引了无
数观众驻足观看。这里正火热
举行首届“中国·福州橄榄节”，
观众的热情驱散了入冬以来最
强的冷空气。一浪高过一浪的
热烈掌声，持续把橄榄节的热
闹气氛推向了高潮。

橄榄，代表着绿色、和平、
公益、活力。小小的橄榄在这
里被做成了大文章。这是在众
多橄榄人的热切期盼中，由福
州市农业局和闽清县政府联合
主办的“2017 中国·福州橄榄
节”在中国橄榄之乡—闽清隆
重举行。来自上海、广东等全
国各地的业界朋友和当地群众
把偌大的乃裳广场挤得水泄不
通。橄榄节当天，活动现场除了为“2017金橄榄单
位”进行颁奖，还举行“金橄榄”现场拍卖。一粒橄
榄值20元你听说过吗？在拍卖现场，好的橄榄起拍
价每斤330元，最高价拍到5公斤25000元的天价。
闽清县梅溪镇梅埔村是全市最大的甜榄专业村，白
河江自然村种植的品种“梅埔2号”、“小个子”等，平
均收购价每公斤达400多元。这个村只有85户300
多人，村里家家户户以种植橄榄为业，全村目前有
橄榄树3万多株，去年全村产值3000多万元；今年
预计突破5000万元，扣除成本后，人均纯收入约12
万元,超过了美国的人均纯收入。这在过去，人们想
都不敢想啊！

橄榄节现场，主办方安排了众多厂商进行展
示。橄榄集市即“快闪橄榄小镇”，现场分为品牌
区、展示区和美食区。品牌区汇集20多家省、市级
橄榄龙头企业，“梅埔2号”、“小个子”、“灵峰”等数
十种橄榄品种让人大开眼界。展示区展示橄榄保
鲜技术，以目前最先进的“微晶冻”技术打造零添加
的冰冻鲜橄榄。美食区推出橄榄醋、橄榄茶、橄榄
酒、橄榄蜜饯、冰橄榄、橄榄果酱、橄榄露等主题产
品。

全国首个农艺音乐节也在橄榄节中隆重登场，
闽清传统山歌对唱、喜娘表演、摇滚乐队等轮翻登
台，用音乐与歌声，传达了新时代橄榄人积极向上
的蓬勃朝气。许多观众还参与橄榄采摘、橄榄摄
影、橄榄涂鸦等互动活动。让人耳目一新的是闽清
橄榄林骑行邀请赛也在当天举办。“2017中国·福州
橄榄节，也邀请了来自福州的市民来到闽清，组建
橄榄绿公益骑行小分队，和闽清骑行俱乐部的骑手
们一起，骑着插了“中国·福州橄榄节”旗帜的山地
自行车从乃裳广场出发，一路穿过道路两旁插满

“橄动中国 揽胜闽清”彩旗的大街，穿越遮天蔽日的
橄榄林，经过20多公里的骑行，最终到达梅溪镇石
湖村，以绿色公益行动为橄榄节加油助威。在梅溪
镇白河江及石湖村橄榄种植园，还有20组福州晚报
小记者家庭参加橄榄采摘，并亲手种下橄榄盆栽带
回家。孩子们将跟踪橄榄的生长情况，通过绘画、
作文的形式，描绘自己眼中“橄榄与时光的故事”。

一粒小橄榄连接大世界。据说以前，本县有个
叫池香的老人，常往返南洋做生意。当时南洋已有
不少闽清籍华侨。他每次出洋，总有许多人托他带
话、捎信给海外亲友，因此很受侨胞欢迎和尊重。
有一回，池香从南洋返航，许多侨胞难分难舍地送
他上船，对他说：“我们离乡久了，真想尝尝家乡风
味，下回你能不能给我们带点吃的东西？”他爽快地
答应了。一路上，池香想起自己的承诺，可犯愁
了。他一直揣摩：“南洋乡亲少说也有大几千人，带
什么东西才能经久不坏，又能够那么多人分享呢？”
经过两三个月的海上颠簸，池香回到闽清正是橄榄
收成季节。见满树满园的橄榄，他心头一亮，买了
几担小粒的橄榄，特制几个大桶，用橄榄叶铺垫好，
然后倒进橄榄，包装严密，以防海水侵蚀。三个月
后，池香又到了南洋。侨胞闻讯赶来探问。他边应
酬边从船舱搬出木桶，撬开桶盖，顿时芬芳四溢。
只见橄榄颗颗碧绿油亮，放进嘴里嚼，清甜脆嫩，口
齿留香。就这样一人一颗，嚼得津津有味。大家问
这橄榄的名称，池香笑着说：“叫‘小粒橄榄’，真是
有损其身价，你们替它起个芳名吧。”有个侨胞说：

“别看小粒，比这里的檀香木还要香哩。”于是“檀香
橄榄”就这样叫开了。

闽清是檀香橄榄的发源地，檀香橄榄是福州橄
榄历史传统名品。作为“闽清三宝”之一的这些橄
榄早已蜚声海内外，远销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
只要有闽清人的地方，都有闽清橄榄。闽清橄榄主
要分布在梅溪、梅城，东桥，雄江，云龙，坂东，塔庄、
金沙等乡镇，近年种植面积达4.48万亩。其中，甜
橄榄面积占橄榄总面积近一半。2016年全县橄榄
产量2万吨，产值4.39亿元。产自闽清的甜橄榄口
感清香酥脆、肉质细嫩、嚼之无渣、回味甘甜，深受
广东、上海、天津和省内莆田、闽南一带客户喜欢。
福州橄榄产业在闽清橄榄的带动下，种植面积和产
量也快速增加，加工业也快速发展，以福州大世界
橄榄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加工企业发展迅速，目前有
4家省级龙头企业、10家市级龙头企业，年加工量达
4万吨，产品以蜜饯、饮料为主，橄榄蜜饯、橄榄汁、
冰橄榄等产品销往全国，部分已出口东南亚及欧美

华侨地区，产业规模达12多亿元。
小橄榄谱写新篇章。闽清白河江甜

橄榄历年屡获丰收，屡获大奖。这是闽清
橄榄人的骄傲，也是闽清橄榄人勇敢探索
的结果。闽清栽种橄榄虽然有2000多年
的历史，但在过去年代，没有科学技术，橄
榄人只能守着橄榄树哭穷。正如过去闽
清民谣唱的“一粒橄榄丢过溪咯，对面依
妹是奴妻咯；金鼓花轿都备好咯，是哥没
钱一直拖咯……”，道出了橄榄人因收入
低没钱娶未婚妻过门的悲惨境地。而如
今，橄榄人喊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金山银山不如咱家橄榄山”的壮语豪
言。日前，在由福州市农业局主办的2017
年“福州市鲜食优质橄榄”评选活动，全市
共60多个品种参评，全部14个奖项中，有
5个来自白河江，包括1个金奖、2个银奖
和2个铜奖。白河江自然村张孔江的橄榄
种植园有 5 个，一共种了 1000 多株橄榄
树，下周开始大规模采摘，预计总产值能
有两三百万元。种了30多年橄榄的张孔
江，对园内每一株橄榄树都了如指掌，在
这片园子里，年产值5万元至8万元的橄
榄树有不少，超过 2 万元的更是数不胜
数。张孔江笑着说，金树银树都不如他家
的橄榄树。从外观看，橄榄只有成人大拇
指一节大小。张孔江的看家品种有“孔江
一号”“孔江二号”等，平均收购价每公斤
达400多元。最好的一个品种叫三菱榄，
每公斤市场价高达2000多元，按照每公斤

110粒左右计算，每粒单价达20元。
咀嚼着“始涩而后甜，先苦而后甘”的青橄榄，

凝视着远远望去像是漫山遍野的绿蘑菇，更像是一
幅波浪起伏的绿色画卷的闽江两岸一株株一排排
橄榄树，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累累硕果，张孔江等闽
清橄榄人又谋划着怎样才能走出一条产业更强、乡
村更富、生活更好的康庄大道。

十九大开启新时代，新时代开始新征程。闽清
橄榄人正围绕县委提出的“三大一强”战略中的大
农业、强旅游，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在闽江沿岸已建
成的橄榄产业带中，扩大橄榄集中种植面积，使之
形成“闽江两岸橄榄绿”的绿色农业景观，在取得橄
榄业可观收入的同时，也大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新一代橄榄人正沐浴着新时
代的春风，豪情满怀地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把橄
榄节作为新的起点，不断通过科技创新和探索，改
变橄榄的品质，增加橄榄的产量，扩大橄榄的种植
范围和面积，在中国橄榄产业发展背景下，继续发
挥产业优势，引领中国橄榄产业走向，继续占领中
国橄榄产业优势地位。未来将在橄榄药用功能成
分产业化开发、鲜食甜橄榄市场开发、利用省会城
市雄厚科技资源，依托高校、研究院所、农技推广机
构，构建以企业为中心，直接服务于企业的科技创
新公共平台，组建橄榄行业科技创新共享平台，开
展橄榄产业发展关键性技术攻关，解决种植、加工
技术瓶颈，研发种植和加工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
品、新品种，重点开发橄榄钙片、橄榄黄酮胶囊、解
酒护肝胶囊、降脂降血糖胶囊等橄榄药用与保健产
品、橄榄酒、肉类生物护色产品，选育丰产、优质品
种，筛选特异种质资源，克隆橄榄
药用功能成分基因等，不断实
现产业科技创新，保持闽清
橄榄产业科技创新领先
地位。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
来，闽清橄榄又将迎来
一波跨越式的大发展。

橄 榄 节 遐 想
○ 南山鹿

日前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回忆“大跃
进”时期我在坂东看到的“无人商店”的
文章。记忆的匣子打开后，在我的脑海
中又经常呈现出一些小时候在那个特殊
年代所见所闻的往事，让我记忆犹新。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号召“全
党动员、全民动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当时既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火红
年代，也是一个被扭曲的年代，有不少荒
唐的故事让人啼笑皆非。虽然当时我只
念小学三四年级，可是除了参加除“四
害”外，学校还组织我们小学生干了诸如
去普贤村挑腊石、下地割稻子、上山挑木
柴块、采摘树叶做堆肥等活。

大跃进时期，在解放思想，破除迷
信，大胆革新的号召下，鼓励工人农民开
动脑筋，自己动手，积极开展创造发明，
技术革新，以促进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
大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在农村，曾经
要求各地“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全面开
展轰轰烈烈的农具改革运动，改良和推
广新式农具。有的依靠群众土法上马，
没有原料，动员群众贡献；没有技术，发
动群众创造，大搞车子化、滚珠轴承化、
半机械化。以求通过群众运动和土法上
马，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生产效
率，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
中解放出来。小时候，我在坂
东就见过令我印象深刻，同时
感到新奇有趣的的一些“新生
事物”。

坐“插秧船”插秧
千百年来，农民在田里插

秧都是低头弯腰把秧苗插进
地里，很多插秧的好把式还要
用半蹲的姿势，边插边倒退，
还要对准前面已插的秧上下
瞄着插，这样才能保证所插的
秧一列列平整正直而又好
看。农民下地插秧时，用木制
圆形类似洗脸盆大小、底部平
滑、并有铁线或竹蔑做提手的

“秧船”装上一捆捆秧苗放在
身后，便于插完秧后随时取
用。所以插秧是一个辛苦活，
尤其是刚开始插秧的头几天，
常常感到腿酸背痛，伸不直
腰。

大跃进时期，我在坂东见
过使用“插秧船”这件事。所
谓的“插秧船”只是我自己给
它起的名字，它并不是能够自
动或半自动插秧的机械，而是
农民在田里坐着“小船”样的
东西插秧。过去湖头街以下
的马路边是农田，在插秧的季
节，有一天早上，我在马路边
看到了一块大田里有许多只
木板做的小船子，船不大，船
底光滑，插秧的人将屁股坐在船的一头，
后面空的可以放秧苗。就这样，人坐着

“船”插秧，然后慢慢的边插边往后退。
我不知道这东西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
或是学习外地的经验而“引进”制造的，
只是感到好新鲜、很有趣。可这件事也
就一阵风，估计只是试用不久没法推广
而停用了。我想这样坐着插秧人是舒服
一点，但人的灵活性较差，劳动效率也较
低，而且“插秧船”体积毕竟比传统“秧
船”长、大一些，插完一块地不像“秧船”
一只手提着就走换块地接着插，而它需
要双手去搬动。同时像我们闽清山区的
田地有大有小，田地太小也不适用。可
见，不实用的“花架子”最后还是无法被
农民接受。

土法上马做滚珠轴承
大跃进时期，坂东还出现了一阵搞

“车子化”运动。在“解放思想，大胆革
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口号的指
导下，为减轻农民体力劳动，提出实行以
车子载运货物代替肩挑的“车子化”运
动，开展了群众性的制造木板车热。不
知道当时是不是很难买到成品的大板车
用的轴承和充气轮子，而只是用木头制

作轮子使用。可是这样的车子十分笨重
不灵活，不能用于运输。后来上级认为
车子不能很好运转，主要是没有滚珠轴
承，又号召干部群众土法上马自己制造
滚珠轴承。由于没有制轴承的工厂，也
没有相应的机器设备和材料，更无科技
人员和熟练的工人，制作滚珠完全靠自
己手工进行。

我小时候就曾经看到在旧坂东街靠
溪边的一间大房子里，有好多人在这个
作坊里边敲敲打打。走近一看，他们将
许多类似现在六厘钢筋大小錾切成一粒
粒的铁疙瘩，用钢铁的錾刻工具和圆形
窝砧，通过反复敲打錾刻成圆形的滚
珠。大家干得很起劲，叮叮当当的敲打
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当然，这些用人
工辛辛苦苦敲打出来的滚珠精密度肯定
不高，至于后来这些土造的滚珠轴承有
没有派上用场或使用效果怎么样，我也
就不得而知了。

见识“双轮双铧犁”
在大跃进运动中，为了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上级发出推广新式农具的号
召。在工具改革中，除了搞所谓“车子
化”、“滚珠轴承化”外，还搞起“绳索牵引
机化”运动，在全国大力推广半机械化的

“双轮双铧犁”等新式畜力农具。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一天

大概在如今坂东公路站后面的
一块较大的田地边，围着很多看
热闹的人，原来大家是在看一种
新式农业机械的使用实验。我
看到了田地里有一台新式的犁
正在翻犁土地，该犁的样子像一
个铁架子，前面左右各有一个轮
子，装有前后二张犁，后面有个
绿漆的扶手，我听大人说这就叫

“双轮双铧犁”。这种新式的犁
牵引方式跟传统的木犁不同，在
田地的旁边，安放有一台绳索牵
引机，由两头牛像拉磨一样不停
地拉着牵引机盘转圈，牵引机的
一根长长的绳索钩在犁前边，牵
引带动着双轮双铧犁行走犁地，
由一个人扶着犁把操作，而且还
走走停停，速度不快，绳索牵引
机这边还要有人赶牛。看了一
阵子后我就走开了，由于当时我
年龄不大，后来就不知道这种犁
有没有在别的田地使用或真正
投入生产。

据了解，双轮双铧犁是上世
纪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我国的
一种新型农具，原为北方农村的
一种耕作农具，后来把它推广引
用到了南方，大跃进时期推广使
用达到高峰。这种犁有两个犁
铧、两个轮子，其特点是可以犁
出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

垄。对比原来使用的木犁来说，双轮双
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
少。但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
大，犁地时需要两至三头以上的牛才能
牵引拉动，而且几头牛还要协调共同用
力拉，或者通过绳索牵引机牵拉。因此，
双轮双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
较深的大平原地区，而不适用于山区或
者丘陵地带。那个时候我县农村田畈里
没有现在的机耕路，只有一脚宽的田埂，
还有我们属于山区，地块小、不平坦而且
土壤层较浅，加上它不轻便、不灵活，每
耕到地头拐弯时，一个人要把它提起来
十分费力，而且用的牛数量多，如果不直
接用牛拉还要架起牵引机，花费许多人
力物力，还不如传统一人一犁一牛耕作
来的灵活简单，当然双轮双铧犁无法在
我们这里推广使用。

实践证明，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
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
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生命力如何，关键在
于它的实用性和效率高低。所以一切事
物都必须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优胜
劣汰，这永远是一条颠覆不破的规律。

﹃﹃﹃﹃﹃﹃﹃﹃﹃﹃﹃﹃﹃﹃﹃﹃﹃﹃﹃﹃﹃﹃﹃﹃﹃﹃﹃﹃﹃﹃﹃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大
跃
进
﹄﹄﹄﹄﹄﹄﹄﹄﹄﹄﹄﹄﹄﹄﹄﹄﹄﹄﹄﹄﹄﹄﹄﹄﹄﹄﹄﹄﹄﹄﹄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时
期
二
三
事

○

刘
守
光



番薯饭、糟菜汤和放牛娃，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三
个主体，却构成了风景优美的白岩山一则真实的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各级时兴下派“社教”（社会主义教
育）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社会主义好”。位于白岩山的闽
清县三溪公社，迎来了一个由省直机关抽调人员组成的三人
工作队。他们分别来自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厅和省卫生防疫
站。

工作队由三溪公社派员陪同，每天晚上巡回宣传一个
村。眼看全公社各个村都已进行了一次以上的宣讲。余下
的时间，工作队也按上级部署转入了进村入户做“农村调查”
的阶段。

春夏之交，白岩山满山青翠欲滴，风景醉人。社教工作
队的三位队员走在白岩山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呼吸着森林散
发出氲氤气息，精神特别甘爽。一路上有说有笑地穿行在山
垅田埂和难走的山路上。

“吽！”一声清脆的呼牛长唤声，迎面走来了三头黄牛，三
位放牛娃。

三位工作人员立即避往路里向的“路上”，让黄牛和放牛
娃走过来，走入野草地。

黄牛就是牛，没什么特别，而三位扎着辫子的女放牛娃
使三位“省城”来客惊呆了！

为什么呢？因为她们美若天仙！三个放牛娃虽然打扮
一般，但红彤彤的脸蛋红似苹果，黑溜溜的辫子也不俗，辫子
头扎一朵桃红色的蝴蝶花，辫子尾巴还用红毛线整整齐齐的
捆扎着。

就是这三个漂亮的女放牛娃，惊呆了路旁的三位省城客
人。当天下午午饭后，三位工作队员再也无法下乡了，他们
坐在公社办公室里议论不休。

在“五九六一”年困难时期刚过的当时，人们因为食物不
足，多是脸色黄黄的，或青白、青白的，哪有象白岩山的姑娘
如此俊秀呢？三位工作队员决定走访“放牛户”，对“放牛娃”
的生活、饮食习惯和食物进行一番“调查研究”。

当三位工作队队员访问过放牛娃的生活状况后，他们感
到了更加惊奇。这些放牛娃都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中。但是，
他的土坯房子打扫的很整洁，他们穿戴的衣服也是洗的干
净、补得整齐。说明山里人有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加
上白岩山空气清新，负离子含量特别高，所以，这些孩子虽然
不是吃的很好，但却长得很健康、很漂亮。

三位工作队员仍有不少疑虑。分别到三位放牛娃家里，等他们家吃午饭时，
看一看吃什么。结果，他们看到了农家人一家七八口围着饭桌，中间放一只小脸
盆，盛满了香喷喷的闽清糟菜煮的糟菜汤，两旁放着一碗青菜、一碟黄豆。

七八口人每人装着黑乎乎的番薯米饭，只看见番薯米，看不见大米白饭。三
位工作队员把闽清糟菜带回福州，在食品卫生化验单位化验后，得出数据。闽清
糟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粗纤维、乳酸、钙、铁、磷等。糟菜汤便被工作队称为

“天然氨基酸”，而番薯米正是富含葡萄糖。
最后，工作队写一份报纸“内参”，反映山区环境好，吃番薯饭配糟菜汤，也会

获得葡萄糖和氨基酸等营养，题为《白岩山放牛娃为何长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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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巷深深古巷深深 叶林生叶林生 摄摄

卫生和人口之窗卫生和人口之窗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
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也是一
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疾病。流
感主要通过患者的呼吸道飞沫、人与
人直接的接触或与被污染的物品接触
传播。流感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北方
地区流行高峰在冬春季；南方地区流
行高峰多发生在夏季和冬春季。流感
容易在学校、托幼机构、养老院、儿童
福利院等集体中传播并出现暴发。

一、预防流感的措施
1常通风
室内应勤开窗、多通风，流行高峰

期避免去人流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
所。

2勤洗手
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洗手，并

用流动水冲洗，避免用脏手接触口、
眼、鼻。

3适量运动
平时应保持适量的体育锻炼，提

高抵抗力。
4注意呼吸卫生礼仪
咳嗽、打喷嚏时应用纸巾掩盖口

鼻，避免飞沫传播。
5及时就医
如出现流感样症状，及时就医，并

减少接触他人，尽量居家休息。
6接种流感疫苗
在流感流行季节来临前接种流感

疫苗。
二、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

最有效手段。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年
为以下人群接种疫苗：孕妇、6 月龄以
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6月龄
至5岁儿童、60岁及以上老年人、特定
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需要提醒大
家的是，流感疫苗在我国属于第二类
疫苗，是由公民自费自愿接种。

三、流感≠感冒，接种流感疫苗后
也有可能患感冒。因为流感是由流感
病毒引起的，接种流感疫苗只能抵抗
流感病毒的袭击，而感冒可由多种病
原体（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体）引
起，但是流感对健康的威胁远比普通
感冒大得多，而多数感冒患者症状较
轻，所以不能轻视流感的危害性。

正值冬季，预防流感，让我们一起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闽清县卫计局（宣）

流感进入流行季 正确预防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