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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人才
报》服务全省人
才开发，服务人
才职业发展，面
向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者、人力资
源工作者、各级
各类高层次人才
和创业创新人
才、大中专院校
就业指导老师及
毕业生、流动求
职人才，专业宣
传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宣传全省
优秀人才人物典
型，宣传重点领
域人才开发管理
经验，发布解读
国家及福建省最
新出台的人才人
社政策，发布人
才就业创业创新
和人力资源市场
实用资讯，已成
为全省乃至全
国行业内有一
定影响力的人
才类专业媒体。

3月27日，三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指

导，三明市三元区、沙县区、明溪县、将乐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举办的2024年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

开班。50余名来自三明市三元区、沙县

区、明溪县、将乐县的退役士兵参加

培训。

据介绍，开展适应性培训是为了帮

助退役士兵尽快适应地方生活，实现身

份转变，提高退役士兵自主就业的计划

性、针对性、有效性，增强退役士兵的工

作技能，帮助退役士兵在新的人生阶段

起好步，开好局，实现由部队建设主力军

向地方发展生力军的蜕变。

此次培训为期3天，采取课堂教学和

现场走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内容

涵盖就业形势分析、创业就业指导、退役

军人保障法、就业创业有关政策、退役士

兵心理调试、保密教育、消防安全等。

参训退役士兵纷纷表示，通过课程

学习，进一步了解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形势，熟悉就业促进和创业扶持相关政

策，增强角色转换意识，提振了就业创业

信心。 （通讯员黄金焕）

日前，全国首批乡村工匠名师名单公示，福建 9
人入选，其中来自福州闽侯的林剑波以雕刻彩绘技
艺上榜，这也是福州市首个获得此殊荣的人。

林剑波，福建闽侯人，中国雕刻工艺大师（国家
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福建青年五四奖章获
得者、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技能大师工作室
领办人等。现任中国木雕产业联合会理事，福州市
木雕行业协会副会长。作为根雕行业领头羊，林剑
波在全国工艺美术评比中屡获金奖。

谈起林剑波与木根雕结缘，还要从他 16岁那年
说起。“当时，我看到表姐夫拿着刻刀，用刻刀和锤子
在一块木头上进行雕刻。过了一周我又到他那边
时，那块木头已经形成像人物一样立体的艺术品，我
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后来就喜欢上木根雕行业，这
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林剑波说。

林剑波的创业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创
业几乎是以失败告终的，隔了几年后又进行第二次

创业。第二次创业，我就开始摸索人才、原材料的资
源以及整个木根雕的体系，有了大致方向后，就慢慢
熟悉起来，稳步前进。”林剑波表示。

从业 20多年，林剑波素来不喜欢以名贵木材定
作品高低，而是致力于“化朽木为神奇”，创新打造木
根雕作品。近年来，他利用金丝楠木结合德化白瓷、
大漆等工艺，创作出一批受大众欢迎的、生活中能用
到的作品。

2017年至 2023年间，林剑波的作品《美》《母爱》
《安居乐业》《仙人指路》被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收
藏，《禅宗》被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永久收藏。

作为文化传承人，林剑波将大量心血投入到行
业新生力量中。目前他已带徒近百名，培养出1名省
工艺美术名人、2名国家高级技师、3名国家工艺美术
师等。此外，林剑波还热衷公益慈善活动，积极参与
助学、乡村振兴等慈善活动近 50次。 （来源 闽侯
县融媒体中心 作者陈枫陈世荥 林芳玉）

“大家种的时候，萌芽一定要朝上，栽种的坑要
挖 15 厘米深，株间距保持在 30 厘米。”3 月 28 日上
午，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昌盛日电光伏
农业科技展示大棚内，福建省第十三批援宁工作队
闽宁镇工作组成员、博士王友生带领着五六个原隆
村村民种植中药材——黄精，他边叮嘱边做示范。

去年 9月，就职于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的
王友生来到闽宁镇，挂职于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
心。到岗后，王友生因为有药用植物良种选育与土
壤改良专业知识，加之在福建龙岩种植多花黄精的
实践经验，于是萌生了在闽宁镇引领当地移民种植
黄精增收致富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福建省十三
批援宁工作队闽宁镇工作组组长兼任永宁县委副书
记、闽宁镇党委副书记苏智锋的大力支持。说干就
干，王友生边熟悉闽宁镇产业种植情况，边与自治区
农林科学院沟通，同时积极申报厦门市东西部科技
协作项目，让“黄精引种与栽培技术研究”项目落地

闽宁镇。去年11月初，项目获批。
今年 3月初，王友生先在简易温棚和棚间地试

种，前期完成整地、下基肥等打底工作。3月 28日，
从河南洛阳购置的首批150公斤黄精种芽到达基地
后，他组织村民快速种到了设施温棚中。王友生计
划 4月初再从陕西、山东、辽宁等省购买黄精种苗，
在闽宁镇进行盆栽试验。“通过多产地种苗在不同栽
培条件下种植，最终锁定适合闽宁镇当地栽种的高
品质的黄精种苗。”王友生说。

“按照目前市场前景预测，三年生的黄精亩产在
6000斤—8000斤，第四年产量在 1万斤—1.2万斤，
四年产亩均收入约 12 万元，农民获取 3 万元年收
入。”王友生算了一笔账。经过试种后，王友生打算
第二年扩大种植规模，逐步引导当地农民参与试种，
同时积极对接永宁县相关部门做好推广种植，让黄
精变成闽宁镇移民增收的“黄金”。

（来源宁夏日报 记者张艳丽）

眼下正值玲珑小番茄盛产期，漳州市云霄县东
厦镇楷辰农业番茄种植基地内一派喜人的春收景
象，100多名采摘工在连排番茄秧架间穿梭往来、采
摘劳作，日均可采摘玲珑小番茄8000斤左右。

“我们种植的玲珑小番茄色泽鲜艳透亮，口感比
普通小番茄更加清甜多汁，单斤市场价能卖到 15
元。”说起自己栽植的小番茄，基地负责人方坤艺如
数家珍。深耕家乡土地的8年间，这位“85后”新农人
从“农技小白”成长为“农技能手”，带领着身边的农
户走上精品水果番茄产业致富路，被大家冠以“番茄
大王”的美号。

“归雁”返乡始于 2016年。彼时，方坤艺在外从
事果蔬批发贸易生意。在走南闯北“拓市场”中，方
坤艺敏锐地嗅到了精品水果蔬菜行业的发展商机，
尤其是随着健康轻食风的兴起，水果番茄成为订单
农业“新贵”，售价居高不下。这更让他看到了小番
茄种植销售的好前景。

“父亲那一代因为信息差、技术弱、渠道窄等原
因，只能埋头苦种，若遇到收购商压价，心里更是有
苦说不出。返乡创业就是为帮助邻里乡亲一同富起
来。”怀揣返乡创业梦的方坤艺回到云霄后，拿出积
蓄承租土地 140多亩，打造楷辰农业番茄种植基地，
开启了红红火火的番茄事业。

然而，跳回“农门”，拾起锄头，并非易事。什么
品种最适合在东厦镇种植？怎么种？怎么卖得了又
卖得好？带着这些问题，方坤艺扎根家乡，用在外拼
闯的不服输劲儿答好“三农”题、念好致富经。

为了引育良种，方坤艺远赴各大原产地带回100
多个番茄品种，栽植到洲渡村田间地头，因地制宜筛
选出“玲珑”“玉女”这两种长势最好、效益最高的小

番茄品种并大规模推广。缺乏种植经验，方坤艺就
到山东请回番茄技术指导员指导，向县农业农村局
农技专家和身边“田秀才”请教，并自己钻研精进生
物菌肥替换复合肥等水肥管理技术。同时，他还注
册创立“番咖”这一自营品牌，坚持带着产品“走出
去”参加农博会、菜博会等展会，进一步拓宽销售渠
道，并与百果园、山姆会员店等各大商超达成供销合
作。经过不断耕耘，基地的小番茄长得好、卖得俏，
去年总产值近800万元。

“未来两年，我们还将持续扩大种植规模，探索
种养加一体化模式，抱团发展订单农业，真正将小番
茄做成大产业。”方坤艺说道。如今，楷辰农业番茄
种植基地已成为东厦镇乃至全县精品水果番茄产业

“头雁”，引领周边 70余户村民发展精品水果番茄种
植超 80亩，示范带动高垄单行吊蔓栽培、疏花保果、
适时落蔓等农业五新技术落地开花，推动当地传统
单一蔬菜番茄产业转型升级，将亩均产值由原来的
8000元提升到7万元，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来源 闽南日报 记者 郭扬）

3月底是小番茄成熟的季节。位于厦门市同安
区的厦门百利控股有限公司基地内，一排排种植大
棚整齐排列，棚内新成熟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清晨，曾明宝走进育苗大棚，看着长势喜人的小
番茄，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一头扎进绿叶中开始
了每天的第一项工作——观察苗情。

50 多岁的台胞曾明宝是厦门百利的技术总
监。2014年，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就曾深
入了解厦门种业的发展情况与宽阔的前景，之后便
下定决心在大陆干一番事业，并在2016年加入厦门
百利。他不仅从台湾带来了番茄、丝瓜、茄子等蔬菜
的优良品种，还引入了许多农业管理经验和技术。

“我相信在两岸交流中，农业是一种最容易沟通
的语言。”在曾明宝的育苗棚中，有一个茄子新品种，
是把台湾的茄子嫁接在大陆的茄子根部后得来的。

“嫁接培育出来的茄子苗，非常适应这里的气候和土
壤，结出来的茄子也好吃。这个苗本身也是一种两
岸融合，是大陆的根上长出了台湾的果。”

来厦 8年多，曾明宝见证了大陆农业种业发展
不断科学化集约化的过程。“农业发展像是一湾清
流，无风无浪，但却润物无声。”回忆起多年的农业工
作，曾明宝表示，“但在有的时候我更希望自己成为
一名‘造浪者’。”

如何成为引领种业发展的“造浪者”？面对这个
问题，曾明宝和团队将目光锁定在厦门独特的气候
环境上。放眼如今国内乃至全球现有的老牌育种基
地，多位于温带地区，这意味着热带、亚热带地区隐
藏着广阔的市场和需求。而位于北回归线附近的厦
门，夏长冬暖，每年育种可比北方多一到两季，温暖

的气候也大大缩短了种苗培育时间。“发挥地域优
势，百利的种苗可以在北方越冬期的时候错峰上市，
开拓市场。”曾明宝表示，结合厦门地区湿热的气候
特点，蔬菜前面加上“耐热”两个字，也是厦门百利的
强项。

近年来，在曾明宝与同事们的努力下，厦门百利
推出“百利军营红小番茄”等多个特色优质品种，年
生产蔬菜嫁接苗、实生苗等 1.2亿株，销售范围辐射
闽、浙、赣、粤等省份，先后获得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
种权保护（PVP保护）5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2
项。

“各位乡亲，大家好……”每天晚上，曾明宝都会
坐到办公桌前，开启他的“隐藏身份”——电台主
播。这档台湾农业电台节目，他主持了 20多年，即
便来到厦门，也没有放弃。

直播时，曾明宝常常把大陆的所见所闻传递给
台湾乡亲，让他们更多了解大陆的发展现状。“大陆
对外经济发展迅速，出口贸易发达，能够获取很多在
台湾得不到的讯息。把这些讯息传递给台湾的乡
亲，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在电台直播时，曾明宝会收集农民在种植中遇
到的困难与疑问，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他也会
把自己掌握的最先进的种植理念传播给农民。

在曾明宝看来，有了良种，引进良法，最后收获
良品，这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在这个良
性循环的过程中，农民来买百利的良种，百利也将科
学的种植理念传播给农民，最后才能种出越来越好
的产品。”

（来源福建日报 记者 林闻 邱赵胤）

传承雕刻技艺 化“朽木”为神奇
——记福州闽侯工匠名师林剑波

乡村振兴带头人风采

“归雁”变“头雁”“番茄大王”带富家乡人
——记漳州云霄返乡创业青年方坤艺

台胞风采

援宁人才风采

为当地群众开辟增收新路子
——记福建援宁博士王友生

扎根大陆种“好菜”
——记厦门百利控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方坤艺正在察看小番茄长势方坤艺正在察看小番茄长势

三明：2024年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