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境是最大的民生福祉。位于
东南沿海的福建省会福州，把“满城绿
荫”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前不久，“中国美好生活城市”系列
榜单公布，福州获评含金量最高的十大

“大美之城”。在有关城市治理能力和社
会服务的 20 多项满意度指标中，福州有
12 项高于全国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平均
水平。最令福州人感到骄傲的是公园绿
地，这项满意度高出全国平均值 11 个百
分点。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福州本就有

着天然的山水骨架。近年来，这座城市用
散落成珠、相串成链的一块块公园绿地
打开了山水的大门，让市民们真正享受
到了生态福利。

“有福之州，七溜八溜不离福州。”3
月 24 日下午，正在福建考察调研的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福州福山郊野公园福榕
园，同休闲健身的市民亲切交流。他深情
地说，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就设想把福
州建成海滨城市、山水城市，现在发展得
比当时设想得还要好，要继续做下去，希
望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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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绿

满城绿荫何处来？福州市园林中心主

任杨晓至今对 2016 年 7 月的一个夏日印象

深刻。

当时天似火炉，刚上任的一位市领导

带一众部门负责人上街调研。领导站在太

阳底下讲话，而大多数人都躲在树下 。突

然，这位领导问道：“园林局长来了没有？”

“来了。”杨晓从树下走了出来。

“你们很聪明，都站到树下乘凉 。”市

领 导 严 肃 地 说 ，“ 我 要 叫 你 园林局长出

来 晒 晒 太 阳 ， 你 才 知 道 市 民 对 林 荫 多 么

渴望！”

这位市领导和杨晓并不熟悉，只是这

次晒过太阳再回到绿荫的感受，让在园林

系 统 工 作 了 30 年 的 杨 晓 醍 醐 灌 顶 ，种 大

树、造绿荫的念头就此深植在她心里。

在哪里种树？杨晓和同事坐着车把福

州城转了个遍，却发觉城市里大块的绿地

并不多，树木几乎无处可种。

“坐在车上看，绿植都是满满当当；走

在路上看，各种断点一下就显现出来。”杨

晓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每周四晚上，

她 都 会 带 着 同 事 们 四 处 走 走 ，逐 渐 就 发

现，“这里能种三五棵，那里能种十几二十

棵”，5 年时间里，这样的“笨方法”真就把

绿精准地补起来了。

比 如 ，道 路 上 虽 已 种 满 了 行 道 树 ，但

公交车站、渠化岛等周边的公共设施却缺

少树荫的庇护 。夏日阳光暴晒，雨天大雨

倾盆，每逢夏季，一些市民宁愿站在人行

道上等车，也不愿在没有树荫的渠化岛上

停留。

发 现 了 问 题 ， 大 树 补 荫 工 程 随 即 启

动 ， 他 们 在 有 条 件 的 渠 化 岛 与 站 台 补 植

绿 量 大 、 树 荫 多 、 成 长 快 的 高 大 树 木 。

目 前 ， 福 州 已 完 成 交 通 等 候 区 和 公 交 站

遮荫工程 173 处，给等车市民撑起了一把

把“遮阳伞”。

在路上，还有一些居民主动走来告诉

他们，“我家那边没什么树啊 ”。有人加了

杨晓的微信，把在身边发现的绿化问题和

建议及时告诉她 。“种大树、增绿荫 ”的信

息也在当地媒体广为传播，仅市民提供的

线索就有 300 多条。

“ 只 有 满 足 市 民 的 实 际 需 求 ，园 林 建

设才有意义。”在杨晓看来，如今的新型绿

化观一定是“以人为中心、实用第一，让绿

化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绿化服务”。

随着园林工作者脚步的不断延伸，精

细化提升开始深入城区的大街小巷，化作

居民家门口的绿地、林荫道、小公园。积少

成多，福州城区现已种植约 50 万株乔木，梳

理提升了 342 条林荫道路，总结出加密、加

厚、填空白、加品种、添层次等 15 种城区绿

化提升模式，成为城市的绿化样本。

串 绿

树 越 种 越 多 ， 有 林 业 部 门 的 工 作 人

员跟杨晓开玩笑说，“我们两家的功能越

来越趋同了。”这话让杨晓听了有点不是

滋味，“我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园林专

业毕业的，很明白园林跟绿化的区别。”

园 林 不 仅 仅 是 做 绿 化 ， 除 了 要 创 造

美 的 自 然 环 境 ， 还 要 给 人 打 造 游 憩 空

间 ， 让 市 民 能 够 “ 看 看 花 、 看 看 草 ， 在

大自然中走走停停”。

于是，在绿地的基础上，具备休憩功

能的一个个串珠公园相继点缀城市角落。

从城市的边角闲杂地，到小区边、水岸线、

山林间，甚至废弃的垃圾填埋场，都化身

成大大小小的生态公园。

“十三五”期间，福州建设了 1202 个各

类小公园，也因此被称为“千园之城”。

一个小公园的成本并不高，却能大大

提升周边市民的获得感。在福州金山大道

一处长约 400 米的道路串珠公园，有凉亭、

步道，以及街角小区边的儿童游乐设施，

而公园从无到有只花了一两个月。

靠 近 公 园 内 侧 有 一 家 便 利 店 ， 店 主

卓 书 群 告 诉 记 者 ， 公 园 修 好 后 ， 不 仅 给

行 人 提 供 了 休 憩 场 所 ， 也 让 这 部 分 空 间

通 透 起 来 。 小 店 的 生 意 越 来 越 好 ， 门 口

停的车辆也变多了。

在 不 远 处 的 流 花 溪 公 园 ， 碧 波 荡

漾 ， 鱼 翔 浅 底 ， 水 边 睡 莲 、 芦 苇 、 美 人

蕉 交 错 生 长 ， 蓝 花 楹 绽 放 ， 绿 柳 低 垂 ，

两 岸 榕 树 、 樟 树 成 片 ， 还 有 小 动 物 从 桥

上爬过、钻进岸边草丛。

当 曾 任 福 州 市 水 环 境 建 设 开 发 有 限

公司工程二部经理的陈白拿出 5 年前的照

片 时 ， 难 以 想 象 ， 这 里 曾 被 密 密 麻 麻 的

简易房屋挤占，几乎看不到河道。“当时

我 们 要 勘 测 ， 因 过 于 拥 挤 ， 不 得 不 从 相

邻两家爬窗而过。”陈白介绍说。

流 花 溪 周 边 原 是 城 乡 结 合 处 ， 没 有

完 善 的 截 污 系 统 ， 雨 污 水 混 排 入 河 ， 居

民 生 活 污 水 直 排 入 河 ， 水 体 明 显 黑 臭 ，

水 葫 芦 茂 密 丛 生 ， 河 道 垃 圾 成 灾 ， 部 分

河道被完全填埋。

2016 年，岸上公园打造与水系治理同

步展开，原有的细窄河道被拓宽到 15 米至

80 米，与上游江河贯通，改造排污口，实现

污水全收集 。接下来岸边种什么植物，空

间如何打造，便是园林部门的事。

串 珠 公 园 的 理 念 与 以 往 不 同 ， 让 居

民 享 绿 是 最 高 目 标 。 据 福 州 市 园 林 中 心

基 建 处 二 级 主 任 科 员 王 永 强 介 绍 ， 他 们

改 变 了 以 前 大 面 积 种 植 地 被 的 方 式 ， 改

用“大树加草坪”，尽可能扩大居民的活

动 空 间 ， 打 造 可 进 入 式 绿 地 ， 宽 阔 的 草

坪可踩可躺，同时也节约了成本。

78 岁 的 高 洪 清 在 这 里 住 了 50 多 年 ，

以前去距离最近的公园也要步行 3 公里，

如 今 出 门 就 进 园 ： 闲 时 来 这 里 散 步 ， 大

榕树下下棋乘凉，香积寺里与朋友饮茶。

享 绿

“ 做 老 百 姓 满 意 的 事 ， 他 们 很 支

持。”这是杨晓的切身体会。

市 民 积 极 为 绿 出 主 意 ， 这 些 真 需 求

并 非 设 计 者 在 家 闷 头 就 能 想 出 来 的 。 有

小 区 代 表 主 动 找 到 杨 晓 ， 说 小 区 门 前 杂

草 丛 生 ， 希 望 能 改 造 成 公 园 ； 流 花 溪 改

造 时 ， 高 洪 清 告 诉 陈 白 ， 河 边 斜 坡 改 为

台 阶 式 ， 更 便 于 人 行 走 ； 还 有 市 民 反

映 ， 你 们 的 公 园 做 得 很 好 ， 无 障 碍 设

计 、 座 椅 都 有 ， 但 看 起 来 基 本 都 是 老 人

的 公 园 ， 可 是 大 多 老 年 人 出 门 是 来 带 孙

子的，希望能增加儿童的活动设施⋯⋯

实 地 去 看 ， 果 然 如 此 。 杨 晓 走 过 许

多 公 园 施 工 现 场 ， 她 见 过 有 的 市 民 自 发

拿 茶 叶 蛋 、 面 包 和 水 给 工 人 ； 在 市 政 电

路 不 便 通 达 的 公 园 ， 居 民 愿 意 迁 出 小 区

的 电 表 供 给 公 园 路 灯 使 用 ； 四 通 八 达 的

内 河 从 小 区 边 上 穿 过 ， 居 民 支 持 把 小 区

围墙退进去，让出一条河边的林荫步道。

人 和 自 然 的 关 系 从 未 变 得 如 此 亲

近 。 郊 野 山 水 的 大 门 敞 开 ， 福 州 市 民 投

入自然的怀抱。

傍 晚 ， 被 福 山 郊 野 公 园 环 绕 的 福 州

软 件 园 空 气 中 散 发 着 树 木 清 香 和 花 香 ，

这 似 后 花 园 一 般 的 天 然 氧 吧 ， 是 工 作 最

好的加油站。90 后技术员刘阳松就职于

这 里 的 一 家 电 商 企 业 ， 他 常 和 同 事 来 这

里 放 松 散 步 ， 周 末 还 把 儿 子 带 来 公 园 捡

垃圾。

暮 色 降 临 ， 金 牛 山 福 道 宛 若 一 串 闪

闪发光的项链，这条长约 19 公里的栈道

串联起 5 个公园，绕着山体蜿蜒而上，榕

城优美的山水曲线展露无疑。

走 在 钢 架 镂 空 设 计 的 福 道 上 ， 如 行

山 林 间 。 偶 有 俏 皮 的 枝 叶 钻 出 镂 空 桥

面 ， 两 侧 的 树 木 也 探 出 头 和 行 人 打 招

呼 。 有 的 树 木 与 栈 道 的 路 线 冲 突 ， 栈 道

便 为 它 量 身 挖 出 一 个 圈 ，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留自然的生长空间。

即 便 到 了 夜 晚 ， 也 可 见 孩 子 在 福 道

奔 跑 嬉 戏 ， 年 轻 人 在 福 道 漫 步 。 一 对 在

福 州 打 工 的 湖 北 夫 妇 ， 特 地 带 远 道 而 来

的儿子、儿媳来福道打卡。

“ 七 溜 八 溜 ， 不 离 福 州 ”， 当 过 去 封

闭 的 山 水 向 市 民 打 开 大 门 ， 更 能 体 会 俗

语所言的福州魅力 。如今推窗见绿、出门

进园，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州人，黄玉容忍

不住感慨，“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陈 强
见习记者 田宏炜

返乡创业 5 年来，31 岁的闽西青年

赖斌感慨，一步一个脚印走来，自己皮肤

是越晒越黑，但发展生态农业的信心也

越发坚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日在福建长

汀县河田镇伯湖村的智能温控大棚内见

到赖斌时，他正在检查葡萄、桑葚、蜜枣、

红心火龙果、柑橘等水果的长势。“一年

四季，均有鲜品采摘，游客一年比一年多

呢。这一路走来，吃了不少苦头，但是很

值得！”赖斌说。

2014年，赖斌从福建农林大学作物学

院毕业后，选择前往一家葡萄种植公司打

工。两年后，他返乡投资建设 200亩生态葡

萄园，成立福建省新农人生态有限公司。

他把自己定义为“新农人”，就是想在

家乡干一番和传统农业不一样的事业。但

是葡萄园建起来后，技术却没跟上。“头两

年，到处碰壁。因为天气冷，缺乏保护措

施，大部分火龙果‘冻死了’，葡萄也不成

熟，果实口感差。”赖斌回忆说，好在自己

四处请教、自学，总算顶住压力熬了过来。

在他的动员下，学习园艺专业的兰建

春和畜牧兽医专业的傅桥相继返乡，一个

主攻种植技术，一个负责行政，赖斌则挑

起市场和经营，3 个年轻人不断优化管理

经营模式和种植品种，开启生态农业新征

程。他们先后引进阳光玫瑰、蓝宝石、浪

漫红颜等适合当地的葡萄品种，再种下桑

葚、草莓、西瓜、柑橘、茂谷柑、蜜枣等，保证

农场一年四季观光采摘“不断档”。

2017 年 9 月，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公

司引入“激励性扶贫”葡萄种植项目，划

拨出 20 亩葡萄园让符合条件的贫困户

承包。公司统一提供果园、种苗，负责技

术指导，统一施肥管理、绿色防控，带动

贫困户掌握葡萄种植等技能，贫困户每

年可增加收入 5000 元以上。

2018 年，有 5000 多人次来园区观光

采摘瓜果，销售额达 50 余万元。“我们看

到了希望，看到游客对我们的肯定，也看

到了村民的支持。”赖斌说。

团队趁热打铁，引进水肥一体化机

械 设 备、精 准 飞 防 无 人 机、智 慧 农 业 系

统，实现环保施肥、精准灌溉。在带动农

户种植瓜果的过程中，他们反复强调生

态 理 念 ：不 用 除 草 剂 ，用 有 机 肥 改 良 土

壤，不浪费水资源。

长汀县河田镇曾经是闽西水土流失最

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赖斌从小目睹了家乡

的“火焰山”，但让他备感幸运的是，当他回

乡时面对的已是一片绿水青山，自己要考

虑的就是如何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将资

源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农业是我这辈

子追逐的梦想，好的环境是梦想完成的基

础。家乡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为回乡创业

人员提供了无限空间和可能。”赖斌说。

作为长汀县青年致富带头人，赖斌

和小伙伴们投资 800 万元的创业项目二

期正在建设，红色文化科普馆、民宿体验

区、中草药科技馆、百亩花海等配套设施

的打造已提上日程，一个现代化的生态

农业观光园雏形初现。

“ 我 们 计 划 将 种 植 基 地 发 展 到 300
亩，生产和打造原创的绿色食品品牌，

进一步做大做强生态循环农业。”在赖

斌看来，广阔的农村大有作为，自己返

乡的路走对了。

闽西新农人：摘创业金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曼玉 张 艺 陈 强

4 个年轻的“茶二代 ”抱团创业，把家

乡老品牌做出了新花样，把传统茗茶融入

年轻人爱喝的时尚茶饮中，把茶产业写进

乡村振兴的诗篇里。

他们是在“茶一代”走入困境时成长起

来的。福建茶品类百花齐放，茶农也多不胜

数。位于闽东茶乡福安市社口镇的老茶农林

长书大半辈子埋头做茶，却一直为销路不畅

而烦恼。2006 年，20 岁的女儿林丽萍想让自

家茶“走出去”，索性跟着安徽茶商到了人

生地不熟的皖南，谈下了 10 家客户。

林 家 所 制 的 茶 叫 “ 坦 洋 工 夫 ”， 系

“闽红”三大工夫茶之首。百年前，“坦洋

工夫”远销海外，一度成为英国人的下午

茶，还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喝着“坦洋工夫”长大的年轻人没有

忘记家乡的味道。2013年，林建鸿、林建良兄

弟俩大学毕业相继回乡。3年后，姐弟仨成立

红新茶业公司，3个人根据所长各司其职，在

外闯荡多年的吴坚坚被聘为“操盘手”。

起 初 ， 林 建 良 在 广 州 推 销 “ 坦 洋 工

夫”，免不了吃闭门羹。“茶商不想听我介

绍，更不愿意买。”林建良没有多说，直接留

下两包茶和自己的联系方式。几天后，对方

主动联系林建良，要求订购两箱。

林建良认为，好茶要被大众认可，得

先把名头打出去。为了抓住线上机遇，他

把在外企工作的两名同学请回来，入驻福

安市大学生创业园，成立了茶文化公司，

设计特色品牌，直播带货。“脚踏实地的

同时也需要另辟蹊径”，“坦洋工夫”的包

容性很强，针对年轻人的口味，他们把白

茶、乌龙茶的丰富口感通过新工艺融入其

中，成为“创新型的花果味红茶”，也称为

“茶中鸡尾酒”。

“思源茶叶”是其中特别的一款，“操

盘手”吴坚坚介绍说，顾名思义，饮水思

源，不忘茶农。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他

们把曾经的贫困乡范坑打造成自己的有机

绿色茶叶基地，通过和全市各乡镇 7 个合

作社 1400 多名茶农签订合同，保价收购

茶，当场结算付款，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

收 购 贫 困 户 的 茶 青 ， 并 在 茶 叶 摘 种 、 施

肥、管理等方面给予义务指导。

性格直爽的林丽萍则把村里待业的妇女

召集起来，打开了一条农村女性就业之路。

在红新茶业公司，女性员工占了绝大多数。

“企业带产业，产业带农户”，这种模式

下所制的茶被他们命名为乡村振兴系列。

在吴坚坚看来，茶企和茶农相辅相成，要真

正焕发产业薄弱村的生命力，必须创新经

营理念和业态，增强当地的造血功能。

“如果把茶产业比喻为一架飞机，那么茶

文化和茶科技就是这架飞机的两翼，有力地

促进和保障了茶产业的起飞。”中国茶界首位

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对茶业曾有这样的论述。

过去做茶全靠一双手，如今，在红新

茶业 36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里，自动

化加工设备 24 小时不停转，每天原料就

要消耗 3 万多斤。以往需要 36 名工人的生

产线，如今五六个人即可完成 800 多吨的

年产能。

厂里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林长书教儿子

林建鸿制茶的照片，那是两代茶人的文化

传承。同一片土地上，“坦洋工夫”正在

焕发生机。

闽东茶二代：升级工夫茶

福州晋安公园凤丘广场上，儿童在嬉戏玩耍。 福州市园林中心供图

福州城市森林步道——福道，采用全国首创钢架镂空设计，主轴线长 6.3 公里，环线总长约 19 公里，福道东北接左海公园，西南连闽江廊线，中间沿着金牛山山脊线，贯穿 5 个公园。 福州市园林中心供图

寻绿 串绿 享绿

有福之州做大“绿”文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艺 陈 强 张曼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