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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翠仙潘薇

清晨，在同安闽台

农业融合发展(种子种

苗)产业园里，厦门百

利控股有限公司技术

总监、台胞曾明宝早早

就出现在试验大棚里，

仔细观察种苗的生长

状态。这是他每天的

“必修课”，时值初夏，

气温逐渐升高，他的头

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脸上被太阳晒得通红，

一趟下来要走一两万

步，衣裤已经湿透。正

是他每天严格的“质

检”，让诸多台湾优秀

种苗在大陆成长，让两

岸民众的餐桌变得更

加丰富。

“在两岸交流中，

农业是一种很容易沟

通的‘语言’，看我们日

常吃的果蔬，里面就有

不少是台湾引进的品

种，在台湾也是如此，

菜市场里也能见到大

陆品种果蔬的身影。”

昨日，曾明宝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笑着说，这也

是一颗小小的种子结

出两岸交流的硕果。

“我就是种地的。”曾明宝笑

着说，他从事农业已经30多年

了。在了解大陆的广阔市场后，

2016年他加入厦门百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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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明宝参与培育的首批种

苗就是“军营红”小番茄。这款

在2017年一炮而红的小番茄，

是他们的团队经过3年时间摸

索培育出来的。“‘军营红’是将

台湾的小番茄品种嫁接到大陆

茄根上培育而成的，大陆的根上

开出了台湾的花，结出了两岸融

合的果实。”曾明宝说，大陆品种

根系发达，台湾品种口感好，嫁

接培育出来小番茄苗，既能够适

应这里的气候和土壤，也能保持

良好的口感。几年间,“军营红”

小番茄红遍了厦门，成了当地乡

村振兴的重要产业。“除了泉州、

漳州等地，这个品种也在东北、

上海周边、新疆等地区种植，十

分受欢迎。”曾明宝说。

“军营红”小番茄红透半边

天，靠的不仅是优良的品种，也

离不开好的种植技术。曾明宝

凭借几十年的农业管理经验，总

结了一套标准作业流程，按照

“人、机、料、法、环”五个要素，实

现全面质量管理，他把这套技术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当地农

户。“农户购买种苗之后，可到基

地学习种植技术。”曾明宝告诉

记者，通过培训，可以大大提高

种植水平，缩短成本回收周期，

让农户的钱袋子鼓起来。

两岸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

兴的缩影不仅仅有一个“军营

红”小番茄，还有辣椒、苦瓜、丝

瓜、花菜、水果玉米等相应的台

湾品种在大陆广受欢迎……这

些年，众多台湾品种在大陆落地

生根，两岸农业者共享种植技

术，绘就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曾明宝还是台湾电台农业节

目的主播，他常常把在大陆的所

见所闻传递给台湾乡亲们，让他

们更好地了解大陆的发展现状，

看到他们落地发展的“康庄大

道”。这档台湾农业电台节目，曾

明宝主持了20多年，即便来到厦

门，也依旧坚持。

直播时，曾明宝常常讲述在

大陆的所见所闻。“大陆对外经济

发展迅速，也不少台商在就业创

业有不错的发展，我把这些信息

传递给台湾的乡亲，可以让他们

更好地了解大陆农业产业发展

的情况，同时也能了解当地的

营商环境，让有兴趣来大陆发

展的民众可以做点功课。”曾明宝

说道。

“大陆不断加强植物新品种

保护，大大减少了台湾从业者登

陆发展的后顾之忧，有效保障了

他们的合法权益。”曾明宝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在同安闽台农业融

合发展(种子种苗)产业园，进驻的

台资农业企业26家，园区常年创

业就业台胞近100人。截至去年

8月底，累计引进台湾农业优良

品种300多个、台湾先进种养殖

技术50多项。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深化两

岸农业交流，在园区里还成立了

农芯种业研究院，与台湾种苗研

究单位建立联系，为两岸农业的

民间交流搭建专业平台。曾明宝

说：“很多台湾业者愿意来大陆发

展，台湾目前在这方面还有优势，

但是不快点加入的话，很快就会

被迎头赶上。”

曾明宝认为，两岸在农业的

合作不仅局限于两岸民众的餐

桌，他也把目光放在了东南亚。

“台湾在耐热品种方面的研究颇

具经验，利用大陆的市场与台湾

的技术，可以让相关品种辐射东

南亚，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曾明宝说道。

台湾的果蔬走红大

陆，大陆的品种也端上了

台湾民众的餐桌。“大陆

的密刺黄瓜很受台湾餐

饮店的欢迎，因为这个品

种的黄瓜在制作拍黄瓜

时，即使长时间腌制也能

够保持脆爽的口感，不会

像台湾品种一样变得软

烂。”曾明宝说，此前台湾

连续下了 40多天的雨，

大陆的苦瓜品种依旧顽

强生长，耐涝的特性受到

不少台湾农户的青睐。

此外，大陆的辣椒品种丰

富，在台湾也十分有优

势。

大陆幅员辽阔，不同

的饮食习惯也为台湾的

果蔬品种提供了更加多

样化的舞台。“以丝瓜为

例，有个品种在台湾不具

备优势，但是引进到南靖

之后，大受欢迎。”曾明宝

告诉记者，为了满足不同

地区消费者的需求，他们

也加大力度培育新品种。

在玉米试验田里，曾

明宝扶着刚刚长出的玉

米告诉记者，这一品种在

新疆等地区十分受欢迎，

但是部分消费者喜欢玉

米头圆一点，苞片绿一

点，因此他们正往这方面

进行培育。

据悉，这片试验田里

种植了大约 450 个试验

品种。“现在我们优选了5

个品种，希望能培育出想

要的品种，但是最后也可

能没办法达到想要的效

果。”曾明宝告诉记者，正

是通过一步步试验，两岸

民众餐桌上的果蔬越来

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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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明宝检查种苗的情况。记者陈翠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