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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佩珊

正值生长关键期，龙眼树如

果得了重病，咋办？没事，专家会

诊“力挽狂澜”！好戏唱完了，但

夏夜村里还感觉“少了点活动”，

咋办？没事，歌仔戏演员进村“加

戏”来了！

日前，厦门市“三下乡”活动

持续开展，科技下乡、文化下乡精

彩不断。

退休专家下乡
治愈“重病”龙眼树

“孙老师，上次那个事弄好

了，太好了！”日前，在见到市老科

协农业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传芝

时，厦门好时节果蔬专业合作社

果农吴明生开心地“汇报”道：“我

有石硖600多株、凤梨穗300多

株，在你们的指导下，石硖少损失

30%以上的产量，凤梨穗少损失

20%以上的产量。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

事情还得从5月中旬市老科

协农专委组织专家下乡指导说

起。那一次，专家们是为了看果

园里的冬香龙眼而去。这是全球

最晚熟的龙眼品种，农专委多方

联系引进后，安排在吴明生的果

园里嫁接了几株。与专家交流

时，吴明生提出了一个困扰他多

日的难题——龙眼树病害严重，

即使是从小与龙眼树打交道的他

一时也确定不了是什么病。

为迅速解决问题，孙传芝让

他到现场拍了照片，并第一时间

发到市老科协农专委的专家群里，

这个卧虎藏龙的群一下就热闹起

来了。经专家们会诊，龙眼树得的

是霜霉病。“今年端午前后几乎天

天下雨，导致高温高湿，很多老果

农都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专家们

给吴明生的龙眼树开出“药方”，介

绍了几种药剂、用药剂量并叮嘱喷

药注意事项。后来，龙眼树“病情”

大有好转，便有了吴明生跟孙传芝

报喜的一幕。

这样的互动经常发生在市老

科协农专委这群退休专家和农民

之间。记者了解到，市老科协农

专委有六七十位专家，覆盖各个

专业，他们常联系并免费服务农

民。今年4月至6月，市老科协农

专委组织相关专家14人（次），分

别深入厦门6家农业企业（合作

社），了解农业企业（合作社）种

植、经营状况，开展农业科技服

务，足迹遍布厦门（集美）睿雅释

农业科技公司的稻田、厦门万丰

果业公司研学基地、厦门怡园鑫

都市农艺园的温室大棚、厦门美

优农业公司的百香果生产基地、

厦门民好农业科技公司蔬菜基地

等田间地头。“退休后还能发挥我

们的专长帮助到农民，大家都乐

在其中！”孙传芝开心说道。

老中青“加戏”
送歌仔戏进多个村
昨晚7点，白交祠村的戏台

边人气满满，台上台下都很热

闹。锣鼓声起，好戏开唱，厦门歌

仔戏研习中心为村民带来了《珍

珠塔》。这是歌仔戏经典剧目，剧

情围绕珍珠塔展开。剧中，珍珠

塔是陈御史府传家瑰宝，由小姐

陈翠娥珍藏。方卿是相国之孙但

家道中落，与陈翠娥是姑表亲关

系，他才华横溢，陈翠娥敬慕已

久。得知方卿被家人羞辱赶走

后，陈翠娥将价值连城的珍珠塔

巧妙装饰成点心，送给方卿。方

卿却未察觉陈翠娥的良苦用心，

致使珍珠塔流落人间，见证了众

生百态。该剧饶有趣味，让人忍

俊不禁。

在白交祠村演出这场戏之

前，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还把经

典作品《门当户对》送进军营村，

吸引许多村民和游客观看。该剧

讲述了赵美玉与张伯瑜的爱情悲

剧，故事情节令人动容。村民们

向演员们表达了感谢，来度假的

游客也表示：“没想到来厦旅游，

能欣赏到这么精彩的演出。”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厦

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就完成了今年

“三下乡”演出任务，陆续走进同

安区莲花镇多个村庄，献演精彩

剧目。此番再进村，是文化下乡

的“加戏”。除了军营村、白交祠

村，今晚他们还将走进蔗内村，继

续为村民送上好戏。

据介绍，每次下乡演出，厦门

歌仔戏研习中心出动的都是“超

强阵容”——老中青三代共计65

人齐刷刷出动，包括国家一级演

员苏燕蓉、王志斌、庄必芳、郑惠

兵、黄小英，国家二级演员黄娟

娟、黄舒、洪奋强等。在演出现

场，观众还能欣赏到不少青年演

员、演奏员的风采。

最近，演员们总要顶着正午

的太阳出发，在骄阳下搭台，于夜

幕降临时开唱；待到演出结束回

到家，已是凌晨。不过，每年的下

乡已是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的

“传统项目”，演员们早已习惯这

种节奏，并以此为乐。他们期待

通过下乡演出让更多人认识歌仔

戏，领略闽南传统文化的魅力。

晨报讯（记者 陈丽）“我们老

夫妻搬到翔安九溪小区后，住了

十几天，都在食堂吃，女儿看到了

就讲：‘老爸老妈，你们就不要自

己做饭，到食堂就餐得了。’……

这里真是养老的好地方！”近日，

一对来厦安享晚年的70余岁老

人联系晨报记者，讲述了他们在

新店街道（东兴）养老服务照料中

心社区食堂用餐的经历，言语间

洋溢着对食堂的感激与赞美。昨

日中午，带着这份温情，记者走进

了这家被众多老人誉为“第二个

家”的社区食堂，感受他们口中

“家门口的幸福‘食’光。”

昨日11时许，记者来到新店

街道（东兴）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社

区食堂，整洁明亮的食堂里座无

虚席。清蒸黄花鱼、粉蒸酥鸭、金

线莲排骨汤……走进选菜区，近

30 种菜肴都散发着诱人的香

气。该食堂提供午餐和晚餐，居

民可在现场用餐，也可将餐品打

包带走。菜品价格从2元-6元不

等，肉类炖罐为8元，还免费提供

紫菜蛋汤、绿豆汤和银耳羹。

“天气太热了，自己煮饭常常

一身汗，在食堂吃午饭简单又方

便，还能回家午休，可谓一举多

得！”对食堂赞不绝口的有宝妈、

白领，以及保安、外卖员等新就业

群体，他们纷纷表示，这里菜品丰

富多样，好吃又实惠。

“每天固定来就餐的将近

200人次。我们坚持采买新鲜菜

品并现炒，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

健康。”食堂负责人方春苗笑着介

绍道，“我们成立了一个微信群公

示每日菜品，群里目前有300多

人。食堂还推出‘聚餐服务’，居

民提前在群里报备点餐，便可邀

好友、家人直接到食堂聚餐。”

母亲节赠送鲜花、儿童节赠

送纸杯蛋糕、邀专家开展义诊

……食堂不仅坚持提供美食，还

不时向居民“送礼”，广受好评。

对此，方春苗说：“希望居民继续

在这里感受家的感觉！”

此外，翔安区新店街道（东

兴）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还设有棋

牌室、阅览室、多功能文娱室等，

居民在食堂享受完美食，还可到

这些场所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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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感受家门口的幸福“食”光
翔安新店街道（东兴）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社区食堂广受居民好评

食堂里有丰富的菜肴供居民选择。记者陈丽摄

市老科协农专委专家在田间地头为农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