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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千米高山，逾百年老树，纯手工
制茶，这就是我们参加‘梅州茶王’评鉴活
动的底气。”广东龙岗马山茶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马山茶业”）总经理饶国清
说。目前，2021年“梅州茶王”评鉴暨嘉应
茶品牌推介活动正紧张有序推进中。其中，
丰顺县共有龙岗马山、广东天亿、凤畲茶
业、盆前农林、嘉洪农林、龙腾茶厂等6家企
业参与角逐。

近 年 来 ， 有 “ 梅 州 南 大 门 ， 潮 汕 后 花
园”之称的丰顺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将发展高山茶产业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
抓手，以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契机，
推动高山茶产业标准化种植、加工设备更新
和品牌建设，做大做强高山茶主导产业。

依托先天优势 发展高山茶产业
盛夏时节的早晨，丰顺县龙岗镇马图村

的山上云雾缭绕，清风送凉，茶园中的茶树
吸足了甘露，茶香四溢。“我们以生态茶园
标准进行管理，引山泉水用于自动化灌溉，
采取人工除草，禁止使用除草剂，施用有机
肥，打造绿色、生态、有机、健康的马山
茶。”饶国清介绍道。马图绿茶是梅州九大
历史名茶之一，已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并于2020年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收录。

在距离马图村七八十公里外的潭江镇官
溪下村盆前自然村，村民世代以种茶为生。
“你看这些茶树，比人还高出一大截，树干
上长满了厚厚的苔藓，结着许多茶果子，这
都是老茶树才有的特征。”丰顺县盆前农林

合作社总经理邱庆强说。据介绍，官溪村茶
叶种植面积2万多亩，在海拔800米左右的高
山种植，其茶叶种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南宋
时期。“我们生产的古树单枞茶叶色浓绿，
芽叶肥壮，泡出来的茶汤色金黄，香气浓
郁，回甘绵长，且持久耐泡，今年4月已被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收录。”

丰顺县域内500米至1000米高山有547座，
1000米以上高山有57座，土壤大部分属于赤
红壤，全年无霜期322天，具有发展高山茶产
业的优越条件。据了解，截至2021年5月，丰
顺县茶园面积达12万亩。其中，万亩以上的
村有两个，分别是龙岗镇马图村1.5万多亩，
潭江镇凤坪畲族村1.03万亩。全县干毛茶产量
6401.6吨，产值逾14亿元，带动农户1.2万多
户。其中，绿茶产值102705万元，乌龙茶产
值36987.84万元，红茶产值2115.5万元。

发挥龙头作用 建设茶叶产业园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2014年，

我们成立了芹菜湖合作社，2016年又成立了
丰顺县凤畲茶业发展有限公司，改变凤坪村
以往家庭小作坊式的茶叶生产模式，提升茶
叶的品质，树立自己的品牌。”丰顺县凤畲
茶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奕亩告诉记者。
据了解，该公司位于潭江镇凤坪畲族村，是
丰顺县茶叶产业园项目的参与实施主体之
一，其生产的茶产品连续三年荣获“广东十
大好春茶”乌龙茶类奖项。

“我们通过参与实施产业园建设项目，
带动公司扩大了产业规模，改进产品加工工
艺，品质进一步提升，加快打造高标准茶

园，同时在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茶企和当地
茶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把茶业市场
做大做强。”饶国清说。据介绍，马山茶业
是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也是丰顺县茶叶产
业园的参与实施主体之一。

“丰顺县参加今年‘梅州茶王’评鉴活
动的6家企业，都是产业园项目的实施主体或
参与实施单位。”记者从丰顺县农业农村局
了解到，丰顺县自2017年开始积极谋划高山
茶产业的建设发展。丰顺县茶叶产业园于
2018年成功获批广东省第一批现代农业产业
园项目，努力构建梅州丰顺高山茶“生产+加
工+科技+营销（品牌）”的全产业链。

据悉，产业园项目选址位于丰顺县西北
部的丰良镇、龙岗镇、潭江镇、八乡山镇、
北斗镇等5个茶叶种植集聚镇，面积为8.3万
亩。该产业园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态茶园体
系建设、茶叶加工与质量体系建设、茶叶科
技体系建设、茶叶品牌体系建设、茶企发展
融资贷款贴息等五大类。项目由广东省农业
科学研究院茶叶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总投
资2亿元。其中，产业园专项资金（省财政补
贴）50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1000万元，企业
自筹资金1.4亿元，入园企业达29家。

（李艳良）

7月24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春风
万里绿食有你”2021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梅州
站）活动在梅城启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总工程师张志华、高级农艺师宫凤影，省农业
农村厅一级巡视员牛宝俊、二级巡视员王绍瑾
等参加活动。

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是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组织推动的全国性大型公益系列宣传活
动，既是一个宣传展示绿色食品发展成果、分
享绿色食品发展经验的平台，也是一次向全社
会深度宣传绿色食品“绿色生产、绿色消费、
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至今已连续四年
组织开展。此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包括现场直播、主播访谈、科普宣传、产

品展示品鉴等活动。我市共组织17家绿色食品
认证企业现场展示宣传，并通过现场茶艺品鉴
宣传推介嘉应茶。启动仪式上还宣读广东省农
产品“不安全不上市”倡议书，并为我市2021
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企业代表颁发证书。

张志华指出，梅州是广东省绿色食品发展
的先进地市，近年来开发了一批高品质的绿色
食品产品，培育了一批实力强的绿色企业，打
造了一批乡土知名品牌，带动了一批农户增收
致富，保护了一方水土洁净美丽。此次活动的
成功举办，必将进一步扩大绿色食品品牌在梅
州、在广东乃至在全国的影响，推动广东绿色
食品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社会各界要携起手
来，倡导绿色生产，培育绿色文化，扩大绿色
消费，打造更多绿色食品精品品牌，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乡村振兴和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牛宝俊强调，全省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要持续加大农产品品牌宣传力度，推动绿色食
品进超市、进社区、进学校。要积极引导、鼓
励、支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建立专业经销队
伍，拓展产品营销渠道，让广大消费者都能听
得见、看得见、买得到、品得到绿色食品。要
促进品牌融合发展，积极引导“地标+绿色+
有机”，形成品牌叠加效应。要加强舆论宣传

引导，传播绿色理念，引导绿色消费，营造全
社会关注绿色生产、推动绿色消费的良好氛
围。

广大绿色食品生产者要努力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让绿色食品
优质优价，成为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
农的排头兵，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更加安全、优质的绿色农产品。

（李艳良）

梅州鄉情22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星期五（農曆六月二十一）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五彩稻田”初具雏形即日起至7月上旬可前往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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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梅州站）活动启动

 

    泉州24个村（社区）获评高级版“绿盈乡村”

是非成败转
头空，青山
依旧在，惯

                    平远36个项目集中签约开工竣工 总投资额超105亿元 

（梅州侨联供稿）

梅县区首个乡镇消防所成立

敏捷集团助力龙村镇实施“四村联动”美丽乡村项目。图为大梧村新貌。（敏捷集团乡村
振兴办供图）

“ 我 们 每 天 都
约 好 在 长 者 饭 堂 吃
饭 ， 两 块 钱 一 顿 午
饭 ， 三 菜 一 汤 ， 既
便 宜 又 有 营 养 。 ”
说起长者饭堂，65
岁 的 吴 丽 梅 很 是 欢
喜 ， 长 者 饭 堂 已 经
成 了 她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当 前 ， 梅 州 市
民 政 局 深 入 开 展
“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实践活动，加快“长者饭堂”试点示范
建设，动员各县（市、区）充分整合各类为
老服务资源，积极探索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等的功能衔接。目
前，全市共建有14间长者饭堂。

长者饭堂：老人“叫座也叫好”
每天一到午餐时间，吴丽梅就开始一路

下楼敲门喊她的“饭友”一起到长者饭堂吃
饭。在距离吴丽梅家不到1公里的梅县区新
城办富贵社区设有长者饭堂，自2020年11月
份开始运营，每周一到周五向辖区内60周岁
以上的长者供应午餐。“每天的菜式都不一
样，你看菜单有红烧腐竹、香菇冬瓜等，例
汤还有生地土茯汤、五指毛桃汤等，都很适
合我们老人家。”吴丽梅分享道。

中午11时许，富贵社区长者饭堂就陆续
迎来了前来就餐的老年“饭友”，不到一会
儿，两排长桌就坐满了。饭堂工作人员陈炽
卉告诉记者，平均每天有二十多位老年人过
来用餐，在用餐高峰期时，有时候位置还会
“爆满”。“这个长者饭堂好啊！感谢党和
政府对我们老人家的关心和关爱！我们现在
一边吃饭，一边‘讲牙舍’可开心了！”80
岁高龄的凌华娣也是长者饭堂的忠实“粉
丝”。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做到每天的出品可
追可查，工作人员把米饭和每一样菜式都用
一个小盒子装起来，贴上标签后放进冰箱留
样48小时，若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可及时检
验。

据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长者饭堂试点以保障孤寡、高龄、
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用餐需求为重点，采
取集中就餐、送餐上门、分类补助等形式，
向60周岁（含）以上的本市试点户籍辖区内
的老年人提供助餐配餐服务，每餐约12元，

由政府部门按各地补助标准提供用餐补助。
串珠成链：实现“家门口养老”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上午9时多，在梅江区西郊街道黄泥
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4楼的党员活动室内，
总能听到悦耳的歌声。

走进一看，原来是社区内的长者们齐聚
一堂，吹拉弹唱。在这楼下，便是西郊街道
长者饭堂。参与合唱的朱玉萍今年68岁了，
她告诉记者，社团活动结束后，他们会一起
乘坐电梯到二楼用餐。“我家就在附近，早
上开始在这里活动后，中午就在这里吃饭，
非常方便！”朱玉萍对长者饭堂的开张赞不
绝口。

“每餐的搭配是两荤一素一汤，保证营
养。”西郊街道长者饭堂工作人员陈志新介
绍道，考虑到社区部分高龄且行动不便的长
者，中心还将通过志愿者将配餐送到长者家
中，让他们在家也能享受到美味健康的饭
菜，不再为吃饭问题担忧。

在解决了老年人吃饭的关键问题后，我
市还积极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不少
养老机构开展多样自选服务，全面提升老年
人的幸福感。位于西郊街道黄泥墩社区的梅
州市鸿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就开展了居家
养老、助餐配餐、日间照料、家政护理等服
务，让老人实现在家门口养老。

无独有偶，位于梅县区程江镇岗子上社
区的宝嘉丽湾小区，也开设有长者饭堂，小
区住宅楼下还开放有公共活动场所。

市民政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
继续打造以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长
者饭堂”试点建设，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
生活，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黄钰然）

（丘琼 汪敬淼 林剑湧 廖静宜 丘林强）

日前，梅县区程江镇消防所举行揭牌仪
式。这是梅县区挂牌成立的首个乡镇消防
所，标志着梅县区乡镇消防监管工作迈上新
台阶。

据了解，程江镇消防所作为负责镇级消
防工作的机构，主要职责是协助镇党委政府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指导村（社区）开展
消防网格化工作和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等。
“程江镇消防所配备了1名所长，2名副所长
和6名专职消防巡查员，日常工作主要是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针对辖区的‘三小场所’、
重点场所和相关场所进行检查监管，排查消
防安全隐患，督促整改存在问题。”程江镇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吴丽伶）

  我市组织绿色食品认证企业现场展示宣传。（钟小丰　摄）                 

丰顺县以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抓手 

  推动高山茶产业提质增效
长者饭堂  情暖长者  

梅州已建成14间  政府提供用餐补助

临近中午，西郊街道黄泥墩社区长者饭堂不少老人前来就餐。（吴腾江 摄）

广东龙岗马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园一景。（吴腾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