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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是兴宁市合水镇的主导产业之一。
近年来，合水镇引进龙头企业，在提质量、

育品牌上下功夫，着力打
响“合水茶”品牌，做大
做优茶叶特色产业，加快
打造茶叶特色小镇，以小
茶叶撬动乡村大振兴。

罗英村是合水镇典型
的“茶叶村”之一，全村
一半以上村民都从事采
茶、制茶。每到春茶采摘
时，家家户户门口都铺满
茶青，炒茶机轰鸣声此起
彼伏。

春茶采摘往往受时间
限制，一般三四月份为最佳采摘期。然而在
罗英村，受劳动力和茶叶加工能力不足等因

素影响，茶叶无法全部加工，只能采取卖茶
青的方式，以每斤13元到15元不等的价格卖到
外地。

和罗英村一样，邻近的明星、石陂等村
的茶叶种植，也都是以家庭单位为主的“散
小弱”产业格局。铁山茶田常年杂草丛生，
处于失管、丢荒状态。

2019年，致力为家乡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
刘科文，从深圳回乡创办了力量农业，仅仅
用了两年的时间，刘科文就让铁山茶田重新
“活”了起来，培育出了乌龙茶类“梅州茶
王”。

据了解，合水镇茶叶种植面积有10800
亩，全镇有大小茶叶加工厂350多个、茶农
1800多户。如何做足合水镇万亩茶田文章，合

水镇党委、政府表示，将进一步整合资源，
发挥力量农业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加强
规范引导，打响“合水茶”品牌，依托小茶
叶撬动乡村大振兴。（荣兴）

驱车前往五华县梅林镇优河村，两棵枝繁
叶茂的木棉树下，是古朴的古大存故居，人们
像“赴圩”一样来这里学习红色历史；五华县
城惠堂体育场内的梅州五华“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体验馆，借助科技手段，让人
仿佛穿越年代，走进“时光隧道”……如今，
五华越来越多的红色景点通过精心修缮或打
造，成为人们聆听红色故事、致敬英雄先辈的
“打卡地”。

五华是广东省重点革命老区和原中央苏
区。据统计，自大革命时期以来，全县共有
1594位烈士为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
出宝贵的生命，为梅州各县（市、区）之最；
全县革命遗址总数达173处，其中重要革命遗
址78处。

修缮名人故居 重焕生机活力
古大存故居原名“金山翠秀”，建于清朝

嘉庆年间，原为三栋二横上五下五结构，木桁
桷悬山瓦顶建筑。“古大存故居没有翘角重
檐，与周围的新建楼房相比，显得朴素无
华。”村民古必崇说，正是这座普通的屋宇，

走出了五华农民运动的先驱古大存。后来，故
居被敌人火烧三次，也因地势低洼常遇洪水侵
袭，历经沧桑，仅剩222平方米的故居经不起
几番风雨，启动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近年来，五华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
入推进名人故居保护修缮工作，高度重视革命
遗址保护开发利用，按照“抢救一批、保护一
批、提升一批”的总体思路，统筹各方力量参
与，累计投入近5亿元用于革命遗址修缮保护
开发。在此过程中，古大存故居得到了保护性
修缮，并活化利用。截至目前，五华修缮
（建）竣工开放的革命遗址项目已有15处。

走进修缮后的古大存故居，只见大厅内古
大存的汉白玉雕像威严肃穆，桁栋及二楼棚面
木材已经更换，外围天井修缮了走廊，基本保
留了客家民居的风格。故居虽焕然一新，窗
棂、门楣、白墙灰瓦，依然氤氲着浓郁的历史
气息。

如今，古大存故居被列为梅州市文物保护
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以及梅州首批市级党员教育基地。越来越多的
人慕名前来，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重温峥嵘
的革命岁月。

打造红色展馆 获取别样体验
眼下正值暑期，梅州五华“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体验馆游人络绎不绝，不少
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感受
科技的魅力。

记者走进体验馆，只见该馆共设有3个展
厅，共分为五大华章（寓意“五华”），充分
展现近一个世纪以来，英雄的五华苏区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辉煌的光荣历史。

记者了解到，该馆是五华县委、县政府重
点打造的全面展示原中央苏区五华县光荣革命
斗争历程的一张名片和弘扬苏区精神的一座红

色文化地标。该场馆占地面积1085平方米，采
用“历史事件+英烈影响+情感升华”的三位
一体展示法，通过场景、光影、声像、雕塑、
媒体、图板、文字、绘画等传统与现代科技相
结合的表现手法，全方位展现五华苏区人民光
荣的革命斗争历程，是梅州第一个通过现代科
技方式来展示红色革命文化的科技馆。

“该馆于2019年1月1日建成免费开放，至

今已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场馆工作人员
廖惠娇告诉记者，得益于科技元素的大量应
用，让更多游客获得了区别于以往的参观游览
体验，更生动、更吸引人。该馆也于2019年6
月被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市级中共
党史教育基地。　（记者�赖�锋）

梅州鄉情 25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農曆七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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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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湖片区荔浦安置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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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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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梅县区新增的绿色停车位。（王丽莉�摄）

                     

广东唯一！梅州入选 2023年“东亚文化之都”候选城市

 

记者从梅州市文广旅游局获悉，文化和
旅游部2023年至2025年“东亚文化之都”评
选初审结果近日出炉。其中，全国共有13个
城市入选2023年“东亚文化之都”候选城
市，梅州市是广东省此次唯一入选的候选城
市。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年内将组织专家
到2023年“东亚文化之都”候选城市进行暗
访，并拟于今年12月在北京举行终审。作为
文化和旅游部的重点工作之一，“东亚文化
之都”评选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上提出的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倡
议的重要举措，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
言的重要成果。旨在通过“东亚文化之都”
评选活动向世界展现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崭
新面貌，对推动国内城市文化建设、亚洲区
域文化交流合作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
都具有积极意义。（记者赖运香）

  马正勇到五华、蕉岭调研：

坚持产业兴市不动摇 以点带面推动乡村振兴
8月9日，梅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马正

勇来到五华县、蕉岭县，就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抓好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
村振兴等工作进行调研。

马正勇先后来到五华红木产业园、五华
茶博汇、广东辉骏科技集团、蕉岭县广福镇
广育村和塔牌集团，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
艺、产品销售、品牌建设等情况，听取农业
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汇报。

马正勇强调，各地要坚持产业兴市不动
摇，找准定位、瞄准目标，在守牢安全、绿
色、效益底线的同时，认真做好招商引资和
招商选资文章，抓好产业链、供应链强化提
升，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和高
端产业不断积聚，加快构建“5311”绿色产
业体系。各级各部门要树立用户思维，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健全政企沟通联系机制，全
力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马正勇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各地要因地制宜、想方设法加快农业现
代化步伐，探索引进知名农业龙头企业，推
动优势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打响梅字号农业
品牌，让更多梅州绿色生态农产品变成抢手
货、卖出好价钱；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大
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
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要持续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集中力量打造乡村建设示范样板，
以点带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马正勇强调，企业要加强创新，注重品
牌建设，切实履行好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落实好“人盯人”措施，定期
组织员工安全生产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企
业依法合规安全生产经营。

调研期间，马正勇还来到蕉岭县广福镇
闽粤交界处，了解省际相邻县经济社会发展
对比情况，并到五华县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
蕉岭丘成桐国际会议中心，了解当地公共配
套服务建设和城市提质扩容工作开展情况。

五华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打造特色人气景点

马正勇在五华红木产业园调研并听取五华红
木家居产业发展情况汇报

干部群众前往古大存故居参观学习。（张炳锋　摄）

梅县区首家“南粤家政”

　 日 前 ， 梅 县 区 程 江 镇 府 前 社 区
“南粤家政”基层服务示范站在怡景豪
园小区揭牌启用。据悉，这是梅县区首
家“南粤家政”基层服务示范站。

记者在该示范站看到，站内设有培
训室、实操室、多媒体功能室等区域，
不少居民正在咨询相关家政服务。据介
绍，府前社区“南粤家政”基层服务示
范站将建设集“服务培训+就业+调解”
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基层服务示范站，
为居民提供全面优质的专业家政、技能
培训、就业推荐、调解维权等服务，打
造“15分钟家政服务圈”，让群众在家
门 口 享 受 优 质 家 政 服 务 。 据 了 解 ， 目
前，该示范站提供母婴护理、婴幼儿照
护、医疗照护、家居保洁、家电维护、
家教等专业型服务，努力满足群众的家
政服务需求。（记者吴丽伶）

基层服务示范站启用

育好山歌苗 传好客家乐  第十二届山歌幼苗班（暑期）结业

日前，梅州市文化馆第十二届客家山歌
幼苗培训班（暑期）迎来了结业时刻，78名

学员以结业汇报演出的形式，向家长和老师
展示一个月来的学习成果。

在市文化馆结业汇报演出现场，学员们
先后接受了客家山歌唱腔，压腿、站姿等基
本功，以及戏曲身韵训练、身段基本功组合
等舞蹈身韵方面的考核。接着，表演了山歌
联唱《各县山歌各样腔》、山歌对唱《唔怕
山高水又深》、客家童谣《月光光》等节目
（如上图，林德培摄）。结业汇报演出后，
幼苗班的老师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

据了解，本届客家山歌幼苗培训班共有
600多名适龄学生报名。经过面试，最终有78
人脱颖而出进入培训班，是历届山歌幼苗班
人数最多的一届。

山歌幼苗班由国家级非遗项目梅州客家
山歌代表性传承人赵文有、廖建隆等担任授
课老师。经过一个月的培训，涌现出一些表
现突出的苗子，授课老师将把他们吸纳入第
十二届客家山歌幼苗培训班（一年制），让
他们继续接受免费的专业培训。（记者林德培）

着力打响“合水茶”品牌  让小茶叶“撬动”乡村大振兴

（梅州侨联供稿）

合水镇茶农正在茶园劳作。

（记者罗诚浩�通讯员梅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