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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新闻网讯（记者 杨燕 通讯
员 吴锦平 文/图）3日，记者从
梅 花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获
悉，近期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开
展林木种质资源普查过程中，
发现一株貌似南方红豆杉的植
物 ， 经 专 业 人 士 仔 细 辨 别 核
对，确认该物种为国家Ⅱ级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 — 白 豆 杉
(Pseudotaxus chienii)。该株白豆

杉生长在核心区海拔约1350米的
溪 边峭壁上，胸径约8厘米，树高约4

米，四周密布着许多树木，生长环境良好。
白豆杉为红豆杉科、白豆杉属灌木，树

皮灰褐色，一年生小枝圆，褐黄色。叶条形，
排成两列，直或微弯，长1.5-2.6厘米，宽
2.5-4.5毫米，先端凸尖，基部近圆形，有短
柄，两面中脉隆起，上面光绿色，下面有两条
白色气孔带，较绿色边带为宽。成熟时肉质杯
状假种皮白色，基部有宿存的苞片。白豆杉为
优良的庭园树种，主要产于浙江、江西、湖
南、广东、广西的局部狭小区域。

据悉，我省仅武夷山国家公园、龙栖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过相应的记载。为全面了

解白豆杉的数量分布状况，工作人员多次到实
地勘察，目前仅发现这一株，为此，梅花山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已安排专人对该物种进行监测
保护，以免受到人为干扰和破坏。

科普小贴士
白豆杉与南方红豆杉为近缘种，外部形

态较为相似，主要区别：白豆杉叶子较南方红
豆杉小，叶背有两条白色气孔带，一年生小枝
黄褐色，肉质假种皮为白色，而南方红豆杉叶
子较大，叶背的气孔带为淡黄色或黄绿色，一
年生小枝为绿色或淡黄绿色，肉质假种皮为红
色。

闽西新闻网讯（记者 罗玉文 通讯员 陈天
长）20日，在长汀县红糖之乡濯田镇，市供
销社与长汀县政府签订红糖产业帮扶战略合
作协议，并为“中小电商供销快递服务中
心”揭牌。“我们将充分发挥供销系统优
势，从农资、物流、销售等入手，开展全方
位、深层次、多形式的帮扶。”签约仪式
上，市供销社有关负责人对结对帮扶充满信
心。

该镇自明初开始种植甘蔗，并采用古法
制糖，在保留甘蔗汁原有成分的基础上，还

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氨基酸。目前，全镇种植
甘蔗7000余亩，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濯
田镇提出打造万亩甘蔗红糖产业的目标。

市供销社将统筹整合系统内外各类经营
服务资源，为长汀红糖产业提供各项帮扶：
农资帮扶方面，协调供销系统的省农资公司
和闽西农资公司做好测土配方、农资直供服
务，确保以市级批发价供销；物流帮扶方
面，市、县供销社共同出资30万元，在濯田
镇寨头村试点建设产地保鲜库、冷冻库各一
座，就近服务群众产业需求，并在濯田镇试

点成立“中小电商供销快递服务中心”，降
低红糖等农家土特产品的快递成本一半以
上；销售帮扶方面，在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
下，市供销社协调授权长汀使用“供销·红
古田”等品牌，支持各类红糖产品拓宽销售
渠道，并协助提升红糖产品包装设计及开发
水平；合作帮扶方面，帮助组织红糖产业专
业合作社，支持申报省、市、县农民专业合
作社示范社，提升红糖生产专业化水平；金
融帮扶方面，提供供销助农增信贷款支持，
探索普惠金融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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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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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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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老字号”迎来振兴发展的春天

 

 (江门市宣传部供稿)

市供销社与长汀县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全力做大做强红糖产业

提起“老字号”,许多人都会唤起内心深
处的记忆，淡淡的乡愁、难忘的滋味、独特的
感受……“老字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
表，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而作为一种商业文
化积淀，“老字号”又具有巨大的品牌价值、
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

作为龙岩的城市名片和城市记忆，“老
字号”是我市极其重要的地域无形资产和极为
可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我市大力挖掘、保护
和推进“老字号”发展，近期又相继制定出台
龙岩“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推动龙岩“老
字号”发展七条措施等，为全市“老字号”振
兴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龙岩“老字号”，正在焕发出蓬勃新生
机。

38个龙岩“老字号”声名远播
“展销效果不错，看到我们的茶叶包装

上印着‘龙岩老字号’，客户都很感兴趣，问
了很多茶叶的加工工艺和历史沿革。”12月14
日上午，在漳平市南洋镇的邓大沿茶叶有限公
司内，邓长捷正忙着组织员工包装发货。他告
诉记者，自己刚参加完第九届中国西部国际茶
产业博览会回来，接了不少订单。

“邓大沿”是漳平水仙茶界响当当的一
个“老字号”，如今由第三代传人邓长捷在执
掌经营。其创始人邓大沿出生于1919年，毕生

致力于漳平水仙茶生产工艺的创新和品质的提
升，成为一代制茶宗师。上世纪四十年代，
“邓大沿”漳平水仙茶名震京津，远销东南
亚。

如今，邓大沿直系后人谨遵“制一方好
茶，传一方技艺”的祖训，潜心传习邓氏制茶
技艺，打造集加工、销售、茶文化推广传播于
一体的现代茶企，致力推动水仙茶产业融合发
展，重塑漳平水仙的一方沁人兰馨。2018年，
“邓大沿”漳平水仙茶入选首批龙岩“老字
号”。

“老字号品牌的无形价值非常大。”邓
长捷介绍，过去茶企发展靠的是品质和口碑，
自从有了龙岩“老字号”的加持后，“邓大
沿”水仙茶的美誉度、知名度大大提升，2019
年公司销售额实现翻番，现在干茶年销量达到
了1万公斤。

“邓大沿”漳平水仙茶，是我市老字号
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

龙岩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悠久的商
业历史长河中，传承了一大批“老字号”企
业,以“闽西八大干”为代表的传统产品和独
特技艺，深深铭刻在闽西发展历程和广大民众
心中。它们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创业者的心血和
智慧，成为我市“工匠精神”的代表。

为 充 分 挖 掘 、 保 护 和 传 承 这 些 经 典 产

品，弘扬龙岩传统文化，打造商贸品牌，我市
于2018年开始，连续三年组织开展了龙岩“老
字号”评选认定工作。目前累计评选出三批共
38个龙岩老字号，喜鹊、佳丽斯、朝天门、
“三裕”上杭乌梅、“美玉堂”连史纸等“老
字号”纷纷入选，其中包括此前已被认定为
“福建老字号”的沉缸酒和采善堂。

对于获得龙岩“老字号”称号的企业，
商务部门给予资金奖励，同时颁发统一制作的
证书、牌匾并向社会公布，允许企业使用统一
设计的龙岩“老字号”LOGO标识。

许多沉寂于街市的“老字号”，因政府
的认定和企业的宣传而声名远播，迅速进入大
众的视野。

“这两年店里的客流量噌噌往上涨，很
多人是冲着我们的‘老字号’来的。”新罗曹
溪泉兵三代清汤粉店的负责人林启煌现在忙碌
了许多。他坦言，龙岩清汤粉店非常多，但哪
家牌子老、信誉好，客人无从知晓，自从2019
年自家店被政府认定为龙岩“老字号”后，许
多客人慕名而来，目前已在城里多开了两家分
店，生意都不错。

“获得这个称号，既是荣誉也是鞭策，
现在会更加注意在品质、服务等各方面进行严
格把控，努力把曾祖父于83年前创建的这个品
牌保护好，并传承光大下去。”林启煌打心里
点赞政府对老字号发展的重视，“现在龙岩成
立了‘老字号’协会，大家经常互相交流学
习，对于‘老字号’的保护发展很有帮助。”

传承创新不停步。据悉，目前我市择优
推荐了20个龙岩“老字号”向上申报“福建老
字号”，另有部分符合条件的“老字号”企业
正在积极准备申报“中华老字号”。

七条新政助力“老字号”传承发展
“‘三堡’高粱酒是去年被认定为龙岩

老字号的，听说政府有奖励2万元，现在我们
正在申领这笔奖金呢！”永定三堡酿酒有限公
司负责人阙添玉告诉记者，“三堡”高粱酒拥
有百年传统酿造工艺，现在瓶盖都印上了龙岩
“老字号”的LOGO标识，知名度和信誉度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

漳平邓大沿茶叶有限公司的邓长捷同样
高兴地告诉记者，了解到政府刚出了一份文
件，鼓励龙岩“老字号”企业参加各类展销活

动和“走出去”发展并给予资金补助，“我们
企业经常参加各种茶博会，目前在全国各地的
专营店有18家，这些政策对我们的发展帮助很
大，太好了！”

两公司提到的惠企新政，即是不久前市
商务局、财政局联合制定出台的推动龙岩“老
字号”发展七条政策措施：给予“老字号”认
定奖励、鼓励“老字号”传承发展、支持“老
字号”展销活动、促进“老字号”集聚经营、
扶持“老字号”人才培训、鼓励老字号“走出
去”、鼓励“老字号”招商活动。

“每一条政策，都有财政资金支持。”
市商务局服务业与电商科科长池俊荣解释，比
如对新认定的“中华老字号”“福建老字号”
“龙岩老字号”，分别给予老字号企业20万
元、5万元、2万元的奖励；鼓励“老字号”企
业与院校、行业协会等合作开展技艺传承人才
培训，按培训费支出的30%给予承办单位补
助。

池俊荣介绍，“支持‘老字号’展销活
动”这条政策是我市的创新之举：企业参加市
内外各类展销活动除了给予展位补助外，还额
外给予参展综合费用补助，以减少企业的差
旅、物流等成本支出, 如对参加市内、市外省
内、省外国内展销活动的“老字号”企业，每
次分别给予1500元、2000元、3500元综合费用
补助。“目前企业参加其他各类展会是没有综
合费用补助的。”

为 了 进 一 步 培 育 和 保 护 老 岩 “ 老 字
号”，加强行业规范管理，今年10月我市还制
定了《龙岩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全面规范
认定条件、认定程序、标识使用和动态管理
等，促进龙岩“老字号”健康发展。

今后，龙岩“老字号”及其所属企业和
企业品牌、注册商标都将列入龙岩“老字号”
名录，并接受商务部门监督管理。目前，市商
务局正着手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开展违规使用龙
岩“老字号”标识行为整治行动。

“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动，旨在保护
支持龙岩‘老字号’发展，同时防范‘老字
号’企业出现违规失信行为，更好地弘扬诚信
理念和工匠精神，提升龙岩‘地产品’的综合
竞争力。”市商务局副局长陈长帮说。

（记者 林阿玲）

“检侨联络站”“检察长访‘三长’”……

检察“侨”牌打出依法护侨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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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原创侨批诵读剧《侨批·中国》成功首演。

新会区检察院在全省率先建立“检侨联络站”，做好为侨服务。

福建天甫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36万吨半导体级电子材料

生产项目主体厂房建设完成

龙岩山歌戏《红嫲》在福州 

17日，在上杭县蛟洋工业区，正在建设
的福建天甫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6万吨半
导体级电子材料生产项目主体厂房建设已完
成。该项目属2019-2021年省重点项目，达产
后，一些产品将填补国内空白。预计年新增
产值40亿元，税利8亿元。 记者 曾志明 通讯
员 涂化章 张富财 摄

“ 山 歌 燃 成 照 天 烛 ， 照 出 天 地 大 光 荣
……”21日晚，参加第八届福建艺术节暨第
28届省戏剧会演的龙岩山歌戏《红嫲》在福
州工人文化宫上演首秀。该剧讲述闽西儿女
不屈不挠感人肺腑的斗争故事，是我市用活
红色资源，着力打造全国教育基地，将红色
基因注入艺术创作，打造出思想深度与艺术
高度兼备的文艺精品，让龙岩山歌戏这一极
具地方特色的剧种重新焕发强大的生命力，
展示了龙岩山歌戏独特的艺术魅力。 记者 蓝
明丰 摄

工人文化宫上演首秀

白豆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