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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公布了
2022年度茶业百强县域、百强企业的
调查结果，以及2022年度重点产茶县
域情况调查专项结果。其中，梅州2家
茶企入围2022年度茶业百强企业，分
别是大埔县西岩茶叶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凯达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据了解，本次行业调查工作具有
科学性、完整性、动态性、均衡性的
特点，兼具企业自报和线上数据印证
性等特色，调查、评价、发布工作的
全过程坚持“公正公开、公平公益、
公认公证”原则。此外，本次调查结
果代表了目前中国茶叶行业的总体发
展水平，可作为今后行业推介、信用
等级评定、品牌商标推选等相关工作
的依据。

逢客必住山，逢山必有茶，高山
云雾出好茶，茶香在大埔已萦绕千
年。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在传承
与发展中，多年来大埔的茶叶版图不

断扩大，从零散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种植，逐步实现产业化发展。截至目
前，全县茶叶种植面积达10.8万亩，
总产量0.92万吨，茶叶年产总值已达
10.5亿元。

近年来，大埔县坚持以茶产业为
经济支柱，把生产茶叶与弘扬茶文
化、发展茶旅游高度融合，建设西岩
山休闲度假村、飞天马茶文化主题公
园等一批茶文化旅游特色产业园，创

建大埔县茶叶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
西岩山脉打造了绵延“三镇十村一
场”的茶叶产业园核心区，大埔以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贫困户）”
“合作组织+农户”模式，带动农民
群众致富奔康，将客家山色水光与地
理标志结合创新打造乡村经济增长
点，实现区域特色资源共享、产业共
建、人民共富。

来源：大埔县融媒体中心

日前，梅州市第十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
布。经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
审小组初评和专家评审委员会审
议，兴宁客家锣鼓等6大类30个
项目入选。其中，大埔高陂瓷雕
传统手工艺、大埔西岩乌龙茶制
作技艺、竹畲萝编制工艺3个项
目榜上有名。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
作方针，坚持科学保护理念，制
定规划，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传播工
作，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迈上新台阶，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对2022年第三批拟纳入“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产品信息进
行公示，我市大埔板栗、蕉岭鹰嘴桃
榜上有名。据悉，此前我市已有28个
农产品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

据悉，经县级名特优新农产品产
业主管部门申请，地市级、省级农业
农村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优质化业
务技术工作机构审核，农业农村部农
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组织专家技术审
评，确认天津市东丽区农业农村发展
服务中心等单位申请的“欢坨西红
柿”等433个产品符合《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收集登录规范》要求，拟
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其中，我市共有大埔板栗、蕉岭鹰嘴
桃2个农产品入选。

大埔板栗位于具有“世界长寿
乡”之称的梅州市大埔县。主产地为
大埔县大东镇，生态环境十分优美，
山地丘陵多，森林覆盖率达88.9%，
风景秀丽的梅潭河从镇内流过，山涧
小溪纵横密布，是粤东重要的生态屏
障和水源保护地，水质达标率100%，
环境空气质量常年保持在优良水平；
全域土壤富硒，无工业污染，人均寿
命达84.55岁，最年长老人达115岁。
大埔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其气候
温和，年平均气温25度，年降雨量
1400毫升，光照充足，土壤为红壤，
富硒、偏微酸性。在大埔县独特的生
产环境下生产出来的板栗栗仁饱满、

果肉浅黄、鲜食脆甜、熟食粉糯；可
溶性糖、维生素C和钙含量高，淀粉
和蛋白质含量丰富，风味极佳。大埔
大东镇板栗种植有数百年历史，现尚
存有二百多年的板栗古树群，远近闻
名，被誉为“板栗之乡”。

来源：掌上梅州

宽阔平坦的乡村道路、整洁有序
的村容村貌、绿意盎然的休闲广场
……初冬时节，漫步在大埔县枫朗镇
大埔角村，处处可见的乡村美景让人
赏心悦目。

“没整治前，村民的垃圾时常被
随手扔在路边，恶臭难闻，平时村里
也没有啥休闲的地方。现在环境变美
了，村里的垃圾每天都有人及时清
扫，还新建了文化广场，到时都是干
干净净的，我们特别高兴。”近日，
聊到如今乡村环境的变化，大埔角村
村民詹玉潮对此夸赞不已。

而这一切的变化，得益于枫朗镇
近年来扎实开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 据枫朗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枫朗镇聚焦净化、绿化、美化
村居环境，持续开展“三清三拆三整
治”，通过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长
效管理工作体系，使农村人居环境得
到全面提升。目前全镇配备保洁员70
人、垃圾收集点255个。其中2021年枫
朗镇全年四个季度环境综合整治考核
位居全县前列，年度综合测评第三
名，美丽生态宜居枫朗建设成效显
著。

“人居环境整治事关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改善农民生
产生活条件、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枫朗镇镇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枫朗镇投
入230多万元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因地

制宜建设标准化垃圾收集屋。同时，
投入约100万元建设镇级垃圾转运站，
建成“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
治理体系，优化收运模式，对全镇23
个行政村垃圾收运实现全覆盖，每天
由专业团队定时定点进行集中收集转
运，提升垃圾收运效率和水平，进一
步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此外，为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枫朗镇通过加强对小广场和小公
园的建设和提升改造，新建仙子下村
文化广场和四联村小公园，给周边的
居民提供一个可以活动身体、放松心
情、加深交流的好去处，丰富精神生
活，让美丽乡村更宜居，群众更幸
福。

大埔县于2019年6月被国际
自然医学会认定为全球第八个
“世界长寿乡”。近年来，大
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践 行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的生态发展理念，立足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厚植
长寿生态，挖掘长寿文化，从
多方面入手擦亮寿乡品牌，致
力将我县的生态优势转变为发
展优势。

据大埔县长寿事业发展中
心综合股股长廖广威介绍，今
年以来，中心紧紧围绕服务全
县 发 展 大 局 ， 积 极 按 照 县 委
“1568”思路举措，在长寿文
化 挖 掘 、 长 寿 品 牌 的 宣 传 推
广、长寿产业的融合发展等方
面持续发力，举办了重阳庆寿
系列活动，持续在全县营造浓
厚 的 孝 老 敬 亲 氛 围 ； 拍 摄 了
《寿乡密码》大埔纪录片、第
31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主
题曲《Hakka客家》MV、《长
寿 大 埔 欢 迎 您 》 主 题 宣 传 曲
MV，持续提升大埔世界长寿乡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指导企业
申报“老年游学基地”、参加
首批长寿之乡养生名优产品精
选名录评选，持续为我县长寿

事业发展搭建平台。
在长寿文化馆内，大埔县

长寿事业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
为记者介绍了展馆的布置思路
和特色板块，别出心裁的选材
布 展 、 别 具 特 色 的 互 动 小 游
戏，搭配工作人员认真细致的
讲解，能够让每一位来观展的
游客感受到大埔长寿福地的魅
力。

大埔县长寿事业发展中心
产业发展股股长罗志坚告诉记
者，大埔县长寿文化馆位于大
埔县长寿事业发展中心三楼，
设有长寿人文馆、长寿文化长
廊 、 长 寿 文 化 互 动 厅 三 个 部
分。通过现代布展的方式，以
图文与实物结合，融入客家元
素，结合充满趣味性的互动体
验小程序，让人在娱乐与趣味
当中了解、传播、宣扬大埔的
长寿文化。

据了解，大埔县长寿文化
馆将在近期重新对外开放。同
时，县长寿事业发展中心将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力推动大埔长寿事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以长寿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大埔县长寿事业发展中心
综合股股长廖广威说：此次中
心开展全体干部讲解员培训以
及对外开放长寿文化馆既是对
我 县 长 寿 品 牌 的 一 种 宣 传 推
广，也是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的体现，将学深悟
透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具体
行动和实际成效。下一步，我
们会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引领，持续在“寿”字商标推
广使用、长寿平台搭建等方面
做好长寿事业的融合发展，为
大埔的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来源：大埔县融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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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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dnesday  December  28 , 2022

大埔：擦亮“寿”字品牌 以长寿事业造福人民促进发展大埔：擦亮“寿”字品牌 以长寿事业造福人民促进发展

大埔2家茶企入围全国茶业百强榜单

大埔板栗入选2022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中

  梅州市第十批非遗项目
名录公布大埔3个项目入选

大埔县大东镇的村民正忙着将板栗装箱准

备发运至珠三角。（资料图 连志城 摄）

打造美丽乡村，大埔枫朗镇是认真的！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

大埔板栗入选2022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