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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日报讯汕头日报讯】】 近日，由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办的 2022
年度“广东摄影目的地”评选活动正式启动，考察组先后实地
走访省内多个在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等具有特色摄影资源的
自然景区、镇域等单位，经申报和评选，最终选出了 16个区
域为 2022年度“广东摄影目的地”，其中，我市澄海区隆都
镇、南澳县成功入选。

澄海区隆都镇是旅游名镇，其中，前美村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全国古村落，拥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内有着“岭
南第一侨宅”美称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慈黉故居。全
镇现存侨宅众多，保存较为完整的还有后溪金财合、后沟万
兴昌侨批局（精祖家塾）、鹊巷潮源内、樟籍国祖家塾、上北宅
头励青家塾等，这些侨宅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工艺精湛。此
外还有文园小筑、永宁寨、上北村侯邦七落宅邸、龙美状元先
生第、前沟仙地头被誉为“潮汕侨批业历史见证者”的明德家
塾等一批富有潮侨特色的古建筑群互为辉映，尽显古镇千年

文明。隆都镇丰富的潮侨红资源历来成为潮汕本土叙事摄
影的重要元素，前美文园是汕头市摄影家协会创作基地，后
沟村为区级摄影创作基地，吸引国内外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
采风创作。

南澳是广东唯一的海岛县，也是全国 13个海岛县（区）
中唯一的全岛域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处于闽、粤、台三地交
界海面，素有“粤东屏障 闽粤咽喉”之称，历来是东南沿海通
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也是对台和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全县设后宅、云澳、深澳三个
镇和青澳旅游度假区、海岛国家森林公园两个管委。南澳县
海岛资源丰富，其中旅游资源具有海、史、山、庙立体交叉特
色，宋井、总兵府、金银岛、青澳湾、国家级海洋公园、海岛国
家森林公园等众多景区景点一直备受青睐。拥有广东南澎
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际候鸟天堂”——广东南澳候鸟
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中国最美丽海岸线”“广东省旅游强

县”“广东省滨海旅游示范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广东省
滨海旅游产业园区”“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广东十大美
丽海岛”等称号，南澳环岛公路（S336线）入选2021年度广东
省“十大最美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深澳镇获评“广东省乡村
民宿示范镇”；连续六年入选“广东省旅游综合竞争力十强县
（市）”。近海海域水质好，有鱼、虾、蟹、贝、藻、浮游生物等水
生生物资源共1361种。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促进人居环境的保护与优化，增
强广东文化软实力，展现广东历史文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风貌，以摄影助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助力广
东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此次命名“广东摄影目的地”的
16个区域在自然风光、红色印记、历史文化、人文风情、民俗
风物等方面具有较好开展创作的摄影资源，摄影与旅游融合
发展条件成熟，摄影创作特色鲜明，摄影氛围浓厚。

（（李德鹏李德鹏））

【【汕头日报讯汕头日报讯】】 11月29日，中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重要的茶叶消费市场，汕头市
积极探索产业化发展道路，让茶文化为产业赋能。记者从
市茶叶行业协会获悉，目前，汕头市有茶企、茶店近万家，
单乌龙茶年销售额可达数十亿元。此次工夫茶艺助力“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为工夫茶艺在
商业化、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带来新机遇，也为进一步传承茶
艺文化开启新篇章。

据了解，本次入选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共涉及44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绿茶、红茶、乌
龙茶、白茶、黑茶、黄茶、再加工茶等传统制茶技艺和径山茶
宴、赶茶场等相关习俗。广东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潮州工夫茶艺”是本次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相关项目中重要组成部分。潮州工夫茶艺是流传于
潮汕地区的一种茶叶冲泡技艺，工夫茶的冲泡用茶以乌龙茶
类为主，其中以潮州单丛最受青睐，主要程式有茶具展示、泥
炉生火、榄炭煮水、开水热罐、壶纳乌龙、甘泉洗茶、壶盖刮
沫、淋盖追热、烫杯滚杯、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敬请品味、和
气细啜、三嗅杯底与瑞气圆融等多个环节。有史料记载，工
夫茶艺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到清代中期已蔚然成风。工夫茶
艺具有历史、文化、艺术、道德礼仪和保健等价值，更承载着
浓浓的家国情怀和乡土风情。2008年，潮州工夫茶艺被列入
国家级非遗名录。2009年，汕头工夫茶艺和揭阳工夫茶艺合

并为茶艺项目，入选省级非遗名录。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令深爱工夫茶的
潮汕人十分高兴，也让从事茶叶销售的经营者看到了更广阔
的市场空间。市茶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汕头中茶贸易有
限公司总经理蔡孝忠表示，汕头人喝茶的习惯和习俗源远流
长，造就了本地庞大的茶叶市场规模。此次成功申遗，将进
一步拓展茶叶市场空间，同时，工夫茶艺还将助力汕头茶文
化产业融合发展。近年来，汕头的茶艺师们已编创了不少精
彩的工夫茶艺表演节目，为发展茶叶经济和旅游经济提供新
的展现方式。相信“中国茶”申遗成功，会进一步提升年轻人
对茶的关注度，提高对茶文化的了解。

汕头市多所中小学校和职业院校也开设工夫茶艺专业
课程、兴趣班等，把非遗传承融入课堂教育，将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种子播撒在青少年心中。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就设
置了茶艺与茶叶营销专业，学生们学习茶叶生产加工、茶道
表演、市场开发营销等专业知识。这一植根于潮汕文化土壤
的专业，已成为省级特色专业。据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茶艺
与茶叶营销专业教师王维生介绍，学校开展了潮汕工夫茶艺
的4段16式的一个校级课题的研究，并且将研究成果运用到
教学里面。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活动 ，加上一些对外交流和
社会公益展示，可以将工夫茶艺传承得更好。茶艺与茶叶营
销的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从事茶企营销经理、培训老师、茶店
店长、茶厂技术总监、茶艺师、茶叶营销等工作，也可自主创

业，就业形势较好。
近年来，汕头市持续积极开展工夫茶文化的传承和保

护，以比赛、研学等形式将工夫茶文化推向学校、推向社区。
据市文化馆副馆长陈少冰介绍，市文化馆通过打造工夫茶文
化传承基地，组建工夫茶艺团队，积极开展活动和制作在线
课程，促进工夫茶艺规范、系统传承发展。2022年市文化馆
拍摄了20集汕头工夫茶艺“慕课”，通过线上展播将汕头工夫
茶艺展现给全国人民。市文化馆还积极组织工夫茶艺相关
项目申遗工作，作为非遗项目的保护单位，目前已有汕头工
夫茶艺、乌龙茶精制技艺、汕头小品茶壶制作技艺、茗苑峰大
红袍精制技艺、和德元大红袍精制技艺等5项与传统制茶技
艺相关的省级、市级非遗项目。

汕头是著名侨乡，独特的潮汕工夫茶文化，随着潮汕人
的足迹漂洋过海，传播到世界各地，工夫茶已不仅仅是传
统的饮茶习惯，更成为连接海内外潮汕籍乡亲的亲情纽
带。汕头工夫茶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郑惠丰告诉记者，潮汕
人热情好客，不管是否相熟都大方招呼来人坐下喝茶，几
杯工夫茶入口，主客之间的距离便拉近了许多。做生意的
人，顾客上门的时候就邀请他们品茶，边喝茶、边泡茶、边聊
天，聊熟了，生意也就做下来了。工夫茶艺是汕头的一张名
片，相信把汕头工夫茶艺及其相关的项目挖
掘出来、展示出来，能帮助我们打好“侨牌”，
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林蓁林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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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日报讯汕头日报讯】】近日，牛田洋快速通道控制性工程牛
田洋特大桥主桥钢桁梁桥面开始首次浇筑，标志着主桥
正式拉开桥面系施工序幕。

牛田洋特大桥主桥线路总长约955米，主梁为带副桁
的板桁结合钢桁梁结构，双层桥面布置。上层为八车道
公路，桥面全宽38.2米，除边跨6个节段为钢桁梁混凝土
结合桥面，其他均为正交异形钢板的板桁组合结构整体
桥面。据介绍，正交异性钢桥面铺装采用4厘米厚的改性
沥青砼加5厘米厚的超高韧性砼，公路结合段桥面铺装采
用 4.5厘米厚的改性沥青砼加 3.5厘米浇注式沥青混凝

土。主桥桥面铺装需完成剪力钉焊接、钢筋网铺设、超高
韧性混凝土浇筑及养护、抛丸糙化、面层沥青砼、试验检
测等所有施工工序后方可完成施工。

为保证主桥桥面铺装顺利完成，中铁大桥局汕头牛田洋
快速通道项目部多次进行施工方案的论证与优化，对施工作
业人员进行详细技术交底，同时在设备配置、作业人员、现场准
备等方面均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施工，在极大提高了桥面施
工效率的同时，有效保证了施工质量。后续项目部将继续发
扬“大干50天”劳动竞赛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力
推进项目各节点目标完成。 （（蔡晓丹蔡晓丹摄影报道） 牛田洋特大桥主桥钢桁梁桥面开始首次浇筑牛田洋特大桥主桥钢桁梁桥面开始首次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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