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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县位于粤东北地区，地理条件和气
候条件适合油茶生长，是梅州市油茶重点发
展地区。在日前公布的第二批广东省林业特
色产业发展基地名单中，大埔县油茶产业发
展基地榜上有名。在绿水青山中找到金山银
山，油茶成了当地农户致富的“摇钱树”。

在大埔县西河镇横溪村的油茶基地，产
销两旺的油茶产业，既保护了青山绿水，又
造福了一方百姓。近年来，基地负责人黄宜
秋带动当地1700多户农户种植油茶，在大埔
茶阳、西河、三河等镇拥有6000多亩油茶种
植基地，去年油茶林鲜果产量600多万斤，折
算产油量20多万斤，产值达2600多万元。工
厂年销售可达几千万，让本地劳动力每年可

增收两三万块钱。
油茶果在通过精深加工后，可以生产出

食用油、药用油和护肤化妆品等产品，年产
值可达亿元。而目前，大埔正在打造一个集
厂房、仓库、办公楼、研发大楼于一体的产
学研基地，将实现年加工油茶鲜果5万吨，精
炼油2500吨。

目前，大埔全县共有林地295.48万亩，森
林覆盖率79.15%，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优秀县”。2023年，大埔县指导油茶企业
对2.2万多亩油茶林进行抚育和提质改造，完
成省局下达的新种高产优质油茶林2000亩，
和1000亩油茶低产低效林的改造任务。大埔
县将继续引领企业做到“保有、提质、增

效”，全力推进“百千万工程”和绿美广东
生态建设，把大埔县“美丽生态”转化为
“美丽经济”，促进林下产业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突破。（大埔县融媒体中心）

4月2日，大埔县首批优质企业“寿”字
商标颁牌仪式在县长寿事业发展中心举行。

大埔县副县长饶凌云参加了活动。
据悉，此次共有梅州市瑞山天泉有限公

司、梅州市大埔县客情食品有限公司、大埔
县大山之饮料厂等23家企业被授予大埔县首
批优质企业“寿”字商标。

饶凌云指出，“寿”字商标的推广使用
可以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企业产品提高
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同时也能提升大
埔寿乡的知名度。希望各位企业代表能够主
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用活、用足、用好
“寿”字商标这个寿乡重要品牌，提高产品
质量，打造寿字商标品牌形象，做好做强做
优长寿产业和康养文旅产业。各级各有关单
位要坚持用户思维、加强宣传推广，做好指
导服务工作；要主动对标一流营商环境，主
动靠前服务，畅通“绿色通道”，真正实现
合作共赢。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大埔县长
寿文化馆，馆内各大板块图文并茂，充满趣
味性的小程序寓教于乐，各企业代表进一步
了解了大埔长寿文化，激发他们参与长寿事
业发展的热情。（大埔县融媒体中心）

风从湾区来，潮涌梅潭河。3月26日，深
圳市大埔商会第三届第二次会员大会暨大埔
县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梅州大埔召开。深圳市
大埔商会全体会员400多人齐聚家乡大埔，共
叙乡情、共谋发展。

会上，十二届广东省政协委员、梅州市

侨联副主席、深圳市大埔商会会长黄勤力作
《2023年理事会工作报告》。黄勤力表示，
商会将聚焦省委、市委、县委高质量发展大
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引导全体会员，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
进“百千万工程”加快建设苏区融湾先行区
展现商会担当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大埔新篇章贡献商会智慧和力量。

据了解，深圳市大埔商会自2013年成立
以来，秉承“诚信立会、以利兴会、凝聚心
智、共举共荣”的宗旨，商会不断取得新的
发展，成功在深圳购置了商会会馆，目前商
会成员超300人。特别是2016年启动商会党建
工作后，商会会员上市企业增加至5家；还多
次组织慈善公益活动、教育基金及乡村振兴
等累计捐赠折合超过3亿元。

梅州市副市长蒋鲲对深圳市大埔商会近
年来为家乡作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和感谢，并
在会上向商会代表对梅州家乡的乡情作了简
要通报。他说，当前梅州正抢抓“苏区+湾
区”叠加政策的机遇，优化营商环境，走出
去、引进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他希望深
圳大埔商会会员乡贤凝聚乡情，多组织会员
以及各方企业、友人到梅州参观、考察、投
资，推介项目落户梅州，为家乡的建设多贡
献一份力量。

推介会上，大家一起观看了大埔县招商
宣传片，大埔县委书记黄增国作专题招商推
介。他说，近年来深圳商会大力帮助家乡牵
线搭桥，助力家乡锂电池配件等先进制造业
进一步扩大规模；并积极倡导会员参与公益
事业，捐钱捐物助力“百千万工程”和绿美
生态建设，为家乡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
表示，下一步，大埔将积极宣传推介和落实
“苏区+湾区”叠加政策，发挥资源优势，把
企业满意作为第一标尺，深入实施营商环境
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全流程“帮办
代办”、全领域“流程再造”、全周期“政
策直达”，倾力打造大埔政务服务品牌。

据 悉 ， 大 埔 县 是 原 中 央 苏 区 、 革 命 老
区、世界长寿之乡、中国青花瓷之乡、中国
名茶之乡、中国蜜柚之乡。值得一提的是，
大埔拥有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种类达32
种，可为先进制造业提供强大资源支撑。瓷
土资源方面，全县储量约4. 38亿吨，其中可采
资源量5585. 5万吨，目前勘查到质地优良的瓷
土有1350万吨。同时，大埔境内电力和人力
成本较低，是企业投资发展陶瓷加工和制造
业的好去处。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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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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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埔商会第三届第二次会员大会
        暨大埔招商引资推介会举行

共聚乡情  共谋发展

打造南粤“绿色引擎”大埔：油茶产业成富民“摇钱树”

深圳市大埔商会乡贤企业家

    心系大埔高质量发展

 3月26日下午，深圳市大埔商会第三届
第二次会员大会暨大埔招商引资推介会在
大埔县委党校召开。活动中，乡贤企业家
们心系大埔高质量发展，积极交流助力发
展的意见建议。

与往届会员大会不同的是，这次深圳
市大埔商会会员大会选择在家乡举办，深
圳市大埔商会会长黄勤力表示，这是希望
商会会员能够常回家看看，既是溯源追根
再蓄能量，亦是回报家乡、感恩家乡的情
怀。

黄勤力说：“举办这次活动，主要是
为了更好地引导乡贤回到家乡，参与到
“百千万工程”以及高质量发展，让更多
的企业家参与我们家乡的建设。成立商会
是为了让湾区的企业家能有一个交流的平
台，有一个“家”，同时为梅州为大埔搭
建一个交流平台。作为会长，我希望有更
多的企业家能够凝聚在一起，为我们的世
界客都梅州、长寿之乡大埔做出更多的贡
献。”

如何看待大埔的不足，如何更好地发
挥大埔优势，乡贤企业家们也有他们独到
的见解。

企业代表陈维伟指出，大埔的优势是
拥有遍布全世界的大埔人才，所以以后大
埔在这方面要多发挥自身优势，做一个平
台去链接全世界优秀的人才。”企业代表
田家忠表示，政府部门能够对招商引资的
服务进行深层次调研和提供更多的优惠政
策会更好。下一步他将动员下一代的年轻
人去关心家乡、支持家乡的经济发展做服
务。

对于大埔的未来发展，企业家们满怀
信心，他们表示，将充分发挥商会的平台
纽带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埔新篇
章贡献商会智慧和力量。

（大埔县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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