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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广东省梅州市政府印发《梅
州 市 茶 产 业 发 展 规 划（2023- 2027
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以打造
和建设“客家绿茶之都”“中国单丛茶
乡”“三茶统筹”先行示范区为发展总
目标，立足梅州市客家文化、长寿文
化、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四大优势，统
筹发展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推动
绿色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
营、融合化发展。

《规划》明确了梅州茶产业发展目
标，一是强基础，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
基础，到 2027 年，梅州茶园种植面积
35 万亩，投产面积 33 万亩，茶叶产量
3.0 万吨。培育和推广地方特色茶树
品种 1—2 个，推广示范新品种、新技
术、新成果 10 万亩以上，实现无性系
良种茶园覆盖率达 85%；推广绿色生
态生产技术，建设生态茶园 12 万亩，
改造低质低产茶园 5 万亩，建设统防

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茶园 5 万
亩，建设数字茶业示范茶园 1个，全面
推动茶园生产生态化、精细化和现代
化；加工技术大幅提升，SC 认证企业
达 85家，现代化生产加工示范企业 10
家，数字化茶叶加工示范厂 1家，推动
茶叶加工清洁化、标准化。二是育主
体，即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主体，培优
扶强省、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支持龙
头企业整合资源，做大规模、做响品
牌。力争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数量 1
家，省级龙头企业数量 35 家，年销售
超额过 1亿元的企业 1家；优化产业组
织体系，实现茶农加入合作经济组织
比例达 60%，改造专业合作社 20 家、
家庭茶场 50家。三是强品牌，进一步

做强梅州茶品牌，通过品牌推介、销售
和宣传活动，增强梅州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的知名度及美誉度。重点将客家
文化融入梅州茶叶公用品牌内涵构建
和宣传中，让梅州茶叶品牌有明显的
识别度。四是增效益，进一步提升茶
叶发展效益，到规划期末，梅州市茶产
业综合效益和发展竞争力得到显著提
升，实现一产产值 75 亿元，综合产值
400 亿元。切实实现茶农增收，茶农
亩均收入达 15000元。

《规划》提出，梅州要打造“客家绿
茶之都”，充分发挥梅州客家炒绿原品
种、原生态、原工艺的传统特色优势，
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在保持原有特色
的基础上，加大客家炒绿的加工工艺

创新，让客家炒绿走出梅州市场，走入
全国市场；要打造“中国单丛茶乡”，
利用凤凰单丛的知名度，发挥产区规
模大、生态好的优势，鼓励乌龙茶产区
主打梅州单丛，同时深入挖掘梅州单
丛的特有优势，结合工艺创新和科技
赋能，与潮州产区共同推进广东单丛
的打造，逐步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中
国单丛茶乡”；要打造“三茶统筹”先
行示范区，把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
统筹起来，发挥梅州市茶叶生产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多元优势，将文
化与科技相互联动，推动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打造“三
茶统筹”先行示范区。

（中国食品报）

近日，走进河北省武邑县一家硬木雕刻工坊内，木雕

艺人李文义正在雕刻“中国龙”艺术摆件。龙年春节将

至，李文义以木头为原材料，运用浮雕、圆雕技艺，经过旋

活、锼活、凿活、铲活、锉活、磨活、上色、烫蜡、漆活等10余

道工序，精心制作出“中国龙”等龙元素木雕作品。

武邑县是京作家具产地和发源地之一，素有“雕刻之

乡”美誉。武邑县硬木雕刻工艺起源于西汉，完善繁荣于

明清。武邑硬木雕刻家具把浮雕、高雕、圆雕、立体雕和

镂空雕等各种雕刻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2018年，武邑

县硬木雕刻工艺入选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

前，武邑县有硬木雕刻生产企业千余家，硬木雕刻从业人

员 3万余人。2023年，该县生产硬木雕刻产品上千万套

（件），年产值10.12亿元人民币。

图为木雕艺人李文义正在镂雕（俗称“锼活”）。

（中新网）

本报讯 （记者 刘晓磊 □ 张玉
红）为助力乡村振兴，畅通农产品对
接渠道，提高平南县“荟味龚州”区域
公用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推动平
南县农特产品走向全国，近日，由广
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指导、平南县人
民政府主办的平南县“荟味龚州”区
域公用品牌发布会在南宁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此次活动依托“2024 年南宁新春
年货购物节”之东风，集中展出仙珠龙
眼干、仙珠龙眼肉、孙大婶木瓜丝、孙大
婶五彩椒、孙大婶酱泡大蒜、孙大婶酸
辣荞头、孙大婶榄角、杏香腊肠、杏香腊
肉、福晋泰青柚、三宝培强红薯干、平山
韦氏米粉等平南县名特优产品。平南
县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市场认可度和
品牌价值得到了大幅提升，平南县区域

公用品牌得以推向全国。
“近年来，广西深入实施‘数商兴农’

工程，运用电子商务实现农业产业化和
品牌化发展。联合电商平台开展活动，
利用电商赋能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拓展广西农产品网络销售渠道，以推
动农村消费的增长；积极开展八桂优
势品牌推广和市场开拓，促进特色产
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广西商务厅
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四级调研员江南
虎表示，希望越来越多的平南好物“走
出去”，促进农产品上行，巩固乡村振兴
之路。

活动现场，参会领导共同发布了
“荟味龚州”区域公用品牌，并为广西平
南三利商贸有限公司、广西仙珠食品有
限公司、平南县星协同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等 8家企业颁发“荟味龚州”区域公

用品牌授权书。
据悉，“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平南

石硖龙眼、“广西老字号”三利厨刀、营
养丰富的平山韦氏干米粉、“孙大婶”酱
菜三宝、特色油炸小吃花生饼等独具
特色的产品，构成了平南独特的名
片。平南石硖龙眼作为全国地理标
志农产品，以其肉厚核小、味甜清香、
肉脆爽口、质量优良等特点闻名区内
外。平南县政府通过政策扶持、人才
培养与宣传推广，帮助传统企业进军电
商领域。平南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设立了官方微店“中国特产·平南
馆”，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把平南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也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
到平南的特色产品。

平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覃永福
在致辞中提到，平南县将通过讲述品

牌内涵、讲好平南故事，最大程度展
现“荟味龚州”区域公用品牌代表的
区域形象和区域文化，推动平南特色
产品“走出去”。未来的品牌建设工作
中，平南县也将不断完善品牌建设规
划与机制，加强品牌质量管理，加大
品牌宣传力度，创新发展模式，增强
品牌效应，促进平南特色产业实现转
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
新的动力。

中国中检广西公司农食安全部
总经理蒋雯萱表示，“荟味龚州”区域
公用品牌的正式发布，对于推动农产
品品牌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
中检广西公司将不断增强平南县特
色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特色产业振
兴，助力区域经济实现健康发展，为
乡村振兴提供高质量的支持。

新年开新局，近日，临武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抓项目、忙生产，各大项目建设
现场如火如荼，大家争分夺秒，加快把手
中的“施工图”转化为大地的“实景画”。

在湖南安能赣锋锂电新能源产业项
目现场，项目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在各
自岗位上紧张地忙碌着。为了让项目尽
快投产，750余名工人不停工、不减速，奋
战施工一线，保障项目稳步推进。

“我们项目几大主车间分别为焙烧车
间、碳酸锂车间，还有蒸发析盐车间。这
三大车间设备比较多，都是混凝土框架结
构，施工难度和安装难度特别大。所以现
在我们重点也是抢抓这几大车间的进度，
安排人员加班加点，每天两班倒。”湖南安
能赣锋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计江说。

湖南安能赣锋新材料有限公司锂电
新能源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511亩，计
划建设年产 5万吨碳酸锂，目前，两大车
间已经进入封顶阶段，项目建成后能有效
提供就业岗位上千个。

与此同时，为加快湖南大中赫碳酸
锂项目建设，工人们坚守岗位，如火如
荼地开展工作，累计投入 22 辆翻斗车、
8台挖机、5台潜孔钻机，目前已完成场
平工作量的 44%。

湖南大中赫锂矿有限责任公司机电

副矿长任浩介绍，工程技术人员秉承“战
胜自我、创新经营”的大中理念，节日期间
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对工程建设过程中
产生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为工程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2023年，临武县立足锂矿资源禀赋
优势，举全县之力发展锂电新能源产业，
千亿投资汇聚临武，招商引资实现历史性
突破。

锂电新能源产业顺势崛起，4 大企
业联合体顺利落地并发展壮大，安能锂
电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被列为省十大
产业项目，全年开工在建锂电项目 15
个，累计完成投资破百亿元，全县发展
锂电新能源产业链获全市“地方敢闯”通
报表彰。

新年开新局，2024年，临武县将锚定
目标、加压奋进，为“锂”而干、为“锂”而
拼、为“锂”而战。

“我们会坚定信心、保持耐心、把握机
会、抢抓机遇，切实增强发展锂电产业的
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只争朝夕推动
锂电新能源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加
快建成‘电池产业之都’，为全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作出临武贡献。”临武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海斌满怀信
心地说。 （湖南日报）

日前，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批复
同意成立福建省黑瓷产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以下简称“黑瓷产业标委
会”）。这也是南平市建阳区首个省
级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机构。

黑瓷产业标委会主要负责福建
省黑瓷产业领域省地方标准制修订
工作，对口全国工艺陶瓷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全国工艺美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南平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福建省建盏（黑釉瓷）产品质量检
验中心）、南平市建阳区建盏生态资
源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秘书处承担单
位。第一届黑瓷产业标委会拟由 30
名委员组成，拟任委员来自科研院
所、高，形成一支既懂技术又懂标准
的标准化研究技术队伍。

建 盏 作 为 建 阳 区 特 色 优 势 产
业，是建阳文化的“金字招牌”。黑
瓷产业标委会的落地，将进一步推
动黑瓷、建盏产业标准化体系建设，
提升南平市建盏产业的标准化水
平 ，助 力 建 盏 产 业 高 效 、规 范 化
发展。

南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员表
示，该局将全力支持黑瓷产业标委
会开展工作，指导福建省建盏（黑釉
瓷）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南平市建阳
区建盏生态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等发
挥技术资源优势，建立较完善的黑
瓷产业标准体系，以标准化引领黑
瓷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南平市黑瓷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质量报）

“走之前去买点儿免税品”——
几乎每个来海南旅游的人都有过这
样的念头。数据显示，2023 年，海口
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437.6 亿元，同比增长 25.4%；参与免
税购物人数达 675.6 万人次，同比增
长 59.9%；免税购物件数共 5130万件，
人均消费 6478元。

近年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不断优
化，助力游客购物体验不断升级，去年
新增的“即购即提”“担保即提”等提货
方式，进一步激发游客免税购物的热
情。各免税经营主体推出线上、线下多
样化的促销活动，不断擦亮离岛免税购
物“金字招牌”，激发旅游消费新活力。

免税品成新“海南特产”

“我是专门来海南买免税品的。有
些商品目前国内只有在海南的免税店
才能买到，而且这里的免税品全程受海
关监管，不会有假货。”在 cdf海口机场
免税店，来自广州的刘先生说。

自2011年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落地
实施，海口机场免税店开业以来，这里
在售的商品品牌从几十个增至 600多
个，经营面积从 637平方米增至 1.7万
平方米以上，累计服务旅客 1亿人次，
累计销售 3503万件免税商品，免税销

售额超过247亿元，已成为游客离岛购
物的热门目的地。

免税品逐渐成为新的“海南特产”，
离岛前在机场买点“特产”送给亲朋好
友，也成为很多来海南旅游的游客返程
时的“必打卡”项目。

通过引进品牌、限定产品等方式，
海口机场免税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前来消费。“今后我们还将举办丰富
的促销活动，回馈更多游客。”cdf海口
机场免税店常务副总经理郝志强说。

机场之外，免税购物也有好去处。
去年 12月底，cdf三亚国际免税城C区
全球美妆广场开业，成为目前全球唯一
一家以美妆作为主体产品的独栋商业
综合体。

新政策点燃消费热情

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化妆品
门店，来自天津的陈女士对记者说：

“买完免税品当场就能拿走，实在是
太方便了！”

2023年4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新
增“即购即提”和“担保即提”等提货方
式，对单价低于2万元且在政策清单内
的离岛免税商品，按照每人每类限购数
量要求，游客可选择“即购即提”，节省
了集中排队提货的时间。

“政策出台后，很多游客看中免税
品的优惠价格和即提即用的便利，不
少海南省内居民在出行前也来免税
城享受购物的快乐，免税城的客流量
不断增加。”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工作
人员介绍。

免税购物额度由5000元提高到10
万元；免税品类由 18 类提升至 45 类；
免税政策实现对飞机、火车、轮船三种
离岛方式的全覆盖，并逐步将公务班
机旅客、国内航线邮轮离岛旅客纳入
政策覆盖群体；允许经营主体进行网
上销售；加贴商品溯源码；提货方式增
至 5种……自海南推出离岛免税政策
以来，政策更新与优化持续进行。从

“一回游”到“回头客”，从“买商品”到
“买服务”，游客购买免税品的满意度正
不断提升。

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海口海关将继续深化智慧
监管场景建设，着力提升免税品监管效
率，让更多离岛旅客体验到免税购物的
便利，为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平稳运行保
驾护航。

“海南购”带火“海南游”

冬日渐冷，海南旅游业却热度攀
升，离岛免税消费之“火”也越燃越旺。

今年元旦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
税购物金额 4.75亿元，免税购物人数
6.57万人次，人均消费 7228元，海南离
岛免税消费市场喜迎“开门红”。

离岛免税市场火热，折射出海南旅
游业的人气十足。据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数据，2023年前11个月，
海南省共接待游客 8011.41万人次，同
比增长 49.7%，旅游总收入 1622.66亿
元，同比增长 67.3%，超过 2019年同期
的7390.03万人次游客和943.35亿元旅
游总收入。来海南购购物、看看海成为
不少游客冬季出游的选择。

据统计，2024年元旦假期，海口市
接 待 游 客 46.1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9.3%，实现旅游收入 5.44亿元，同比
增长92.1%；三亚全市旅游饭店平均入
住率达 88.52%，同比提高 7.63个百分
点。

消费热拉动旅游热，旅游热进一
步带动消费热。据统计，2024年元旦
假期海南接待游客 171.71 万人次，同
比增长 68.9%；旅游总收入 24.06 亿
元，同比增长 60.1%。以离岛免税为

“金字招牌”，海南正不断培育旅游业
发展核心吸引力，加快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

（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为老工业基地，位于三峡库区的重
庆涪陵区多年来统筹推进“固本”与“兴
新”，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方
面瞄准新兴领域招引链主企业、强化延链
聚合，已拥有 6家百亿级企业和 1个千亿
级先进材料产业集群。据统计，2023年1
至 11 月 ，涪 陵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1.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7.7%，工
业税收占比达68.8%。

涪陵榨菜，一直是当地的传统优势产
业。如今，一盘小小的“下饭菜”变出了新
花样。走进涪陵榨菜集团陈列馆，“水果
榨菜”“榨菜速溶汤”等多种新品让人眼前
一亮。记者了解到，该公司推动榨菜向休
闲健康食品方向发展，大大拓展了榨菜的
消费场景。在涪陵榨菜集团等龙头企业
的带动下，涪陵榨菜产业年产值已超130
亿元。

类似“老树发新枝”的故事还有不
少。老牌医药企业太极集团有限公司近
年来遇到经营困难，在政府部门推动下，
太极集团与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实施

“混改”，获得增资“输血”，度过资金链断
裂危机，同时借鉴央企管理经验，提升管
理效率。

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动能强劲有
力。在涪陵多个动力电池项目建设现场，
记者看到了一幕幕火热的建设景象。近
年来，涪陵瞄准动力电池领域强劲的市场
需求，先后招引吉利、赣锋锂电等动力电
池厂商在当地落户，在建产能达 72吉瓦
时。项目建成后，涪陵有望成为西南地区
第二大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产业集群产值
将达800亿元。

像引入动力电池项目一样，涪陵立足
自身资源禀赋，陆续招引一批龙头企业及
重大项目，有力牵引产业发展。仅 2023
年以来，涪陵就引进 47个超亿元产值项
目，其中有3个百亿元产值新项目。

“我们充分发挥长江航运、页岩气资

源丰富及气电成本低等优势，靶向招引一
批高投资、高附加值的企业。”涪陵区经
信委副主任陈筝筝举例说，如华峰集团
投资超 200亿元在涪陵建成新材料产业
园，园区年产值超 300亿元；重庆万凯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涪陵投资建设 180
万吨食品级 PET高分子新材料项目，落
户仅 3 年多营收就突破百亿元。在华
峰、万凯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如今涪
陵材料产业年产值超千亿元，成为重庆材
料产业第一大区。

除了以“龙头牵引”的方式发展产业，
涪陵还着力让企业互为上下游，推动产业
集群壮大。陈筝筝说，2023年涪陵组建
合成材料产业链联合党委，推动区内企业
互相配套，实现产业链延长、生产成本降
低。产业链企业之间互相抱团发展，共同
化解材料供应不稳定等问题。

持续延链聚合，也助力“孵化”新产
业。在涪陵，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产
业为依托，一批轻量化部件企业正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依托庞大的动力电池产能，
我们生产的电池箱体在本地就能消纳。”
重庆卡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
谢林余说，公司落户涪陵后，很快就在当
地拓展了多家客户，将形成年产300万件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轻量化零部件产能，
达产后产值将达20亿元。

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不可或
缺。近年来，涪陵推动创新要素集聚，规
划打造慧谷湖科创小镇，已吸引 16家研
发中心进驻，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
强；一批龙头企业持续加码技术创新，驱
动转型升级。

“一方面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一方
面在做好存量工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持续
推动先进材料等新兴产业崛起，着力构建
高端化、集群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谈及
涪陵老工业基地的转型之路，区委书记王
志杰作上述表示。 （经济参考报）

广西平南县“荟味龚州”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河北武邑木雕艺人精雕河北武邑木雕艺人精雕““中国龙中国龙””喜迎龙年喜迎龙年

免税购物催热“海南游”激发旅游消费新活力

福建成立黑瓷产业标委会

助推建盏产业规范发展 广东梅州拟打造“客家绿茶之都”

加快建成“电池产业之都”

湖南临武举全县之力发展锂电新能源产业

重庆涪陵老工业基地：
“固本”稳发展“兴新”添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