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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推进生态茶园建设

3 月 21 日一早，记者在英
德市一家茶企的茶园里看到，
不少茶农头戴斗笠、背着竹篓，
穿梭在茶树间，一双双手在茶
树上飞舞，熟练地采摘鲜嫩的
茶芽。茶青采摘回去后，还将
经过萎凋、发酵、杀青、揉捻、干
燥等工序，最终成为人们口中
品尝的佳品。

当地一家茶企负责人陆国
明表示，按照往年经验，春茶普
遍在3月初开始采摘，但今年2
月底的一次寒潮让茶树嫩芽生
长速度减缓，加上今年阳光和
雨水充足，让嫩芽吸收更多的
养分才生长出来，“今年英德红
茶春茶普遍在 3月中下旬开始
采摘，好的一芽二叶在口感和
质量上甚至可以接近往年的一
芽一叶”。

除了天气因素，英德红茶
质量的提升与近年来当地推进
生态茶园建设密不可分。2018
年英德市入选广东省果菜茶有
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县，2021 年
英德市成为第一批全国农作物

病虫害绿色防控县名单，多家
茶园获评省级生态茶园，英德
市如今逐步形成“有机肥+水肥
一体化”“有机肥+机械深施”模
式，茶园种植条件得以改善，茶
叶品质逐年提升。

打造“百亿级”底气十足

今年 2月，清远市提出，要
集中精力推动农业主导产业发
展，围绕清远鸡、英德红茶、连
州菜心、丝苗米、麻竹笋打造五
个百亿级农业产业。英德市相
关负责人表示，打造百亿红茶
产业，英德红茶底气十足。

英德产茶历史悠久，近年
来茶产业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1956 年广东省农业厅从云南
调入茶籽在英德试种成功。
1959 年，首批“英德红茶”问世
并实现首次出口。1963 年开
始，英德红茶受到英国上层社
会的推崇，还被列入皇室用
茶。1986 年底，英德被五部委
批准建立大叶红碎茶出口商品
生产基地。

作为英德市支柱农业产业
之一，英德红茶近年联农带农、

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明显。统
计显示，目前英德市有茶叶企
业 556 家,新型经营主体茶叶
专业合作社达 163 家，带动从
业人员15万人。英德红茶还获
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世界高香红茶”等称号，公用
品牌价值达32.64亿元。

向“全产业链”模式发展

近年来，英德市提出，依
靠自然环境资源优势，以茶叶
科技为依托，以茶叶文化为载
体，以品牌建设为引领，推动
茶产业从传统种茶制茶向着
全产业链模式快速发展，把茶
产业作为农业的支柱产业来规
划打造。

“目前我们的多茶类中心
已经建成，预计今年 8 月份将
生产第一批试产产品。”在广德
产业园的红旗茶厂内，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1 年 4 月英德红
茶产业研究院正式揭牌，并特
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担任
院长；研究院依托英德市红茶
研发中心平台，为英德红茶产
业技术的研究、开发、试验、应

用推广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事实上，英德市近年来越
来越注重科技在农业领域的
运用，以科技支撑英德红茶的
全产业链，依托英德市红茶国
家现代产业园建设，实施英德
红茶产业提升工程；以（英德）
红茶数字化交易展示区为核
心，以英德红茶智能化区域加
工中心、英德红茶科创中心、
英德红茶文化中心为支撑，建
设红茶标准化种植示范片区、
生态有机茶园种植示范片区
等，打造独具魅力的英德红茶
产业集群，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与此同时，英德市引导布
局英德红茶区域化加工示范中
心，带动周边生态原料示范基
地，延伸加工链条，逐步向精
深加工转变。2021 年，英德成
功引入广东省内第一条红茶精
制自动控制生产线、第一条自
动 化 CTC 红 碎 茶 连 续 生 产
线。现已研发茶叶发酵产品、
护肤品、含茶食品，调味茶、多
酚提取物等产品，并逐步投放
市场。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宝珠报
道：记者 3月 29日从东莞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东莞试点推进市场
主体登记智能审批改革，创新推
出了智能审批系统，将登记注册
内部审批流程平均用时压缩至1
分钟以内。

早在2015年，东莞在全省率
先推开全程电子化登记改革试
点，自主设计开发了东莞市全程
电子化商事登记管理系统，通过
将商事登记填报事项标准化、提
交材料规范化，创新实现商事登
记“无纸化”“零跑动”，在便利企
业群众办事的同时，大大节约窗
口收件和录入的人力成本，优化
审批资源内部分配，将业务办理
时间从 5个工作日压减至 1个工
作日。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纵深推
进，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审批效能
成为改革的重要手段。今年3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要
求市场主体登记遵循依法合规、
规范统一、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
原则。基于此，东莞对各地审批
改革方式进行思考、学习、借鉴，
依托现有全程电子化登记改革基
础，探索出程序依法合规、群众申
报便利、部门审批省力的智能审
批模式。

记者了解到，这套智能审批
系统，在审批流程依法合规的基
础上，通过申请材料模板化、申请
信息规范化、业务流程标准化、审
批要点可视化，实现登记申请信
息系统自动比对核验，智能辅助
审批决策，流程控制批量处理，大
幅提升审批效率，将登记注册内
部审批流程平均用时压缩至1分
钟以内，标志着东莞商事登记改
革闯出了效率堪比“秒批”、质量
超越“秒批”的新路。

目前，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按高频事项优先的原则分步组织
实施，上线了有限公司、个体工商
户设立登记智能审批系统，对智能
审批系统审批规则的准确性、完整
性以及稳定性等进行检验。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
光、通讯员杨海涛摄影报
道：3 月 28 日上午 10 点 08
分，随着最后一节混凝土的
顺利浇筑，省、市重点项目牛
田洋快速通道的控制性工程
牛田洋特大桥南主塔顺利封
顶。至此，牛田洋特大桥南
北两座主塔均全部顺利封
顶，全面转入上部结构钢桁
梁架设施工阶段。

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汕
头市牛田洋特大桥跨越榕江
南北两岸，跨江段采用公路与
轨道共建的双层设计，主桥设
计为公轨共建双塔双索面双
层钢桁梁斜拉桥，主桥全长
955 米，主跨跨径 468 米。该
特大桥设南北两座主塔，主塔
设计采用极具潮汕地方特色
的厝角头加翔鹭造型，整个主
塔造型优美，但在施工过程中
难度极大。

据施工方介绍，牛田洋特
大桥主塔高 182.9 米，相当于
60层楼高，是目前汕头已建、
在建桥梁中的“第一高”主

塔。主塔施工采用专用液压
自动爬模技术，共分 33 节进
行“堆积木式”施工。为适应
主塔造型及线形控制要求，爬
模每上升一节，都需要对模板
尺寸进行修整，因此造成现场
施工管理难度及质量控制难
度极大。

对此，承建方中铁大桥局
精心组织、超前谋划，制定详
细的施工方案及应对措施，并
在施工过程中加强安全、质
量、精度控制，完美地将主塔
由设计变成现实，两座主塔如
并肩站立的巨人，屹立在榕江
之中。

目前，牛田洋大桥主桥
及水中引桥已全面进入上部
结构施工阶段，牛田洋大桥
雏形初显。牛田洋快速通道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汕头中心
城区西部快速通道，将有效
疏导交通，缓解城区主干道
以及过江交通压力，同时对
汕头建设广东省域副中心城
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3月28日上午，随着“滴”
的一声响，梅州综保区卡口自
动抬杠，一辆装载法国进口酒
液的集装箱卡车成功经过系
统自动识别对比，仅用时7秒
便经过智能卡口顺利驶入综
保区内。这标志着梅州综保
区正式封关运行。

当天，汕头海关、梅州市
委市政府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见证了综保区封关运行暨首
单货物入区通关仪式。

据悉，梅州综保区规划面
积2.53平方公里，一期封关围
网面积1.29平方公里，是广东
省首个内陆型综保区，也是梅
州革命老区苏区首个国家级
发展平台。 2021 年 12 月 2
日，梅州综保区（一期）通过海
关总署等八部委正式验收。
梅州综保区的正式封关运行，
将为梅州融入国内国际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推进开放型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有
助于推动梅州苏区加快振兴、
共同富裕。

根据《梅州综合保税区产
业发展规划》，封关运行后，梅
州综保区具有保税加工、保税
物流、保税服务和口岸业务等
功能，重点打造先进制造、综
合物流、国际贸易、现代服务

业四大核心产业体系。梅州
综保区将与在建的梅州国际
无水港联动，构建成“龙头骨
干企业在综保区内，相关配套
企业在周边腹地，带动区域开
放型经济整体向好发展”的产
业布局。目前，梅州综保区已
有海关注册登记企业 10 家，
预估投资总额 5.4 亿元，全部
达产后年进出口总值预计达
24亿元。

梅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马正勇，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晖等参加仪式。王
晖表示，梅州综保区封关运
行，标志着梅州对外开放发展
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梅州将
全面提升综保区运营管理水
平，突出中央苏区特点，推动

“苏区+湾区”政策叠加落地，
将发展重点聚焦到实体经济
上，狠抓招商引资，主动承接
产业转移，努力把综保区政策
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奋力打
造内陆型综保区实践样本。

汕头海关党委书记、关长
刘大立表示，汕头海关将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革命老
区、苏区振兴发展的要求，将
支持综保区发展作为支持梅
州苏区外贸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

佛山南海桑园围水脉规划发布
广东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将向国家级文化公园进军

从北宋末年开始修筑，至明清成型，至今仍在发挥
作用，珠三角巨型灌溉工程遗产桑园围的现代价值正
被社会不断挖掘。3月29日，佛山市南海区发布桑园
围水脉规划，规划将打造8个全生态的生境公园，8条
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11个主题文旅场景、4个特色水
上体验项目、一套游径体系。而在远景展望上，本次规
划欲助推桑园围向国家级文化公园进军。

羊城晚报记者 张闻 梁正杰 通讯员 罗慧

史料记载，桑园围始建于
宋，兴盛于清，至今已有900余
年 历 史 。 桑 园 围 现 状 周 长
83.86公里，位于佛山市南海区
和顺德区境内，其中核心区域
在南海区西樵镇。

桑园围因围垦灌溉而“生”，
因合围防洪而“盛”，逐步形成中
国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被
称为“粤东粮命之区”“蚕桑千里
沃壤”，不仅孕育出闻名遐迩的
桑基鱼塘，催生珠三角蚕桑经
济，还开启了中国工业文明，成
为了通达内地连接世界的海丝
节点和影响全国的思想发源
地。历经近千年风雨洗礼，桑园
围至今仍保障着当地的灌溉供
水和防洪排涝安全。

2020年 12月 8日，佛山桑
园围成功申报“2020 年度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成为首个以基
围水利为主体的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填补了广东省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的空白。

桑园围900年来润泽南粤，

更在此诞生了灿烂的岭南文
化。以桑园围的修筑为例：据历
史记载，早在修建之初，北宋先
民就采用了谷糠定位的办法，
在起堤的起点将大量谷壳倒入
江边，水流缓处，谷壳集聚，堤
围就修建在缓水之处，以此顺
应水势，减少洪水对堤围的冲
刷。此外，桑园围周边孕育的
岭南名人更是不胜枚举，如戊
戌变法代表人物康有为、一代
宗师黄飞鸿、国画名家黄君璧、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
近代民族工业的创始人之一陈
启沅均出生成长于桑园围沿线
州县村庄。

“桑园围是伟大的水利工
程，也是伟大的文化遗产，从中
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历代先人保
护自然、善用自然的智慧。”清华
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
胡钰赞叹，桑园围是一座山水天
地间的博物馆，至今仍有巨大的
水利、农业、经济、科技、生态和
文化价值，值得深入挖掘。

正因为桑园围有着巨大历史
价值，3月29日，佛山市南海区发
布桑园围水脉规划。本次南海区
在桑园围的核心区西樵镇发布桑
园围水脉规划，整合联动西樵、九
江、丹灶三镇资源，通过区域联动
发展、保育自然生态、振兴岭南文
化、振兴全域乡村。

在规划内容上，此次桑园围
水脉规划主要集中在南海区境
内，涉及沿线水脉 58公里，规划
面积16.29平方公里，以“国际文
旅度假胜地”为定位，打造8个全
生态的生境公园，8条乡村振兴
精品示范村，11 个主题文旅场

景、4个特色水上体验项目、一套
游径体系。

具体说来，规划将链接西樵
山、金沙岛国家湿地公园、渔耕
粤韵、仙湖、翰林湖、丹灶千亩田
园、九江外滩、西岸森林公园等
区域生态节点，依托“山水林田
湖草”，在沿线打造 8 个生境公
园；将水脉分为樵湖段、银河
段、官山段、河清段、儒林段5个
河段，并在不同的河段上设置文
旅场景，共 11 个；在仙岗村、苏
村、松塘村、简村、碌舟村、大同
村、烟桥村、下东村8个村以“乡
村生态博物馆”为理念打造精品

示范村。
此外，规划还将在沿线打造

“氢舟游”“红船游”“画舫游”
“龙舟游”四段特色水上体验，
借游船联动沿线八大文旅目的
地。规划也将构建以“一条贯通
水脉的滨水碧道+一套环西樵
山立体游径+八段特色主题文
道”于一体的游径体系，该体系
也是桑园围水脉规划的全域旅
游游览路线。

当天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艺
术在樵山2022-广东南海大地艺
术节”启动仪式，预计在今年秋
冬季对外开幕。

实际上，且不论桑园围在水
利、文化等方面的价值，本次桑
园围水脉的规划，本身就是南海
区在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探索上的一次巨大
尝试。“本次规划的最大特色不
但是突出了文化引领和生态优
先原则，更突出了跨地域和跨领
域的特点。”佛山市南海区委书
记顾耀辉表示，本次规划突破了
行政区划的限制，也结合南海西
部产业特点突出文化创意、产业

旅游业态的引领地位，将多个文
化 IP串珠成链，发挥文化对产业
升级和城市发展的引领作用。

“这个规划将城产人文四要素相
融合，也为南海实践全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闯
出了一条新路子。”顾耀辉说。

此外，本次桑园围水脉规划
以“世界级生态水脉、国家级文
化公园”为愿景。“桑园围本身就
是世界级文化 IP，是古人给珠三
角留下的重要遗产，现代人如何

重新擦亮这个品牌是留给我们
的课题。”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袁奇峰表示，桑园围周
边拥有祠堂、水利遗产、书院等
历史遗存，这些遗产的价值一度
被社会高速发展湮没，如今如果
能把桑园围水脉打造成功，就能
达到串珠成链的效果。他建议，
要实现桑园围品牌的活化，需找
到这些遗产，然后把活动引进
来，把年轻人引进来，做全域、全
龄、全季节的文旅体系。

清远英德:

将英德红茶打造成百亿级产业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黄振生

阳春三月草木柔，又到春茶开采时。记者近日走访
清远英德市各大茶园看到，茶农们正忙着入园采摘新茶，
到处都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有茶企负责人表示，由于今
春以来雨量充分，春茶口感、品质均为近年最佳，春茶产
量较往年普遍提升20%左右。

英德红茶是中国著名三大红茶之一。清远英德市是
岭南地区古老的产茶区，产茶历史可追溯到距今1200多
年前的唐朝。截至2021年底，全市有标准化茶园 17.02
万亩，茶叶产值超50亿元。近年来，该市不断提升公共品
牌影响力，深入延伸茶产业链，推动茶产业快速发展。该
市提出，力争“十四五”期间茶叶综合产值达到100亿元。

汕头桥梁“第一高”

牛田洋特大桥主塔
全部封顶

广东首个内陆综保区
封关运行

梅州综保区首单货物入区通关

文/图 赖嘉华 危健峰 胡瑞

历史：900余年桑园围润泽南粤

规划：打造全域旅游游览路线

远景：将建成国家级文化公园

桑园围的窦闸 西樵镇宣传办供图

桑园围孕育了连片桑基鱼塘 西樵镇宣传办供图

牛田洋特大桥雄姿初现

载满货物的集装箱卡车经过智能卡口顺利驶入综保区内，
标志着梅州综保区正式封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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