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医药产业：
优先支持高新生物药企

根据新措施，相关部门重点
支持化学创新药、包括细胞治疗
药物、基因治疗药物、基因检测设
备、新型血液制剂和新型疫苗等
在内的高端生物制品、儿童用药、
罕见病药物等领域。对技术含量
高、应用前景好、示范带动作用强
的产品和平台项目，以及在应急
处置和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的企业，在资金扶持、用
地用房、人才奖励、注册审批、政
府服务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

在加快药品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支持建设落地深圳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等国家级创新载体，予以最高
3000万元支持；支持建设落地深
圳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予以最
高1500万元支持。

高端医疗产业：
试点使用港澳上市医疗器械

新措施重点支持高端医学影
像、体外诊断等仪器设备，疾病筛
查、精准用药分析所需的各类试
剂和产品，支架瓣膜、人工晶体、

骨科器件等高端植介入产品，可
降解材料、组织器官诱导再生和
修复材料、新型口腔材料、高值国
产替代耗材等生物医用材料，手
术机器人、智能软件及其他人工
智能信息技术在医疗装备场景的
应用等领域。

此外，推动港澳已上市医疗
器械在深圳试点使用。

大健康产业：
重点支持精准医疗等产业

新措施重点支持精准医疗、
康复养老、精准营养、现代农产
品、医疗美容、化妆品等健康服务
业，以及为其提供支撑的医疗美
容设备、康复养老设备、新型营养
保健品、现代农产品、数字化健康
设备和产品、高端化妆品等健康
制造业。

在推动精准医疗产业发展方
面，新措施提出打造基因和免疫
细胞治疗产业新高地，支持企业、
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开展产学研
合作，支持基因和免疫细胞治疗
重大理论、原创技术、前沿交叉学
科基础研究。培育发展干细胞等
新业态，对取得市级细胞库资格
的，按照项目总投资 40%予以资
助，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

发布三大重磅文件
支持医药产业做大做强

深
圳

7月26日，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官方网站发布《深圳市促
进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进
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
进大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三个政策措施，
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做大做强。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2022年7月27日/星期三/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夏杨 / 美编 陈日升 / 校对 黎松青 A7广东

潮人将茶叶称作“茶米”，
一杯工夫茶早已成为潮人生活
的重要部分，许多人“宁可一日
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在今年
首季度，潮州全市茶叶产量达
0.75 万 吨 ，实 现 产 值 18.28 亿
元，同比增长 20.1%，可谓“一片
叶子富了一方百姓”，是潮州最
具特色、最具优势、最具潜力的
农业产业之一。如今，更有许
多年轻人不断摸索传统茶文化
与现代时尚元素相融合，在产
品设计、品牌打造、市场拓展等
方面持续发力，着力擦亮潮州

“茶品牌”。

茶文化多元发展

《潮州府志》载，凤凰单丛
茶始于南宋末年，相传宋帝卫
王赵昺南逃路经乌岽山时口渴
难忍，喝了山民献上的红茵茶
汤，感觉满口生津，故赐名为

“宋茶”，后人称“宋种”。至今
民间仍有“凤凰鸟闻知宋帝口
渴，口衔茶枝赐茶”等传说。

在潮汕地区，关于茶的潮
谚和俗语也不少。一句“壶小
乾坤大，茶薄人情厚”就足以形
容工夫茶在潮人心中的重要地
位，工夫茶也是宴请宾客的必
备之品；“茶三酒四踢跎二”，指
的是请平时一起喝茶的老茶友
一起分享；“有茶色”形容事业
干得好；“假力洗茶茶渣”则讽
刺 人 勤 快 而 盲 干、费 力 不 讨
好。可见，一盏小小工夫茶中
蕴含着深厚内涵，也可以窥得
潮汕人明伦序、尽礼仪的优秀
潮人家风。

如今，这种茶文化也被运
用到各个方面。许多年轻茶人
坚持文化赋能，探索茶叶与文
旅、文创相融合，做优做强做大

茶产业。宋茶荟创始人蓝泽敏
就是其中一个，近年来，他致力
于发展“茶叶+文化”，研发陈皮
单丛茶、鸭屎香茶西梅、单丛茶
流心月饼等衍生产品；以红桃
粿、厝角头等潮汕特色文化符
号作为原型制作精致茶点；研
发新式可降解茶具等。他告诉
记者，他正努力在内容与形式
上全方位挖掘凤凰山丰富的茶
文化内涵。

延伸茶产业链条

去年印发的《潮州市千亿农
业 产 业 发 展 方 案（2021—2025
年）》提出：到2025年潮州茶业产
值将达4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产值110亿元，第二产业产值150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40亿元。

潮州提出，要在推进单丛

茶特色化、优质化、生态化、品
牌化、产业化建设的基础上，发
挥“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岭
头单丛茶之乡”“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等名牌效应，推动茶
产业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走出
一条生态、可持续的产业发展
道路。

目前潮州茶产业正在多元
发展。千庭茶叶创始人林伟强
近年来正致力于做强做大“茶
文化+”，陆续推出茶山游、茶文
化庄园、茶园众包、茶树认筹等

“互联网+茶文化体验”的模式，
建立全新茶文化体验。在林伟
强看来，茶产业链条的延伸也
将带动更多潮州非遗文化的传
播，助力潮州文旅产业发展。
这也是年轻潮人将潮州活化农
业文化遗产，推动潮州特色茶
产业“链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羊城晚报讯 记者秦小辉、王
俊伟报道：7 月 26日，“文化赋能
打造深度城市化东莞样本”主题
论坛暨《东莞城管微治理探索》系
列丛书首发活动在东莞市文化馆
举行。活动现场，东莞首套城管
文化丛书《东莞城管微治理探索》
正式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
员、副社长、副总编辑孙爱群，东
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
主任李国全，东莞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局长刘永定等参加
活动，并一起推杆启动了丛书首
发式和“美丽圩镇东莞故事”采
编工作。

当前，东莞已经迈上“双万”
（人口千万，GDP 过万亿元）新起
点，步入深度城市化新阶段。深
度城市化不但要求城市在人口
素质、城市管理水平、经济结构
上实现质的提升，同时也要求在
城市功能、制度、文化、环境、社
会建设等方面实现全方位高质
量发展。

2021年以来，东莞城管秉持
“党建引领、刚性执法、柔性服
务”三大理念，在全省率先探索推
出城管片长、玉兰女子城市执法
服务队两支队伍，依托城市服务
驿站，主动走到市民身边开展城
市管理服务，打通与市民群众沟
通的“最后一公里”。围绕东莞城
管两支队伍的建设，羊城晚报社
联合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开启政媒合作新型模式，携手
打造《莞家》公共关系品牌，特别
是重磅推出《东莞城管微治理探
索——城管片长工作纪实》《东莞
城管微治理探索——玉兰女子执
法服务工作纪实》丛书，以城管文

化建设助力城市管理工作。
该丛书集结了自 2021 年 8

月以来羊城晚报推出的“东莞玉
兰100故事”报道和“东莞城管片
长报告”系列报道的精选作品。
丛书以新闻为眼，以故事化表达
为手段，深入挖掘东莞城管片长
和玉兰女子队队员入微治理城
市，入心服务百姓的人物故事，充
分展现了东莞城管进一线，面对
面服务群众的新形象，折射出东
莞城市管理的温度和东莞城市治
理模式创新，体现了东莞城管书
写“人城融合 共生共荣”新篇章
的责任和担当。

活动上，与会的城市管理、社
会治理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文
化赋能 打造深度城市化东莞样
本”这一主题，从城市管理谈到城
市治理，从城市定位讲到人文精
神，从文化赋能说到城市智囊搭
建，不少观点引发参加活动的人
士的普遍共鸣。专家们表示，东
莞在全省率先推出城管片长制，
组建玉兰女子城市执法服务队，
是东莞城管工作理念由管到治的
有益尝试，是深入践行“城市是人
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理
念，入微治理城市，入心服务百姓
的生动写照。

为进一步深化东莞城市管
理文化研究，推动文化赋能打造
深度城市化东莞样本，活动现场
还举行了东莞城管文化顾问聘
书颁发仪式。孙爱群、广东省体
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广
东省城市管理研究会副会长谷
雨、东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
琦、中共东莞市委党校市情研究
中心教授刘晋飞受聘为东莞城
管文化顾问。

政媒携手合作
打造深度城市化样本

东
莞

联城

闻一线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
颗子。”中国是世界农业文化
的发源地之一。农业文化遗
产是农耕文明的物质载体，对
其进行有效的发掘保护、活化利
用等，是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广东
农耕文化悠久灿烂，入选中国重
要“农遗”名录的就有“佛山基塘
农业系统”“岭南荔枝种植系统
（增城、东莞、茂名）”“潮安凤
凰单丛茶文化系统”等。近日
羊城晚报记者走进佛山、茂
名、潮州等地，探寻这些重
要“农遗”项目的保护和利
用情况，与你一同重温岭
南 人 的 集 体 文 化 记
忆。 （夏杨）

统筹/夏杨 马汉青

佛山基塘农业系统、岭南荔枝种植系统、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

广东“农遗”生机焕发活力十足

佛山：桑基鱼塘延续千年农业文化
羊城晚报记者 张闻 欧阳志强

池埂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
鱼，塘泥肥桑——桑基鱼塘是人
们最熟悉的农业生态系统，佛山
更是珠三角桑基鱼塘最集中的区
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大
市佛山，正是桑基鱼塘这一良性
生态农业系统，支撑着延续近千
年的佛山农业文化命脉，更孕育
出佛山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

“良性生态”影响至今

塘下鱼儿肥 塘上桑林绿。
走在西樵山南麓的桑基鱼塘池
埂上，一望无际的桑基鱼塘是
岭南农业最美的景象。佛山桑
基鱼塘的历史可追溯到唐宋时
期，当时中原移民南迁，将水利
修筑技术和基塘农业种植经验
带到了岭南地区，两宋时修建
起了桑园围。明朝年间，桑基
鱼塘种植模式大规模在“南番
顺”（南海 、番禺 、顺德）地区推
广，“一艇生丝去，一艇白银回”
正是桑基鱼塘繁盛的写照。我
国早期民族工业代表企业继昌
隆缫丝厂便设立在佛山南海的
桑基鱼塘区域。

历经近千年发展，如今的桑
基鱼塘依旧饱含生机与活力。佛
山现代农业正是在桑基鱼塘的运
作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南海区西
樵显恒水产农业有限公司创始人
余家雄是依靠桑基鱼塘成功创业
的典型代表，他祖上近十代都在
西樵的桑基鱼塘上劳作。20世纪
90年代初，余家雄靠挖塘养鱼赢
得第一桶金，后来成功解决胭脂
鱼、宝石斑鱼的人工繁殖难题，成
了远近闻名的企业家和农业科技
工作者。如今，他的养殖公司承
包 550 亩鱼塘，平均亩产已经达
到了1万斤，养殖场的鳗鱼、宝石
斑鱼销往全国各地。

近年来，在绿色发展新理念
指导下，政府各部门更对桑基鱼
塘养殖不断改进。南海西樵对
鱼塘进行标准化改造，建立养殖
尾水处理设施，改善养殖水域环
境，直接带动了周边地区渔业生
态养殖健康发展。顺德乐从建
立绿色养殖示范基地，采用的池
塘“零排放”高效圈养技术，被授
予2019年和 2020年农业农村部

“十大引领性技术”称号。

塑造了岭南文化形态

桑基鱼塘不仅缔造了良性农
业生态循环系统，近千年来，依
托桑基鱼塘形成的经济社会文
化形态更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
富。粤剧、龙舟、美食、祠堂等岭
南文化元素无不与桑基鱼塘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顺德南国丝都丝绸博物馆
是呈现佛山桑基鱼塘文化的重
要场所。作为博物馆前身的顺
德丝厂曾是广东最大的缫丝厂，
无论是丝织业工人人数还是丝
产量都是全国第一。2007 年，
顺德南国丝都丝绸博物馆在顺
德丝厂原址建立，设有丝绸文化
馆、桑果园、文化休闲区等区域，
占地面积达 50 亩（3 万 多 平 方
米）。从桑基鱼塘，到蚕宝宝吃
桑叶吐丝，再到抽丝剥茧制造过
程等一一展示，向下一代再现了
曾经繁华一时的基塘农业和丝
绸“威水史”。

近年来，佛山加大对基塘农
业的保护力度。顺德提出“以水
兴城”，依托桑基鱼塘发展特色
饮食文化；南海发布《桑园围水
脉规划》，将桑园围南海段 58公
里沿线水域打造成为打造全域
旅游游览路线，最终向国家级文
化公园进军。

在岭南两千年农耕生产中，荔枝
种植系统沉淀出地域特色鲜明的农业
文化遗产。世界荔枝看中国，中国荔
枝看广东，广东荔枝看茂名。今天，随
着荔枝产业的不断发展，茂名已成为
世界最大的连片荔枝生产基地，种植
面积超135万亩，年产量超50万吨，约
占广东的二分之一，全国的四分之一，
全球的五分之一。

古树见证文化变迁

悠久的种植历史，存续了优良的
荔枝品种。茂名的荔枝种植历史有
近 2300 年，早在西汉初期，南越王赵
佗就曾将高州荔枝当作贡品上贡朝
廷。如今，茂名仍存有四大古荔园，
百年以上的古荔枝树约 19400 株，其
中位于羊角镇的禄段龟尾园，一株超
过 1930 年树龄的黑叶荔枝树，犹如

“活着的物证”，记录着这里荔枝栽培
的历史。

沿着县道 612驶入茂名市茂南区
羊角镇禄段村，岭南最大的古荔枝园
映入眼帘，郁郁葱葱、曲径通幽。禄段
古荔园内有 500 多亩荔枝林。据考
证，禄段古荔园自唐代起已极具规模，
曾是荔枝贡品产地。茂名市委党校行

政学教研室主任、广东省岭南文化遗
产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郭柳纤认为，禄
段村是集中展示茂名传统农耕文化的

“活态博物馆”。
近年来，茂名打造以根子贡园为

首的“四大古荔园”，推进荔枝“农旅文
创一体化”旅游带，形成“旅游+荔枝”

“文化+荔枝”“康体+荔枝”等“荔
枝+”融合发展模式，每年吸引旅游人
数超2000万人次。此外，茂名正全面
推进古树认定建档工作，让古荔树有
户籍、有身份。

打造荔枝种业硅谷

目前茂名有白糖罂、妃子笑、桂
味、糯米糍、冰荔、仙进奉、贵妃红、
三月红等 40 多个优良品种；拥有 4
个区域公用品牌，3 个国家地理标
志认证产品。为了从种植环节提升
荔枝品质，茂名首先建设了占地面
积 500 多 亩 的 国 家 荔 枝 种 质 资 源
圃，收集本地和省内外、国内外种质
资源共 600 余份，建立起引领我国
荔枝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护与
开发利用、技术创新研究试验基地
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合作与交流的平
台。其次引种冰荔、仙进奉、岭丰糯

等 30 多个荔枝新品种进行区域试
验，2020 年完成试验并重点推介了
10 多个适合茂名地区荔枝产业发展
的潜力新品种。

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陈厚彬说，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
有助于打造我国荔枝种业硅谷地位。
未来茂名将开发建设荔枝种质资源表
型大数据和分子大数据，构建茂名荔
枝数据库平台，提升荔枝资源的共享
开放利用水平，进一步开展优异种质
鉴定与挖掘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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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荔 枝 种 质 资 源 圃 汇 集 全 球
700 多个种质资源

潮州：年轻潮人全新演绎千年茶文化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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