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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瑜、通讯
员郭金荣报道：珠海市正式开通工
伤备案登记和工伤认定申请“掌上
办”功能。5月23日，羊城晚报记者
从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上述消息。即日起，职工本人可
通过“珠海社保掌上办”微信小程
序，24小时随时随地提交工伤备案
登记和工伤认定申请，进一步提升
了办事群众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据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工伤保险科科长赵妍甄介绍，
工伤备案登记和工伤认定申请“掌
上办”操作简便，体验良好，职工根

据页面指引分别在 5 至 15 分钟内
即可完成。以工伤认定申请为例：
第一步，职工本人关注“珠海社保”
公众号进入“珠海社保掌上办”微
信小程序，首次登录需绑定个人账
号，选择“工伤保险业务办理”，点
击“工伤认定申请”；第二步，根据
页面指引如实填写工伤认定申请
相关信息；第三步，拍照逐项上传
相关工伤认定申请材料；第四步，
确认工伤申报信息无误后提交申
请，待系统提示操作成功后，工伤
认定申请业务办理完成。

此外，职工可通过“珠海社保

掌上办”微信小程序“信息查询”模
块查询办事进度、办理结果等情
况，还可在“咨询小助手”模块，向
智能客服咨询工伤申报流程等问
题。职工只需要动动手指、点点鼠
标便可完成业务办理，省去了在窗
口排队的困扰，大大缩短了业务办
理时间。

下一步，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将继续紧密结合“我为群
众办实事”等活动，充分运用互联
网新技术，建立更加高效、便捷、优
质的经办服务机制，持续改进提升
工伤保险服务效能。

孩子过马路安全令人担忧

自去年以来，新建成不久的云
峰小学学生家长就十分烦恼，校门
口因为没有斑马线，又因为路况好，
来往的车辆速度又比较快，孩子们
过马路的安全很令人担心。于是，
校门口交通优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一点引起了香洲交警何辉的
注意。他和同事们上门实地查看，
校方和家长们也都纷纷提了意见，
例如校门口要有斑马线，黄方格，为
防止有司机看到斑马线也不减速，
斑马线前再加个减速垄等。

何辉和科技设施科的同事们对
整个学校门前交通环境进行了考察
分析，初步确定了在学校门口施画
斑马线和黄方格的思路，这样孩子
们过马路更有保障。

学校门前的道路中间有绿化
带，要画斑马线就要把绿化带拆
掉。拆除绿化带原本并不复杂，可
是协调有关部门才知道，正对斑马
线的绿化带上安装有浇水的喷淋，
喷淋的迁移非常复杂，涉及繁复的
审批和技术问题。因此，有人提出，
把斑马线的位置稍稍往旁边移动，
不用经过喷淋，但校方坚持，斑马线
正对校门口最好。

面对这个争议，何辉和同事们反
复研究，目前斑马线正对的位置正好
是校门口的临时缓冲区，学生上学放
学排队都在这个位置，从这里过斑
马线的确是最方便。此外，绿化喷
淋的迁移并非完全不可行，于是他
决定维持原有斑马线的位置。很快
施工队就来了，把斑马线画上了。

交警拒绝安装减速垄

斑马线施画后，校方要求再追
加一个减速垄，这样孩子们过马路
才能真正安全。对于这个要求，何
辉没有站学校一边，明确拒绝加装
减速垄。他认为不应该安装减速
垄，相反应该在道路中间安装隔离
护栏，这是为啥呢？

何辉现场考察发现，云峰小学旁
边就是居民楼，附近小区林立。珠海
市执行的是早中晚高峰大货车限行
措施。因为这样的限制，大货车在白
天拉货，时间被分成几截，难以形成
连续作业，往往到了晚间甚至凌晨，
大货车拉货频率更密集。而这些大
货车，尤其是空车经过减速垄时，会
发出巨大的噪音，在万籁俱寂的凌晨
时分，几公里外都能清晰入耳。类似
这样的投诉，交警之前接得多了。

不安装减速垄，那孩子们过斑
马线，有车不让行怎么办呢？何辉
的办法很简单，孩子们过斑马线的
时间固定且集中，让家委会安排家
长义工进行临时的交通疏导即可。
校方也是很快采取了这个建议。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虽然
斑马线有了，过往车辆也会在疏导下
让行，但孩子们不走斑马线怎么办？
何辉考察时发现，不少家长在送孩子
时随意路边停车，在哪里停，孩子就在
哪里下，然后直接就冲到马路对面，
不走斑马线。

要让孩子们都走斑马线，首先

要让家长们都在斑马线附近停车才
行。杜绝随意停车、随意掉头，何辉
想到了隔离护栏。中间隔离护栏上
了之后，家长们临时停车放下孩子
就只能到学校门前的缓冲区了，这
里正好就是斑马线的位置。

有了这些，云峰小学门前的交通
安全体系才算初步建立了。学校、过
路司机、家长、学生、附近小区居民的
利益都算是照顾到了。

交警进社区后的入门级考题

社区工作更像是走钢丝，是一
道求最大公约数的题，做这样的题
目，光有执法思维是不够的。目前，
珠海交警大部分基层民警在进入社
区后，这种平衡性的思维都得到了
锻炼和成长。

例如，香洲有个小区门前小路路
边有停车，妨碍进出车辆，香洲交警
接到该小区两拨业主投诉，意见完全
相反。一方投诉，说停车不好，要在
路上设立禁停牌；另一方投诉，说停
车不是不好，是停得不够规范，路边
画好停车位。

说要设禁停牌的是已经买或租
了小区地下停车位的业主，说要划
停车位的是在小区没有停车位的业
主。小区的物业什么态度？自然是
支持设禁停牌，坚决反对划停车
位。商铺业主也反对划停车位，因
为那样，晚上停满业主的车，来光顾
的客人一点停车位都蹭不上，不好
做生意。

请求取上述题目中各方的最大
公约数，这就是一道交警进社区后
的入门级考题。

交警去现场看了，路的宽度倒是
刚刚好够画停车位。他们给出的方
案是，画咪表停车位。有咪表，业主
要停路边也可以停，咪表过夜收费和
小区的地下停车库一晚的租金刚好
相等，但地下停车位可以遮风挡雨，
路边停车不会影响小区业主租或买
车位的积极性，划好停车位，停车规
范了，也不会影响其他车辆进出。有
了咪表，停车位周转速度提高，一般
不会停满，也不妨碍商铺做生意。

类似这样的平衡题很多，在如
今的基层一线，已经有一批交警成
长为“玩平衡”的高手。当然，平衡
不是单纯地讨好各方，而是实事求
是地寻找最大公约数，该舍弃的要
舍弃，该争取的要争取。比如华发
四季旁的金逸路两边都停满了车，
消防车进出都非常困难。

何辉在拿到了周边绿怡居、华发
四季等所有小区的停车需求和地下停
车位的数量对比表之后发现，小区内
的停车位加上石溪路咪表停车位基本
能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而且金逸路
路宽不足7米，如果实施单面停车，将
无法双向通行。于是综合考虑后，他
果断地上报，计划推行双边禁停。

社区工作大多十分琐碎，又跟
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看起来很简
单，实际要做好不容易。在过去一
年多的转型中，交警们在珠海一座
座社区大学里深造出了一定效果，
交警队伍里开始有了许多像何辉这
样的社区能手。

（文/图 何叶舟 杨小江）

珠海：工伤备案登记和工伤认定申请实现“掌上办”

学校申请门口加装减速垄
竟遭珠海交警拒绝？

珠海交警进社区后，平衡性思维正在不断成长

学校申请校门口安装减速带，交警又担心夜间大量的货车
影响附近居民的休息，如何保障学生过马路安全，又不影响周
边居民？交警何辉陷入了思考……

珠海交警自从开展“交警进社区”行动以来，大批路面交警
走下马路，更细致地深入到社区各个角落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对群众的合理化诉求几乎是尽己所能、有
求必应。而这一次学校希望交警在校门口帮助加装减速设施，
却遭到社区交警的拒绝。

云峰小学门口改造后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彭纪宁 通讯员 谭耀广 冯创志

20世纪70年代，在恩平市
那吉镇沙河村，当地人引入优
质云南大叶茶树，依靠七星坑
原始次森林地势，种上 200 多
亩茶树。几十年时间过去了，
这些养在深山的茶树一直不为
外间所识，出产的茶叶价格非
常低廉。2016年，这些茶园逐
渐荒废。正当村委会干部为
着这块“烫手的山芋”——200
多亩茶园经营而发愁时，村委
会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
客”，提出要转包茶园，她就是
后来创办星湾茶厂的女青年
吴小敏。尽管当时沙河村委
会的干部对年轻的她能否管
好茶园有些担心，最后还是被
她的诚意打动，把这片茶山转

包给她。
其实，吴小敏对这片茶山

钟情已久。自小喜欢喝茶的她
因亲人的工作关系，闲暇之余
经常来恩平市七星坑自然保护
区亲山乐水，早就看中了这片
茶山。她对记者说，茶园里上
有高大的南洋楹遮挡猛烈的阳
光，地下有腐殖质土壤，山下就
是锦江水库，茶园经常云蒸雾
绕，到日出时在大树的遮挡下，
茶树受到的光照恰到好处。自
然环境得天独厚，这么“天生丽
质”的茶园被遗弃，殊为可惜，
开发利用这片茶山，干出一番
事业来成为吴小敏的理想。从
此，“茶姑娘”开始扎根茶山，开
始了艰难的改造工作。

随着吴小敏义无反顾地踏
上了荒弃茶园的改造之路，她
发现改造茶林比种植茶树更加
困难。虽然茶树有着强大的生
命力，但与野外生长的杂草相
比，就真是“小巫见大巫”。因
多年没有人管理，茶树周围发
疯一般狂长的微甘菊和围园簕
树，它们都“见缝插针”地把一
棵棵茶树围得严严实实。面对
重重困难，吴小敏没有退缩，她
为了到达茶园，开出已被野草
枯藤封闭的山路，每天起早摸
黑地带着她请来创业的“留守
妇女”展开了一场场艰苦卓绝
的解救茶树的“战斗”，随着他
们将茶树周围杂草野藤清理，
一排排茶树逐渐露出真容。

吴小敏承包星湾茶场一事
传到有“茶半仙”之称的韦勤积
耳中。他原在国营恩平大槐华
侨农场工作。在大槐华侨农场
茶叶生产丰盛时期，韦勤积的
茶树管理及茶叶制作技艺名声
在外，已是广东省茶叶生产界
公认的高手。然而，随着时代
发展，不少茶农进城务工，愿意
干这日出日晒、雨来雨淋的茶
农活儿的人越来越少。

正当韦勤积为自己的技艺

濒临失传而懊恼不已的时候，
吴小敏接管星湾茶场，并提出
拜他为师，请他传授茶树栽培
技术和茶叶制作技艺。他欣喜
不已，并决定收下吴小敏为“关
门弟子”。

星湾茶厂是用老的茶园修
复，韦勤积传授的是茶树台割
技术。茶树台割操作时，他对
吴小敏和前来帮工的农工要求
很严，一律要求要在地面以上
30厘米的树位台割，稍高一点
都要返工。这一点，吴小敏开
始有点想不通，觉得留下树位
高点会多点芽头，可以早点扩
大采摘面，但是韦勤积有言在
先，不好不听，便暗地里在边角
地方保留一些高树位台割。到
采摘时，按照要求台割的，第一
年有 300 斤茶青，第二年就收
700斤茶青，第三年，亩产茶青
达到 2000 斤。而不按照韦勤
积要求台割的，远远没有达到
这个产量。这让吴小敏心服口
服，对韦勤积茶叶技艺的传承
更加言听计从。而今，每逢有
空，吴小敏就去向年过八旬的
韦勤积请教，千方百计把老师
父的茶艺学到手，为茶园创造
新的亮点。

由于星湾茶场毗邻锦江水
库水源地，茶场不能施用化肥、
农药、除草剂，而茶场所处的原
始森林区域每年都会经受绿叶
蝉虫害的肆虐，茶树只能靠自
身抵抗力抗击害虫的侵袭。每
年 5 月间，大规模的绿叶蝉的
飞临成为陈小敏心头挥之不去
的阴影。

然而，近年来随着蝉茶的兴
起，这种茶叶反而成了茶人们追
捧的高品质茶品种，星湾茶场的
劣势反而成为了优势。据陈小
敏介绍，绿叶蝉吸茶芽茶汁后，
茶叶受到创伤刺激后启动愈伤
组织，产生新生组织，制作出来
的茶叶冲泡的茶汤有清澈鲜丽
的琥珀色，花果香馥郁，含有一
种类似蜜香的香气，滋味非常特
别。据了解，蝉茶最早起源于台
湾，著名的台湾东方美人茶就是
蝉茶，当地制茶有“虫做一半，人

做一半”之说。吴小敏表示，随
着星湾茶场蝉茶的打造，以蝉茶
为媒，绿叶蝉虫为江门茶叶种植

“咬”出新天地，茶产业也会跃上
新台阶。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吴
小敏开始规划以“企业+种植大
户+农户”的模式，与农户建立
种植购销关系，引导村民扩大茶
树种植面积，把茶产业做大做
强，让偏远山区无法外出打工致
富的“留守妇女”创造一个在自
己“家门口”就业、创业条件。目
前茶厂自有星湾茶叶种植面积
260亩，周边农户种植茶树面积
800 多 亩 ，总 面 积 达 1000 多
亩。星湾茶渐有名气，“茶姑娘”
吴小敏团结四乡六里乡亲种茶
制茶的故事也成了当地美谈。
前不久吴小敏光荣当选为江门
市人大代表，与各级领导和各界
代表一起讨论地方大事了。

绿叶蝉俗称浮尘子、叶
跳虫等，全国各产茶省、自
治区均有发现。一年发生
9-11 代。以成虫、若虫刺
吸茶树嫩梢汁液，消耗养分
与水分；雌虫产卵于嫩梢组
织内，使芽生长受阻。翌年
早春转暖时，成虫开始取
食，补充营养，茶树发芽后
开始产卵繁殖。小绿叶蝉
在全年有两个发生高峰，第
一个高峰期在 5 月下旬至 6
月中、下旬、第二个高峰期
在 10 月至 11 月上旬。成
虫在茶园中多栖息在茶丛
叶层，卵一般产在芽下第
1-3 节嫩梢组织中，若虫常
栖息在嫩叶背面。

绿叶绿叶蝉虫蝉虫““咬咬””出高品质出高品质
江门恩平星湾茶场以蝉茶为媒，为当地茶叶种植创出新天地

原始次森林来了位“茶姑娘”

“茶半仙”出山助力茶产业

绿叶蝉虫害竟造出好茶

▲茶农在原始次森林里的茶园采摘蝉茶

茶小绿叶蝉

知多D

40 多年的茶树比吴小敏高两倍

被绿叶蝉咬过的茶叶次年产
出新生组织

茶农在茶园里采摘蝉茶

◀被绿叶蝉咬过的茶叶上布满了洞

进入五月，位于江门恩
平七星坑原始次森林保护
区内的星湾茶场，种植了
40多年的老茶树又迎来一
年一波的虫害，面对众多在
树叶间飞跳，吸吮茶树嫩叶
的害虫——茶小绿叶蝉，往
年愁容满面的茶场主吴小
敏今年却面露喜色，她高兴
地对记者说：“就让绿叶蝉
虫害来得更猛烈些吧。”事
实上，这些被绿叶蝉虫叮咬
过的茶叶就能制作
出近两年声名
鹊 起 的
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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