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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全市公安机关始终保
持对突出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
态势，常态开展扫黑除恶，目前
全市已收网在侦6个涉恶组织，
抓获3名“铁网8”目标逃犯。

重拳打击侵害弱势群体利
益违法犯罪，破获现发性侵案
件22宗，未发生现发命案和拐
卖案件，破养老诈骗现案7起，
积案1起，打掉犯罪团伙2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最大力
度保障老幼妇等群体安全。

快侦快破季节性违法犯
罪，侦破寻衅滋事案件27起、
聚众斗殴案件7起、涉黄赌刑
事案件 20 起，破获毒品刑事
案件14宗、刑拘14人，破获涉

毒行政案件 21 宗，查处吸毒
人员21名。

牢牢守护群众“钱袋子”，
破涉电诈案件41宗，抓获嫌疑
人 534人；侦办地下钱庄案件
2 起；破食药环知案件 18 起，
刑拘32人；侦破省公安厅“双
盗”目标案件29宗、“双抢”目
标案件2宗。

深入推进打击跨境有组织
犯罪和反偷渡反走私工作，抓
获偷渡人员5名，破涉走私刑
事案件2宗，逮捕犯罪嫌疑人
11人，抓获“拔钉”追逃人员4
人，查扣涉走私冻品23.34吨、
成品油 6.3 吨、卷烟 105.22 万
支等涉私物品。

羊城晚报讯 近日，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公布了
广东第一批省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共有 7 个
项目入选，梅州市客都人家
文化旅游区上榜其中。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
年上半年启动首批广东省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评
选工作，经地方申报、所在市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推荐、
合规性审查、专家评审、实地
考察、公示等程序，首批广东
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正式出炉。

梅州市客都人家文化旅
游区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
区丙村镇，是以“记忆梅州、
饕餮梅州、风物梅州、乐活梅
州”为四大主题版块，集客家
文化展示、特色风情民宿、客
家非遗文创、客家特色美食、
亲子休闲娱乐等业务体验项
目于一体的客家风情古街。
客都人家自开业就受到广泛
的关注，其“夜游模式”被五
湖四海的游客所称道。

据悉，客都人家夜间文
旅消费，重点可归纳为“一核
八夜”。“一核”指的是“客家
文脉”。客都人家在规划之
初，就以聚焦客家文脉的传
承和发展，打造“国内首个客
家文化沉浸式体验地”为建
设和运营方向。梅州具有深
厚的客家历史，文脉昌达繁
盛，丰饶的旅游资源，提供了
丰富的创作空间。“八夜”，指
的是夜景、夜品、夜购、夜戏、
夜秀、夜展、夜宿、夜节这 8
个特色。（赖嘉华 危健峰）

“样子像元宝，外壳黑又硬，
生长在水里，秋来大采收。”这说
的便是菱角。潮州市湘桥区磷溪
镇仙美村是远近闻名的“菱角之
乡”，所产菱角品质极佳，软糯香
甜糖心。池塘中连片的菱叶，犹
如绿色的地毯铺满水面，美不胜
收，采菱人穿梭其间，将一只只藏
在菱叶底下的菱角揪出，垒成一
排排“元宝山”，动作十分地麻利。

事实上，不止菱角，还有黄皮
果、芋头等种类繁多的特色农产
品，日渐登场成为磷溪镇乡村振
兴的新“主角”。据悉，近年来，潮
州磷溪加快推动农业生态化、特
色化、品牌化发展，依托优质的空
气、水质、土壤等优势，认真统筹
谋划乡村布局，加强农村产业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产业竞争
力，推动全镇产业振兴不断取得
新进展，农业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打造菱角品牌
“我们从早上 5 点多开始下

塘采摘，半天能摘 200 斤。这里
离我们家比较近，在家门口能挣
钱还能照顾到家里。”正在忙着
采菱角的仙美村村民李东平乐
呵呵地说。

采菱是一种艰辛的劳动，也
是个技术活，年轻人大多不愿意从
事采摘工作，采菱人多为中老年
人。如何吸引年轻人回家创业，
也是仙美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仙美村党总支书记李伟钦
说：“一般都是鱼塘主自己下去
采菱角，有时也在村内或者邻村
雇人来帮忙采菱角。现在的采
菱角工年纪比较大，都接近60岁
了，年轻的都不肯来学习采菱
角。采菱角确实也比较辛苦，早
上5点多弯着腰忙到10点多，才
上岸去休息。我们村现在注册

了一个‘金厝池菱角’的商标，希
望把这个品牌打造好，产生更好
的经济效益，从而吸引更多的年
轻人回家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据悉，目前仙美村全村种植
菱角近 200 亩，每亩年产量约
5000 斤。仙美村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积极打造“山尾
金厝池菱角”品牌，采取线上和
线下销售的模式，打开农产品品
牌市场，将菱角打造成“一村一
品一特色”。

投入资金2540万元
黄皮果是湘桥区重要经济

作物，也是“潮州三宝”之一。黄
皮果堪称“果中之宝”，浑身是
宝，营养价值丰富，既可入药，又
有消食化痰、理气的功效。

磷溪镇芦庄村便是“一村一
品”黄皮种植专业村，自清末至今，
黄皮种植历史已达160多年之久，
种植面积将近1200亩。近日，一
场“共享丰收硕果，助力乡村振兴”
的农旅融合盛事——湘桥区2022
年“黄皮果采摘季”暨特色农产品
推介活动在磷溪镇芦庄村举办。
采摘硕果、打卡拍照、游赏农庄
……游客在果园内玩耍嬉戏，品尝
新鲜采摘的黄皮果，体验不一样的
采摘乐趣。据悉，目前，湘桥全区
黄皮果种植面积约 3000 亩，年
产量约450万斤。

在磷溪镇塔后村，这里种植
芋头历史悠久，所产的芋头不仅
块头大，口感细软，绵甜香糯。
这主要得益于塔后村独特的沙
土土质和种植技术，个大味美的
芋头在当地市场颇受欢迎，不少
品尝过的外地游客也频频复购。

塔后村村民蔡发茂说：“从
我爷爷和父亲就开始种植芋头
了，我从二十多岁开始种，现在

已经种了四五十年了，塔后村的
芋头尝起来香、糯、甜，隔夜不会
变黑，很好吃，大家都说好。我
们塔后村最近在整治，环境变得
更整洁了，希望大家都来游玩，
来尝尝我们的芋头。”

接下来，塔后村将结合当地
环境，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
让农产品走出去、让游客走进
来，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据了解，磷溪镇目前共报批
乡村振兴项目 42 个，投入资金
2540万元，其中支持产业发展项
目3个，投入资金80万元。接下
来，磷溪镇将依托镇域传统仙田
番薯、磷溪卤鹅、仙美菱角和芦
庄黄皮果等特色产业，打造磷溪
特色农业品牌。通过擦亮卤鹅、
黄皮果、菱角等产业品牌，以科
技助力和电商赋能，推动产业造
血功能，打造以磷溪卤鹅为主要
产业，仙田番薯、仙美菱角和芦
庄黄皮果等为辅助产业的磷溪
乡村振兴产业名片。

“百日行动”以来
梅州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3.3%

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通讯员 梅公宣 近日，梅州市公安局召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公安机关纵
深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情况。

据悉，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是
公安部针对当前安全稳定形势和夏季社会治安
特点，从6月22日至9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强
势推进的社会治安打击整治行动。

会议通报，“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梅州全
市公安机关坚持以打开路、打防并举、源头治
理、综合施策，坚持整体防控和重点治乱，全面
落实打、防、管、治各项工作措施，依法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犯罪，有效整治突出治安问题。

据统计，6月22日至8月11日，梅州全市
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2.3%、破案数同比
上升27.8%；自主开展8次集中统一行动，无
缝对接省公安厅周末夜查行动，推动梅州全市
刑事、治安警情分别同比下降13.3%、18.3%。

梅州市公安局制定《全市公
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专项督察工作方案》，健全
市、县两级督查通报、挂牌督办
等督察机制。省公安厅派驻督察
组驻点梅州，指导开展“百日行
动”，该局主要领导多次深入基层
一线督导检查“百日行动”，传导压
力、督促落实。成立8个联合督导
检查组，分赴全市8个县（市、区）
公安机关一线明察暗访。

同时，广渠道、多波次、高频
次开展宣传报道活动。机制上，

建立“每周一发布”机制，相继
在报纸、电视新闻、互联网等多
渠道建立专题专栏专版，每周
多波次、多频次宣传；形式上，
积极联系中央、省、市主流媒
体，以短视频、海报、推广等形
式，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广造
全民参与、共建平安的浓厚氛
围。行动至今，在中央、省、市
媒体发表文章163篇，发布视频
37 条、总播放量超 3000 万次，
通过各宣传矩阵持续推出系列
推文906篇次。

梅州公安全面聚焦“人、地、物、
事、组织”“五大要素”风险点，深入
开展全方位、全要素、全覆盖摸排整
治，应摸尽摸、应查尽查，切实把突
出风险隐患排查清楚、管控到位、处
置及时。将“百日行动”与省公安厅

“五大要素”摸排管控有机结合。
据统计，6月至8月，梅州全市

共自主开展8次每周集中统一行
动，出动警力34381人次，设置路
面卡点453个次，检查车辆42514
辆次，盘查人员47869人次；检查
出租屋 6046 间次、旅店 2053 家

次、娱乐场所1785家次、大型商场
374个次、学校906间次、居民社区
1484个次、疫情隔离场所84处次、
涉枪爆和刀具从业单位283家次、
快递末端网点2207个次；破获刑
事案件208宗，查处治安案件103
宗，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464 名
（其中在逃人员62名）；收缴枪支5
支，收缴管制刀具14把，管控重点
人6233人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4525起（酒驾、醉驾 123 起），检查
重点运输企业149家次，排查道路
安全隐患252处。

行动中，梅州警方创新巡
逻防控警务勤务机制，制定
《梅州市公安机关巡警部门路
面执法查缉工作指引》，探索
构建社会面治安巡防管控“任
务一张表、指挥一张图、管控
一张网、勤务一套机制”体系，
全市投入警力40293 人次，重
点加强对步行街、大排档等重
点部位、区域的夜间巡控，盘
查人员 26699 人次，查获嫌疑
人员 805 人，查获在逃人员
103人，查处现行案件254起。

针对周末时间段社会治安
形势突出的问题，从8月起每周
末集中警力资源，开展集中统一
行动，其中8月5日至7日，在全
市开展禁毒专项整治集中夜查
统一行动，出动3993人次、警车
1310辆次，发动投入群防群治
力量 1752 人次，设立卡点 57
个，盘查人员7191人次，检查车
辆5914辆次，抓获涉毒犯罪嫌
疑人 11 人，查处吸毒人员 20
人；破获一批非涉毒案件，治安
拘留22人、刑事拘留18人。

梅州公安召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

重拳出击 严惩犯罪

创新机制 严密防控 精细摸排 管控风险 动态督察 营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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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旅游区入选
省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

梅州

景村融合
小山村变身国家级景区
丘锐妮 赖嘉华 实习生 林树欣

特色农产品争当“主角”
多张乡村名片悄然打造

潮州
磷溪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通讯员 湘闻

月形山风情民宿月形山风情民宿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当地农民采芋头

梅州兴宁
东升村

走在梅州兴宁市径南镇东
升村的主村道上，沿途可见两个
并蒂湖交相辉映、太阳能路灯有
序排列、绿树成荫花香四溢；远
处花叶掩映的农家小院错落有
致，三两村民忙着伺弄蔬果……
一幅“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
生态画卷背后，是该村立足实
际，利用特有资源，大力推进“景
村融合”发展所实现的经济效益
与生态效益“双丰收”。

优生态
打造特色森林公园

“村里种了这么多树，环境
好，空气也好，每天晚上都有很
多人在村道上散步。”80多岁的
东升村村民孙秀珍笑着说。20世
纪90年代，为增强村民的生态意
识，也更好地因地制宜发展东升
村，该村杰出乡贤、党员曾超麟提
出要借助该村地处月形山的独特
优势，走优化生态环境发展之
路。开辟登山驿道、种植树木花
草、挖掘旅游资源，全村全力打
造径南镇月形山森林公园。

“在建设森林公园之初，很
多村民持反对意见，担心损害个
人经济利益，我们就努力做通他
们的思想工作。”曾超麟说。为
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他们还成
立了月形山森林公园服务中心，
负责种树、管理和有序砍伐等工
作；同时制定详细的村规民约，
以此规范和约束村民种树、砍树
等行为，避免发生严重破坏自然
生态环境的事故。“森林公园建
设起来后，大家的评价都很高。”
东升村党支部书记温质彬说。

2007年，在月形山森林公园
的基础上，兴宁市开始升级打造

梅州市月形山乡村旅游区，范围
覆盖径南镇包括东升村在内的
五个村。“景区规划建设面积1.2
万亩，内有多条酷似月亮的月形
山山脉和一座神龟山。”梅州市
月形山乡村旅游区负责人潘国
强说，旅游区自然资源丰富，如
今设有“明月湖”“状元桥”“竹艺
展览馆”等多个景点，还有兴宁
市首家“五星级民宿”——月形
山风情民宿。2018 年，梅州市
月形山乡村旅游区被评为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东升村也先
后获得“广东省名村”“全国第一
批绿色村庄”“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国家森林乡村”“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等荣誉。

美庭院
建设美丽幸福村居

“在家乡生活太惬意了，没
有压力、自由自在。”在东升村一
栋漂亮的小楼房前，从珠海回乡
度假的刁老师说，2017年她与丈
夫在家乡东升村建起了房，经常
在节假日回家的她切实感受到这
些年家乡的变化,“路越来越好，
每天晚上小广场都有很多人跳
舞，村里的设施都很完善，我们
也想退休后回来过慢生活”。

“将外在自然环境与内在居
家环境相结合，才能真正建成美
丽宜居的乡村。”曾超麟说，自然
环境得到改善后，东升村逐步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
和休闲场所等配套服务，共建成
硬底化环景区道路 24 公里、登
山石级路 15 公里；与此同时进
行“三清三拆三整治”，着力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如今房前屋后干
净整洁，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我

现在每天都骑山地车，沿着新铺
好的柏油路一路前行，一边欣赏
如画景色一边锻炼身体。我感
到很幸福很满足。”今年73岁的
村民曾兴杨说。

富乡村
发展“旅游+”产业

“每到春日，东升村的田间
地头、房前屋后处处盛开成片李
花，洁白如雪，引得游客流连忘
返。”潘国强向记者描述梅州市
月形山乡村旅游区里的“著名景
点”——东升十里李花坡，“李花
不仅美，还能给村民带来收益。”
东升自古有种李传统，当地的三
华李酸甜可口，远近闻名，以往村
民苦于销售渠道少，产品价格不
高。如今慕名而来的游客让三华
李成了“网红手信”，种植户信心
大增，腰包也随之鼓起来了。

据悉，近年来，每年到梅州
市月形山乡村旅游区参观旅游
的游客超过 30 万人次，有力地
促进了当地农特产品销售和餐
饮业发展。

“这里环境好，在旅游景点
里游客也多，加上村民都很朴
实，我觉得在这里开饭店很有前

景。”月形山旅游饭庄负责人程
丽芳告诉记者，2019 年她与丈
夫经过考虑，租下了这间东升村
建设布置好的饭店，主打特色农
家菜，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旺季
时每天都要忙活十几张桌。“我
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好的。”程
丽芳说。

乡间蛙叫蝉鸣，湖内荷香四
溢，东升风景如画。凭借出租包
括月形山旅游饭庄在内的公共
资产，盘活闲置资源，每年该村
村集体收入达15万元。“东升村
常住人口900多人，人均年收入
21500元。”温质彬说，乡村旅游
旺起来后，一些村民将自家的老
房子改造成民宿或茶室，供游客
下榻休憩，也有一些年轻村民选
择回乡就业。“我之前在深圳上
班，看到家乡在发展，自己也想
为家乡出一份力，所以去年就回
来了。”东升村村民温金说，她在
梅州市月形山乡村旅游区工作，
工资待遇不错且离家近，而能向
游客推介家乡让她感到很有成
就感。“未来，梅州市月形山乡村
旅游区将致力于打造成为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
得住根的乡村旅游景区。”潘国
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