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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产业提质增效 进一步打响“嘉应茶”品牌
文/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梅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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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由汕头市人社局主
办、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承办的汕
头市“三新两特一大”产业技能大赛
在省粤东技师学院北山湾校区正式
开幕。

羊城晚报记者从本次技能大赛
中获悉，大赛以“开‘321’新局，谱发
展新篇”为主题，首次以产业为导向
设立项目，聚焦“三新两特一大”六大
产业，包含玩具设计、新能源汽车电
控技术、智能家居和照明线路装调、
化学实验室技术、网站设计与开发项
目、中药调剂员、餐厅服务、服装制版
师等8个比赛项目。

大赛参考职业三级标准制定竞
赛项目，并以个人赛方式由参赛选手
独立完成考核内容。其中，理论知识
考核使用闭卷机考形式进行，技能操
作考核以个人现场竞技形式进行。

参赛选手来自汕头市产业企业和技
工院校，各项目分设职工组和学生组
两个组别，并各设一等奖 1 个、二等
奖 2 个、三等奖 3 个，共有来自 38 个
单位 222 名选手角逐奖项。对各赛
项职工组获一等奖选手，将授予“汕
头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据悉，目前，汕头市三所技工院
校共有近 50 个专业与“三新两特一
大”产业紧密结合，为产业发展提供
技能人才保障。汕头市人社局表示，
将指导各技工院校在重点专业建设
上深度融合产业布局，实现院校布局
与产业布局相适应，专业结构与产业
结构相适应，加大力度推进创新型、
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为深入实
施“工业立市、产业强市”战略，加快
建设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提供了有
力的人才支撑。

春日采茶、制茶忙，拥有 32.95 万
亩茶叶种植面积的梅州处处飘满茶
香。近年来，梅州市茶叶种植面积逐
年递增，目前全市茶叶种植面积约占
全省总面积的 1/4，产量 2.77 万吨，目
前建设了梅江区、梅县区、大埔县、丰
顺县、五华县 5 个省级现代农业茶叶
产业园。同时，梅州在提升品质、研发
新品和打造品牌等方面积极探索，进
一步打响了梅州“嘉应茶”品牌。

“今年因天气原因有所减产，但质量
非常好，茶叶还没上市，预订单已经超过
了60%。”梅州市华银茶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宏辉说，他们公司主打有机茶，生产
过程中完全不施用任何人工合成化肥、
农药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物质，这让茶

的口感更好，每年都有不少回头客。
据悉，梅州市在多年前转变粗放式

种植茶叶的方式，鼓励茶企和茶农重视
茶叶质量，大力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派出农业专家团队前往各县（市、
区）企业、合作社送技术“下乡”，指导
茶叶种植、管理、加工生产等，帮助茶
叶产业规范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

在提升品质的同时，梅州注重茶叶
新品的研发。据了解，自2019年以来，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结合梅
州柚和嘉应茶两大优势特色和支柱产
业，开发了柚花绿茶、柚花红茶和柚花
单丛茶等新品。“柚农平时疏花，有八
成的柚花被浪费掉了，我们研发柚花茶
向农户购买柚花，收购价每公斤6元，
可以帮助农户增收。”梅州市农林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所长黄海英表示，“柚花
茶加工技术”已入选广东省主推技术。

作为农业大市，梅州通过柚花茶
加工技术成果转化应用，以示范带动
5 万亩茶园生产柚花茶来计算，嘉应
茶和梅州柚的年新增纯收益可达到8
亿元以上。

此外，梅州市加强“嘉应茶”品牌
推介，统一“嘉应茶”品牌名称和LO-
GO形象，持续多年在国家农交会、省
农博会、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广州茶
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嘉应茶展区，组
织举办嘉应茶专场推介会，树立嘉应
茶品牌，展示嘉应茶魅力。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升嘉应茶品
牌影响力，梅州举办“梅州茶王”评鉴
活动，激励茶企秉承工匠精神，用心用
情生产高品质茶产品。为进一步推动
茶叶产业提质增效，还以“请进来”“走
出去”等方式组织茶企、茶农积极参加
各种茶事活动进行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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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以产业为导向设立比赛项目

汕头“三新两特一大”产业技能大赛开赛
文/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通讯员 汕人社

四条广东考古游径发布

粤东考古游径提供五一出行“新攻略”
文/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通讯员 潮宣 汕宣

讲好广东考古故事，展现岭南特色文化。在4月18日“国际古迹
遗址日”前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4条广东考古游径，吸引
众多游客目光，为五一假期出行提供一份“新攻略”。

其中，粤东考古游径位列其中：潮州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潮州
广济桥——汕头樟林古港——“南澳Ⅰ号”（南澳海防史博物馆）。记
者留意到，粤东考古游径将古代窑址、古桥、古港、古代沉船等考古资
源串珠成链，凸显粤东在中国海外交通史、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

今年五一期间，前往潮汕地区游玩的市民游客可以跟随粤东考
古游径，通过一段考古历史文化旅程，感受粤东跨越千年的深厚历
史，以及开放进取的潮人精神。

樟林古港 澄宣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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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海绵示范城市”的有利契机，
用“绣花功夫”完善防洪排涝体系，探索建设有地方特色的
“山韵水灵”海绵城市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锴跃 赵映光

从 3月 27 日起，广东便
已进入汛期。位于粤东沿海
地区的汕头，有着“大雨必
涝”的城市“顽疾”，汛期可能
带来的连续降雨和骤降大雨
又将是对汕头城市建设和管
理的一次“大考”。汕头将如
何逐步破解城市排涝和因城
市内涝造成的交通堵塞？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在采
访中获悉，近年来，汕头抓住
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海绵示范
城市”的有利契机，不断探索
完善城乡防洪排涝体系，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用“绣花功
夫”做好城市的建设管理，因
地制宜探索打造“会呼吸”、
更绿色的“水韵山灵”生态之
城，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
“里子”，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既有先天禀赋
也有现实需求

“海绵城市”即城市能够“像海绵
一样”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
然净化。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贯穿
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全过程，可
以全面提升城市水生态、水安全、水
环境和水资源水平。

“海绵城市”建设遵循生态优先
等原则，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
合，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
下，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
保护。而从生态系统服务出发，通过
跨尺度构建水生态基础设施，并结合
多类具体技术建设水生态基础设施，
是海绵城市的核心。

2021年 6月，汕头与广州携手成
功入选“全国首批海绵示范城市”，
成为广东省内入选的两座城市。“全
国首批海绵示范城市”为何青睐汕头
这一方水土呢？

“‘三江入海，山水连城，城海相
融’的生态格局构成了汕头打造海绵
城市的基本条件。”谈及汕头能够成
为首批海绵示范城市的原因时，汕
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
科科长胡希鑫告诉记者，“汕头自
然条件十分优越，城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 43.2%，并先后获得‘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节
水城市’称号，建设海绵城市有先
天禀赋，可以因地制宜打造‘水韵
山灵’生态之城。”

与此同时，汕头也存在着建设海
绵城市的现实需求。胡希鑫告诉记
者，作为滨海城市，汕头存在雨季

“风、暴、潮、洪”碰头的特点，加上受
潮位顶托，以及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
地下管道能力不足、被堵塞，容易造
成涝水外溢、加剧城市内涝。“汕头
其实不缺水，但水质性缺水现象却很
严重，生态本底还是较为薄弱的。”
胡希鑫说，无论是先天自然禀赋还是
现实需求，汕头各方对全面提升城市
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和水资源水
平充满期待。

那么，汕头的海绵城市将如何打造
呢？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多个海
绵城市建设项目，解密从“+海绵”到“海
绵+”的汕头实践。

走进位于汕头中心城区的华侨公
园，景观绿地错落有致是其给人的第一
印象。作为市区占地面积最大，档次规
模最高的主题公园之一，华侨公园近期
又有了另一重身份——汕头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项目。

漫步于华侨公园中，草地边呈“凹字
形”的植草沟、凹陷面积更大的“下凹绿
地”以及层次分明的构造性透水园路格
外惹人注目。这些都是公园在建设过程
中新增的海绵设施。记者将水倒入路上
的透水带，发现水很快就被下渗吸收，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普通路面上形
成的“小水洼”。

据汕头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简称“汕头市海绵办”）工作人
员武振东介绍，华侨公园新增的海绵设
施使得公园内部具备了一整套完整的海
绵理念排放流程——通过一系列措施
（汇、聚、滞、留），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雨
水在园内滞蓄、净化。

华侨公园这一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
目的打造，是汕头深入推动“海绵城市”
建设实践的缩影。武振东说，海绵城市
建设，就是构建从“源头——过程——末
端”的体系，尤其是源头减排方面，通过
增加“海绵体”，充分利用自然下垫面的
滞渗作用，减缓地表径流的产生并净化
初雨污染，达到控制地表径流的目的。

此外，在桃园、金珠园等老旧小区改
造过程中，汕头针对小区基础设施老化，
排水不畅、公共环境品质差等问题，因地

制宜对原有的绿色广场、空地、边角地进
行海绵化改造。通过设置屋面雨水立管
断接、园区道路改为透水砖、增设雨水花
园、生态停车场等形式，改善小区品质，
提高排水能力。

从示范项目到重点片区，汕头在城市
建设中不断“加海绵”的举措深入推进。
据介绍，在全市20个片区中，汕头划定金
平区四千亩围片区、龙湖区红坟关片区、
濠江区的东湖片区等12个片区作为海绵
城市建设重点片区，面积为75.55平方公
里，其中建成区面积达55.7平方公里。

截至目前，汕头市183个项目中，已
完工项目57个，在建项目100个，开工率
达到85.8%。在已完工的项目中，涌现出
一批建筑小区、道路广场、公园绿地、水
系等多类型示范项目，初步具备了区域
型、综合性海绵设施的雏形。

“为什么创建海绵城市之后，我所在
的小区连续降雨还是会有轻微积水？”
采访中，不少居民向记者提出了类似的
问题。

“海绵城市并不是单指某个城市建
设项目，而是一种城市发展理念。”面对
市民群众的疑问，武振东向记者举例介
绍说，雨污分流是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个
举措，但并非所有的地区都有条件进行
全部改造，只要是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实现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

体不黑臭”的目标，那就是达到了海绵城
市的建设目标。

海绵城市建设对城市内涝的缓解作
用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是否意味着“在
城市看海”问题将彻底解决呢？“建设海
绵城市缓解设计标准内的降雨事件产生
的积水内涝问题是可行的，但并不能简
单地把建设海绵城市和结束城市雨季

‘看海’画等号。”武振东说，海绵城市相
关的设施能够缓解内涝积水问题，但不
是完全消除。“当遭遇超过设计标准的暴
雨事件时，需要结合灰色基础设施建设、
泵站强排水、河道蓄水空间预排空、历史
积水点的应急处理处置等措施，应对解
决积水点问题。”

因此，对于极端天气下的城市内涝，
为了避免发生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要科学构建内涝与外洪防治体系，统
筹城市综合排水系统与外洪防治系统有
机衔接的蓄、滞、排、泄等工程措施，以及
政府一整套应急管理的非工程措施协同
应对。

不过，武振东也坦言，不仅要在现有
项目上+海绵，而且更要注重在新建项
目上推行海绵+。为此，汕头市也曾明
确提出，通过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将海
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建设管控
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
生态环境影响，建设自然渗透、自然积
存、自然净化的粤东水网城市的海绵建
设示范典型。

据介绍，自推动海绵城市建设以

来，汕头通过海绵城市立法为抓手，响
应国家“海绵二十条”政策要求，出台
海绵城市建设正负面清单、规范性及
技术性文件，建立海绵城市专家库，全
面完善海绵城市的长效机制体制，并
以更细举措助推海绵城市管控体系全
面升级。

目前，汕头市已组织编制了三项立
法，其中包括市水务局的《汕头市河长制
条例》和市城管局的《汕头经济特区排水
与污水处理条例》以及市住建局的《汕头
经济特区海绵城市规划建设条例》。此
外，汕头市海绵办还编制印发了《汕头市
海绵城市建设内容正负面清单表》，明确
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因地制宜开展海绵
城市建设工作。

随着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推进，汕
头市对城市开发建设项目的要求也逐步
提高，由融入海绵城市理念，逐渐“升级”
到要求项目在推行过程中落实海绵城市
相关控制指标，汕头市海绵办工作人员
丁磊介绍道：“未来，从项目建成后‘加海
绵’，到建设过程中融入‘海绵+’将是汕
头海绵城市建设实践的趋势。”

据介绍，汕头将继续从强化海绵城
市建设长效体制机制落实、加快推进海
绵城市专项规划、增强海绵城市技术力
量、提升海绵城市项目建设质量等多个
方面入手，有序推进全市海绵城市建设
工作，朝着打造东南沿海地区“山水连
城，城海相融”海绵城市典范的目标不断
迈进。

A

如何来打造？
由点成线再成片助力城市“+海绵”B

未来如何走？
“海绵+”长效机制打造“汕头模式”C

笔架山潮州窑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位于韩江东
岸笔架山西麓，是北宋时期潮州窑系
的典型代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占地面积 136.5 亩。相传，当时
这个窑场有99条窑之多，号称“百窑
村”，被誉为“宋广东陶瓷之都”，是广
东宋代三大窑址之一，成为中国陶瓷
出口基地之一，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遗产点，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十
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鱼形壶、青白釉军持壶、“胡姬劝
酒”壶、青白釉褐彩佛像、酱褐釉小狗
……在历次考古发掘中出土、采集的
多件文物和标本，其显著特点之一便
是都带有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的
文化因素。

广济桥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
济桥俗称湘子桥，是潮州古城的标志
性建筑之一，全长 518 米，具有集梁
桥、浮桥、拱桥于一体的独特风格，与
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并称中国四
大古桥，是见证潮文化传承发展的

“活化石”，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
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

值得一提的是，在桥中间的近百
米河道因水流湍急无法再筑桥墩，于
是采取了“以舟代梁”的办法，专门修
造了24艘船，用铁链拴紧连为浮梁，
遇洪峰或巨轮驶过，浮桥可开可闭。

“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
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这首动
听民谣，唱的便是广济桥。如今，在
这座跨韩江而立的古桥，不仅能够饱
览“十八梭船廿四洲”胜景，而且还能
现场观摩手拉壶、潮州花灯、潮绣、潮
州工夫茶等非遗项目工艺展示，让市
民游客在观赏体验之余，感受潮州非
遗的魅力。

樟林古港

位于汕头澄海东里镇的樟林古
港，因樟树成林而得名，曾是粤东对
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号称粤东第一大
港，是“通洋总汇之地”“河海交会之
墟”。据悉，当时，澄海每年上缴的税
银，占全省税收总额1/4有余。

樟林古港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内
涵多元丰富。这里有潮汕民居的典
范南盛里，古海丝船货贸易的代表新
兴街栈房，著名文学家秦牧故居和爱

国侨领蚁光炎、蚁美厚故居，潮汕建
筑与苏式园林结合的代表西塘园
……这些古建筑、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保存尚好，构成了环古港河的独具

“潮”“侨”文化特色的樟林村历史文
化街区。

2016年，樟林古港——新兴街古
驿道被选为广东省八大南粤古驿道
之一，成为汕头“海丝申遗”申报点之
一。2017年，樟林古港的保育活化建
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重焕生机活力，
获得“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获得
群众和海内外游客一致赞誉。2019
年，樟林古港被确定为广东省文物保
护单位。

“南澳Ⅰ号”
(南澳海防史博物馆)

为了讴歌先辈抗击外敌的壮举，
缅怀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南澳县
于1992年 2月 16日建成南澳县海防
史博物馆，这是当时我国第一座县
级海防史专题博物馆。在南澳县海
防史博物馆中，四层便是面积900平
方米的“直挂云帆济沧海——南澳Ⅰ
号明代古沉船出水文物陈列”专题
陈列展厅。

据悉，“南澳Ⅰ号”沉船出水各类
文物约3万件，包括瓷器、陶器、金属
器、石器、骨器、漆木器及各类有机遗
存，出水铜钱近2万多枚，其中，瓷器
数量最大。“南澳Ⅰ号”也成为我国发
现的第一艘满载漳州窑“汕头器”的
船只。

南澳Ⅰ号明代古沉船的发现填
补了广东明代海上瓷路的空白，完善
了中国明代海上贸易的体系，可谓是
海上瓷路的“明珠”。该沉船遗址是
中国首个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水下考古项目，也是广东省第
一个水下文物保护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