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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公安为中高考考生开通快办身份证绿色通道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锴跃、通讯

员苏景然报道：记者近日从潮州市公
安局获悉，2023 年度中高考在即，针
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因居民身份证
丢失、有效期满或证件损坏而急需补
领、换领的情况，潮州市公安机关决
定5月 26日起至潮州中考结束，为中
高考考生开通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
绿色通道。

据悉，潮州公安各级户政部门将
落实优先受理、优先签发、优先制证、
优先发放等“四个优先”原则，为考生
申请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及时解决

考生急需用证问题。
此外，为了给考生提供便捷的办

证服务，公安机关在“粤省事”上线临
时居民身份证网上办理服务，已申领
居民身份证又急需用证的考生，可通
过手机在“粤省事”申请办理临时居民
身份证。如考生在临近中考高考或考
试期间身份证丢失，可就近到派出所
办理身份证丢失补领手续。自5月26
日起至中考结束，潮州全市各派出所
受理窗口接到中考高考考生办理临时
身份证的申请，将按照规范快速受理，
确保当天申办，当天领取。考试前，考

生身份证丢失来不及补办的，可向设
于考点门口的安保便民服务岗求助，
由执勤民警现场对考生身份进行核
实，距离考场最近的户籍派出所快速
出具该考生的户籍证明，供考生使用。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考生：中高考
临近，请提前检查自己的身份证是否
丢失或过期，如需换领请及时到公安
机关办理，公安机关将提供便捷的服
务。潮州各县区咨询电话如下——潮
安分局：0768-5811654；饶平县局：
0768- 7801840；湘 桥 分 局 ：0768-
2205316；枫溪分局：0768-297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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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的观摩活动中，

与会人员先后深入海丰县
的赤坑镇仁家村、滨海生
态乡村振兴示范带大湖节
点、广东丝苗米跨县集群
产业园（汕尾市）主园区、
黄江河湿地公园等地，以
实地走访的形式了解海丰
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和绿
美生态建设、产业发展等
情况。

据悉，今年一季度，海
丰县GDP完成 105.1 亿元、
增 长 8.7% ，占 汕 尾 全 市
GDP的 33%，在全市“百千
万工程”工作亮牌考核中
一举夺得5张蓝牌，综合成
绩位列全市第一。这也是
此次观摩活动选择海丰县
的一个重要原因，主办方
希望以“解剖麻雀”的方式
现场剖析，在基层一线展
示成绩、提振信心，在较真
碰硬中查找不足、补齐短

板，以期达到以练促学、以
练促进的目的，在全市掀
起“百千万工程”建设热
潮。

“为确保实效，小到人
员组织、选点角度，大到观
摩路线、环节设计，活动方
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
力求通过这次观摩拉练活
动推广好经验、发现新问
题、提出新办法。”汕尾市

“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拉
练观摩活动是汕尾推进落
实“百千万工程”的创新之
举。

当天的实地观摩环节
既有“硬件设施”又有“软
件内核”，通过专人讲解、
现身说法等形式，展示了
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可复
制、可推广的建设亮点，让
现场观摩人员深切感受到
海丰县奋战“百千万工程”

的工作举措和发展活力。
其中，位于海丰县生态

科技城的广东丝苗米跨县
集群产业园项目就让陆丰
市潭西镇党委书记邱远柳
备感振奋：“潭西镇的东山
红米颗粒饱满，营养价值
高 ，但 一 直 卖 不 出 好 价
钱。我们也要借鉴海丰丝
苗米的发展思路，引进省
农科院专家进行种植技术
指导，培育大米精深加工
龙头企业，打响潭西特色
农产品品牌。”

“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机会，海丰滨海生态乡村
振兴示范带在规划、建设、
经营、治理方面都有很多
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地方，
我也将立足螺溪镇生态资
源优势，向兄弟县区学习，
当好‘百千万工程’的‘一
线施工队长’。”陆河县螺
溪镇党委书记刘志扬说。

茶叶种植面积全省第一、打造“客家炒绿”优势品牌、研发柚花茶……

提质增效：书写高质量发展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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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蜿蜒山路一路前行，记
者来到位于丰顺县龙岗镇马图
村的马山生态茶园。从观景台
上俯瞰 3000 多亩茶山，连片茶
树层层叠叠，远处翠绿在云雾间
若隐若现。

“我们以生态茶园标准对茶
园进行管理，采用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打造绿色、生态的马山

茶。”广东龙岗马山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饶富强介绍，近年
来该企业通过“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带动当地村民增收
致富，走出一条绿色产业发展之
路。“我爷爷和父亲都是种茶的，
但他们那时的销量不好，价格也
不高。到我种茶时，在广东省农
业龙头企业马山公司的带动下，
成品茶的价格从每 500 克几十
元卖到现在的 200 多元。”马图
村茶农饶海丰说，现在不愁销
路，时常有客户到茶山考察采
购，每年种茶制茶的收益可达十
几万元。

近日，丰顺县茶叶产业园
（扩容提质）项目推进会在丰顺
县龙岗镇马图村热闹举行。作
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丰顺县
茶叶产业园（扩容提质）按照“龙
头引领、强农兴业、接二连三、延
链增效”的规划思路，以“一核一
带两区八基地”的功能分区布局
进行规划，由广东龙岗马山茶业
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园区其
他 7 家综合实力强的经营主体

统筹推进，致力于在茶叶生产、
加工、物流、研发、服务等功能板
块互通融合，延长产业链、贯通
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园区
核心竞争力和创新驱动力。

据悉，该项目计划投入建设
资金 2 亿元，将对农业基础设
施、产业融合、科技研发与信息
支撑和农业品牌等 4 个板块 19
个子项目进行建设。“项目建成
后，产业园内的茶叶加工（精加
工）能力可提高 30％以上，有效
助推丰顺县茶叶产业园以及全
县优势特色茶产业实现‘二次腾
飞’。”丰顺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说。

据统计，目前梅州建设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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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有市级以上龙头企
业 92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29
家，有 78 家茶叶企业获 SC 认
证；73个产品入选“粤字号”农业
品牌目录，有10个企业产品被评
为广东省“十大名茶”；7个产品
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开水冲泡，卷曲的茶叶舒
展开来，茶汤清澈，溢出淡淡茶
香，和着鲜灵花香入喉，着实沁
人心脾。这是梅州市农林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研发的新产品
——柚花茶。

作为农业大市，梅州柚和
嘉应茶是梅州农业的两大优势
特色和支柱产业。据悉，全市
柚类种植面积65万亩，产量95
万吨，产值 75 亿元；茶叶种植
面积 33.03 万亩，产量 2.72 万
吨。2019 年以来，梅州市农林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结合两大产
业，开发了柚花绿茶、柚花红茶
和柚花单丛茶等茶类产品。

据了解，“柚花茶加工技
术”已入选广东省主推技术，柚
花茶是选用具有浓郁花香的新
鲜柚花和滋味醇厚的嘉应茶，
用适当的比例和方法经过拌
和、窨制、通花、起花、干燥等工
艺加工而成。

“柚农平时疏花，有 1/3 的
柚花被浪费掉了，我们向农户
购买柚花，收购价为每1000克

24元，可以帮助农户增收。”梅
州市农林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
长黄海英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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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亿元以上。
2022 年 ，该 所 与 7 家 企

业签订成果转化协议。目前
梅州正在推进制定柚花、柚皮
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推
动梅州柚、嘉应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

汕尾创新开展“百千万工程”拉练观摩活动

实地观摩学习先进 找茬考问互促提升
继主动引入考核机制、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对

“百千万工程”工作情况进行亮牌考核之后，汕尾近
日又推出了一项创新举措，以检验“百千万工程”落
实的进度和成效——组织全市6名“一线总指挥”和
24名“一线施工队长”到海丰县召开“百千万工程”
拉练观摩活动暨乡村振兴示范带推进会，推动各级
各部门在实地观摩中学习、在找茬考问中查找不足、
补齐短板，在“百千万工程”的“大赛场”上热火朝天
地干起来、热血沸腾地拼起来，持续营造“比学赶超、
赛龙夺锦”的浓厚氛围。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通讯员 单伟宗

“你们如何避免产业同质化
问题？”“前期投入这么大，后期
运营如何保障？”“示范带沿路景
观如何提升？”……在当天下午的
推进会上，海丰县委主要领导就
统筹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加快新
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等情况作了工作汇报，汕尾市城
区、陆丰、陆河、红海湾、华侨和
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则对
海丰县工作依次点评提问、“找
茬”“挑刺”，就产业发展、项目运
营、联农带农等多个话题进行集
中“考问”。

找茬考问是此次活动“辣
味”最浓的环节。“这个环节要求

‘一线总指挥’们不能讲正确的废
话、空洞的套话和缥缈的官话，必
须找痛点、揭短板，在比较中寻找
差距，在学习中互相提高，在交
流中加压奋进。”汕尾市“百千万
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说，点评现场既严肃认真，又轻
松活泼，提问直奔主题、单刀直
入，答问直面问题、不掩不避，虽
然“辣味”十足，但却关乎工作实
绩、百姓民生，达到了查找差距、

检视不足、碰撞交流、互促提升
的效果。

据了解，汕尾日前印发《关于
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的实施意见》，通过明确 15 项
主要任务、79 项重点工作和 205
个量化实化工作举措，为汕尾明
确目标、找准路径，推进强县兴镇
富村，把县镇村发展短板转化为
汕尾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板，推动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向着更高水平
和更高质量迈进。

汕尾市提出，将狠抓上述实
施意见的落实，推动“施工图”落
地转化为“实景图”，致力构建

“一三四五”工作模式——扭住党
建引领这一根本，强化谋划着力、
改革发 力、机制推力“ 三 大支
撑”，突出城乡建设、产业强基、
富民增 收、乡村治理“ 四 项重
点”，做好招商引资、做优营商环
境、做活优势转化、做足资源支
持、做强人才建设“五个保障”，
以强有力的组合拳落实“百千万
工程”，加快创建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

海丰县黄江湿地公园

红
脸
出
汗
的
﹃
找
茬
挑
刺
﹄

B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通讯员 叶爱华

“好山好水出好
茶 ，一 芽 一 叶 吐 芳
华。”梅州地处山区，
千米以上高山有 140
多座，由于土壤多属
红、黄壤酸性土，非常
适宜茶树生长，因此
早在千年以前，当地
已有种茶制茶的相关
记载。当地人长期栽
种茶树，制作的茶叶
品质优异，多年来在
国内外市场享有美
誉。作为广东省茶叶
主产区之一，梅州市
茶叶种植面积逐年递
增，目前达 33.03 万
亩，约占全省茶叶总
面积的 1/4，位居全省
第一。

近年来，梅州大力
发展茶产业，通过推
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在创新工艺打造
品牌和研发茶类新品
增加附加值等方面共
同发力，进一步擦亮
梅州茶品牌，致力于
将茶香四溢的绿叶子
变成增收致富的“金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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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
打造特色“暖肚茶”贰

马山生态茶园

杀青、揉捻、干燥……在梅
江区清凉山茶山下，制茶厂的机
器轰隆隆地响着，制茶师傅们正
将经过晾青萎凋的茶青送进制
茶机，一丝不苟地按照步骤进行
客家炒绿的制作。

作为广东三大茶系之一，
梅州客家炒绿又名客家炒茶。

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魏晋时
期，乃至更久远的秦汉时期。
据了解，客家炒绿采用独特的

“重炒”工艺，具有独特“炒米
香”，第一遍炒制完成后通常
会进行二炒甚至多炒，以追求

“祛寒趋温”的效果，这与客家
人常居相对湿冷的山地，饮食
油腻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因
此被客家人称为“暖肚茶”“温
肚茶”。

日前第五届中国国际茶
叶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梅州茶
企携客家炒绿参展，香气浓郁
的客家炒绿受到不少消费者
的青睐。“我们的客家炒绿是
用传统工艺制成的，现在新增
了线上直播、‘互联网+’等销
售方式，回头客很多，目前年
销量超 6 万斤。”丰顺县龙丰
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朱勇腾说。

有些茶企坚守传统“客家

味”，有些茶企则创新改良，希
望打开更广阔的市场。“我们通
过创新技术，以‘炒+烘’的制
茶工艺改良客家炒绿。”广东天
亿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熊
桢介绍，改良后的客家炒绿口
感更加醇厚，主打高端市场，价
格在每500克2000元左右。

近年来，梅州依托绿茶优
势产业，打造“客家炒绿”优势
品牌，持续推动梅州茶产业发
展。去年，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联合梅州市农林科学院举办
2022 年梅州“客家炒绿”质量
评鉴活动，该活动评选出“客家
炒绿茶王”6 名，“客家炒绿优
质茶”10名。“接下来梅州市将
深化梅州客家炒绿品牌提升工
作，从统一品牌、科学规划、制
定标准、提升工艺、加强营销、
媒体宣传等方面全方位加快推
动梅州茶产业发展。”梅州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茶经

柚花茶

研发新品
嘉应茶飘“柚花香”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