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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万名老年人
获免费意外保障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
讯员花宣、冯理聪报道：广东省
第三届乡村振兴大擂台竞赛全
面启动，花都区代表广州市参
赛，将迎战全省其他 20 个地
市。花都何以代表广州出征？
又准备了哪些“看家功夫”呢？

打造农业绿色发
展先行区

花都区位于广东省地理几
何中心，是国家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和粤港澳
大湾区北部生态文化旅游合作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良好
的自然生态，发展现代农业、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得天独厚
优势。

近年来，花都区以深化改
革和科技创新为双引擎，围绕
建设临空农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率先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和乡村振兴
引领地。

目前，全区1106条自然村
全部达到省定干净整洁村标
准，166 条行政村达到省定美
丽宜居村标准，27条行政村达
到省定特色精品村标准，24条
行政村获评广东省卫生村；成
功创建 11个A级景区，1条省
级旅游精品线，3 条省级旅游

名村；创建 3 个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27个；省级“菜篮子”生产基地
10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生产（加工）基地29家；省市级
农业休闲旅游点30多家；区级
以上文明村创建率达94.1%。

“梯面客家嫂”“狮岭一家
人”“花东党旗红”……在全区
上下共同努力下，花都区乡村
治理水平持续提升，成功创建
一批农村基层治理和服务亮点
品牌。

花东镇、狮岭镇、梯面镇及
茶塘村、旧村村、朱村村等3镇
3 村入选“广东省乡村治理示
范村镇”。

去年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4万元

近年来，花都区制定实施
促进土地适度规模流转经营的
扶持政策，加快科技、人才、现
代农机装备投入使用，2021年
单 50 亩以上的土地流转面积
就超过1.1万亩。

在农业发展方面，“菜篮
子”供给能力再扩容。2021
年，花都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约 3.6 万亩；推广 19 香水稻等
新品种，试验菜稻轮种等模式，
确保播种面积、产量双增长。

2016亩丢荒弃耕地全
部完成复耕，高标准农田建
设年度激励考核全市第一。
2021年，花都区新获认定粤港
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加工）
基地17家。

蔬果全产业链模式渐形
成。花都区以空中草莓、工厂
化蔬菜栽培为特色的绿沃川基
地成网红打卡点，430亩“花芝
蓝”蓝莓产业园建成投产，备受
瞩目的 3000 亩恒安高新科技
农业产业园正加速建设。生猪
全产业链升级，今年再成功引
进 8 个优质农业企业、项目落
户花都。全区“粤字号”农业品
牌产品增加至 29 个。新增省
级水产良种场 1 家，智能控温
控速孵化等技术陆续上线，“花
都鱼苗”走向世界。

与此同时 ，花都区做大
“花”名堂。马岭观花植物园综
合体霓裳园、观花植物种质资
源库建设完成，吸引游人如鲫；
岭南盆景小镇 4 个盆景精品
园、5 个盆景大师工作坊建设
业已完成，促进盆景产业转型
升级。

2021 年，示范带农业总产
值超26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过4万元，高于全区平均
水平的 20%，对全区乡村振兴
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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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喦书院始建于南宋乾道
三年（1167 年），藏身萝峰山中，
山水环绕，幽静至极。踏上石
阶，走向书院，只见正门左侧的
偏门上刻着“种德”二字，这里是
玉喦书院的起源。

钟玉嵒之父钟遂和在 1167
年告老还乡后建立了种德庵，意
为“培育美好品德”，是钟氏族人
读书学习的地方。钟玉嵒在此
读书，中进士，当朝为官，后来辞
官还乡后在种德庵的东面扩建

“萝坑精舍”，作为讲学的场所。
钟玉嵒去世后，其子钟仕绅为纪
念父亲的功德，在院内塑钟玉嵒
像以留后人拜祭纪念。并将“萝
坑精舍”更匾为“玉嵒书院”，正
式设立为书院，并成为钟氏历代
承传家学之地。

玉喦书院自明代开始便声名
远播，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曾来
此游览，书院内可谓“藏宝无
数”。院内如今还保留了大量珍
贵的匾额、石刻、碑文，有韩愈的

“鸢飞鱼跃”匾额、朱熹的“忠孝廉
节”字匾、文天祥的《幕府杂诗》四
首、海瑞的联句、衡阳王的题匾、
郑板桥的四季竹刻、张之洞的诗
碑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也是岭

南建筑的一个代表之地，是集书
院、祠堂、寺庙、园林于一身的独
特文化建筑。萝岗钟氏文化协
会秘书长钟民宪介绍，玉喦书院
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个地
方，既有书院，也有佛堂，还有道
观，800余年来未曾消亡。现保
存有余庆楼、玉喦堂、种德庵、天
尊堂、观音殿、山高水长亭、文昌
庙等名胜古迹。

院中最特别的一处建筑形
制，就是玉喦堂与余庆楼七个屋
檐构成的“七檐滴水”。所谓“七
檐滴水”，是指下雨时雨水通过屋
檐的七个位置，滴向地面的金鱼
池。“七檐滴水”是王公贵族才有
的建筑样式，民间不可私自建
造。这缘于当年钟玉喦曾对三皇
子有救命之恩，三皇子命人仿皇
宫“八檐滴水”的格局重建“萝坑
精舍”，为了不僭越礼制，特地建
为“七檐滴水”，并将此建筑格局
沿用至今。

而书院内另一宝藏之地则
是文昌庙旁的一棵“千年荔枝
树”。这是广州目前有记载的树
龄最老的古树，树龄已有 1021
年，保护级别为一级古树。奇特
的是，这棵千年荔枝树经历千年
沧桑，依旧枝繁叶茂，在2021年
出现罕见大丰收，一棵树上竟然
结出了“甜岩”和“山枝”两种荔
果，成为一时美谈。

玉喦书院在2008年被评为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萝岗钟氏
后人也于2008年成立了萝岗钟
氏文化协会，协助政府保护本地
区古建筑、历史文化遗产，查找、
考察散失的萝岗钟氏历史，传承
钟氏百年文脉。钟民宪介绍，目
前协会承担了玉喦诞、萝岗香
雪、萝岗会景、端午午时茶、萝
岗果制工艺等6个非遗项目，他
们将发挥钟氏后人的力量，不断
努力传承传统文化。

羊城晚报讯 记者高焓、陈
秋明，通讯员荔宣报道：近日，荔
湾区西塱裕安围历史文化中心
揭牌，市民在这里不仅可以重温
裕安围的革命历史，还可以在互
动中探索荔湾的非遗文化。该
中心共有三层，一层为革命历史
展厅，二层是非遗、书画展览厅，
三层的会议室将用于开展党课
等活动。

中心门口有两幅“3D 错觉
巨幅画”，展现了裕安围的革命
历史和田园风光，它们由广州泥
塑传承人万以琚、万以珩历时两
个多月精心绘制。不少观众在
裕安围的“牌坊”前跃跃欲试，或
是踮脚踩在荷叶上试图“摘”一
朵荷花，或是在红色文化广场

“推”手推车。
莲叶田田、虫鸣清脆，在该

中心的二层，市民仿佛置身田
园，沉浸式体验广彩、广州泥塑
等诸多非遗项目的魅力。在“观
赏”非遗之余，还将有机会和非
遗大师面对面。日前，牙雕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民
辉等 6 位大师受聘担任非遗传
承研学导师，国家级画师、工艺
美术师周广源等 4 位艺术名家
受聘担任文艺教育研学导师。

“希望整合辖内的文化资源，
争取每个月为居民带来一个主题
的课程。”东漖街道团工委负责人
欧阳宁介绍，未来，街道的党群服
务阵地将邀请10位导师为居民
开课。“希望通过展览、展演等多
种形式，让非遗进社区、进校园、
进企业、进机关、进联社。”

在挖掘非遗文化之余，中心
还将开展系列红色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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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在广州市黄埔区的萝峰山中，有一座始建
于南宋的古书院——玉喦书院，也称萝峰寺，
距今已经有800余年历史，是广州现存最早、
保存最好的书院之一。每年农历五月二十，
这里都会举行“玉喦诞”，是萝岗钟氏后人为
纪念其先祖钟玉喦而举行的传统民俗文化活
动，也是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日前，这里刚刚举行完2022年玉喦诞文
化节，受疫情影响，这次活动并未大范围举
行，仅保留了传统的拜祭仪式。钟玉喦是
谁？玉喦书院流传 800 余年，背后又有哪些
故事？今天，《粤讲粤有古》带你走进这座神
奇的古书院。

扫码可听音频

又到一年“玉喦诞”
走进广州现存最古老的书院

增城

荔湾

裕安围历史文化中心揭牌

记者注意到，今年广州各
荔枝主力产区不约而同乘上
电子商务的发展东风，通过
互联网营销手段，打造荔枝
品牌，为各式农副产品带来
生机。

6月15日，在增城区仙村
镇基岗村荔枝文化园内，仙进
奉直播带货活动开启。内地
男歌手、水木年华成员缪杰和
拥有近5000万粉丝的抖音达
人祝晓晗共同担任本次直播
的主持。此次直播后，待荔枝
成熟期，还将有100个带货直
播间、1000 位短视频直播带
货达人、20000条带货短视频
组成的直播矩阵，面向千万消
费者，对仙进奉荔枝进行为期
10天的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从化区总工会则结合“荔
枝节”主题，与区农业农村局、
区人社局共同举办“活力工

匠·助荔从化”——
广 州 从 化 电

商直

播营销劳动竞赛，为从化“电
商人”搭建更广阔的锻炼平台
和展示舞台。竞赛除吸引了
区内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
互联网（新媒体）企业、新农人
团队以及从事农业活动的社
会组织等团队参赛，还牵线了
区内各大高校，共计 40 支队
伍参加竞赛。竞赛自启动至
7月15日期间，各参赛队伍将
在各大直播平台进行从化荔
枝直播营销。

此外，“荔枝+”模式是近
年各区打造荔枝品牌的另一
重要手段。据了解，黄埔区将
在 6 月底举办“千年荔乡、荔
久弥新”2022年黄埔千年荔枝
文化节活动，推出“黄埔荔枝
有段古”荔枝宣传视频、黄埔
百年荔枝手绘地图和VR地图
等，立体呈现黄埔荔枝的古往
今来，述说有关黄埔荔
枝的名人、名事、名品。

结合荔枝季的
开 启 ，从 化 开

展 2022“荔”游从化旅游活
动，发布荔枝导购图、
荔枝纪念邮票、文旅精
品线路等，助推荔枝
加工新品投入消
费市场，同时通
过多种形式
的新媒体宣
传推广，
扩 大 从
化 荔 枝
的 市 场
影响力。

乡村振兴大擂台
花都何以代表广州出征

各荔枝主力产区提前谋划
创新举措，助力荔枝销售

雨水气温因素叠加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付怡 周聪 侯梦菲 符畅 通讯员 范敏玲

5月，随着增城三月红抢鲜上市，广州荔枝季开启。作
为我国荔枝名优产区，广州多个区种植有优质品种荔枝。
记者了解到，今年受到降雨、气温等因素影响，从化、增城
等荔枝主力产区荔枝产量有所减少。

刚结束不久的省十三次党代会上，中共广东省第十二
届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荔枝、菠萝、茶叶、柚子、橘红、陈
皮、花卉、水产、畜禽等优质特色农产品卖出了好价钱，农
民兄弟心中乐开了花。”农产品如何实现优质优价，无疑是
重大的民生课题。记者了解到，面对晚熟、减产等叠加因
素，各荔枝主力产区提前谋划，创新举措，助力荔枝销售。

在广州，从化区、增城区、
白云区、黄埔区、南沙区、花都
区均种植荔枝，其中尤以从化、
增城种植最广、产量最高。

记者从从化区农业农村局
了解到，从化区现有荔枝品种
达116个，其中以流溪桂味、温
泉双壳槐枝、井岗红糯、流溪红
荔等优质品种为主。今年从化
荔枝上市时间集中在6月下旬
至8月初。预估今年荔枝总产
量在3.5万至4.5万吨。

作为广州荔枝的另一主产
区，今年增城区荔枝有增城挂
绿、仙进奉、北园绿、水晶球、甜
岩、桂味、糯米糍等 70 多个品
种，总产量约4.5万吨，5月至7
月陆续成熟上市。

此外，白云区第一批白蜡
荔枝也已经进入成熟期。据
悉，今年白云区荔枝总产量预
计和去年基本持平。在黄埔
区，则种植有笔村糯米糍、萝岗
桂味、“帝进奉”等优质品种，预
计今年产量约3000吨。

5月 17 日，2022 年广州荔
枝“12221”市场营销系列活动
启动会上，广州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广州今年将有巨
美人、无核荔枝、岭丰糯、井岗红
糯等荔枝新品种上市。其中，巨

美人是华南农业大学团队人工
杂交试验研发的新品系，其果实
大，平均单果重50g左右，多汁
清甜，肉质爽脆。“这些新品种将
成为2022年市场新星。”

据悉，今年广州荔枝预计
产量 11.4 万吨，上市时间将覆
盖整个夏天，其中妃子笑、白蜡
等于5月下旬上市，桂味、仙进
奉、挂绿、水晶球等于6月上中
旬上市，糯米糍、井岗红糯、岭
丰糯等6月下旬上市，7月上旬
有无核荔枝、怀枝等上市。

受到前期低温、阴雨天气
影响，今年广州荔枝产量较前
两年有所减少。从化区农业农
村局介绍，从化荔枝今年预计
出现“量减价增”。

广州市从化华隆果菜保鲜
有限公司市场销售中心总监曾
发超告诉记者，受天气原因影
响，今年荔枝产量预计比去年
有所减少，相应的荔枝价格预
计会翻倍。“今年优质的荔枝品
种价格预计为 10元到 15元一
斤。现在，最早一批荔枝产出，
价格更贵，6月 20 日以后荔枝
价格会逐渐回落。”例如，“糯米
糍”荔枝的价格在去年的基础
上翻倍；“妃子笑”荔枝连运费
预计售价12元到15元/斤。

广州预计产量11.4万吨
优质品种价格或可翻倍

定制模式再次升级
果未成熟就被订购

乘互联网新业态东风
全方位打造荔枝品牌

这里不仅可重温裕安围革命
历史，还能探索荔湾非遗文化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
讯员何秋玲报道：近日，家住荔
湖街罗岗村的叶姨跌伤入院，
因 已 参 加 增 城“ 银 龄 安 康 行
动”，除医保报销外，还能收到
一笔保险公司的赔付款，减轻
家里负担。在增城，还有不少
老年人像叶姨一样，获得“银龄
安康行动”的保障。

“银龄安康行动”又称为老年
人意外伤害保险，是增城区委、区
政府联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增城支公司实施的关爱老年
人的一项公益型综合性保障保险。

据了解，目前，“银龄安康行
动”包括政府出资统保和自费两
种参保形式。政府出资统保，即
由政府出资，统一为增城区户籍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一份
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20
元/人/年。其间如被保险人因

意外导致身故、伤残，最高赔付
5000 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障最
高为300元；意外住院津贴为30
元/天（单次限 90 天，全年限 180
天）；全年最高保额为10700元。

自费即在政府统保的基础上
自费加保，由社会力量、老年人及
其子女等购买，100元/人/年（每
位老年人最多购买2份）。其间如
被保险人因意外导致身故、伤残，
最高赔付15000元；意外伤害医疗
保障最高为1000元；意外住院津
贴为50元/天（单次限90天，全年
限 180 天）；全 年 最 高 保 额 为
25000元。

2021 年，全区 13.87 万名老
年人获得统保保障，累计有 2.1
万名老人自愿自费升级保障，自
付费覆盖率达14.4%；全年共有
1071 人次获理赔保障，累计赔
付金额达205万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
仕、通讯员南宣报道：21
日，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
发区投资促进局与融捷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项目投资协议，这是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
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
方案》（以下简称《南沙方
案》）发布后，南沙迎来的
首个重大项目签约落地。

《南沙方案》提出，南
沙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推进智能纯电动
汽车研发和产业化。根
据项目投资协议，融捷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将把握《南沙方案》发布
契机，在南沙重点布局先
进制造、新能源等高新技
术产业。

据介绍，融捷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产业投资与科技创新
投资于一体的大型投资
控股集团。目前，所投资
企业市值已超过 9000 亿
元人民币、资产规模超过
2000亿元人民币、年营业
收入超过 3000 亿元人民
币、员工逾 35万人，产业

涉及锂资源开发与加工、
锂电池材料与装备、电子
墨水显示、教育信息化、
健康用品、战略投资、科
技创新投资等十多个行
业，产业基地和分支机构
分布于全球众多国家和
地区。

在锂电行业，融捷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
别持有上市公司融捷股
份23.72%（第一大股东）、
比亚迪5.32%的股份。

项目落地不仅将助
力南沙打造完整锂能源
产业链，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比亚迪的关联企业，
融捷股份在新能源锂电
产业链上游的一系列布
局，还有望与南沙整车产
业链形成协同对接。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向阳
表示，《南沙方案》出台以
后，南沙的区位优势愈加
凸显。融捷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将以此次合
作为契机，充分发挥集团
产业资源优势，为南沙高
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力支撑。

南沙再添“锂”动能
这是《南沙方案》发布后，

首个签约落地的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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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广州荔枝
或或““量减价增量减价增””

玉嵒诞现场

荔枝上市荔枝上市，，
种植户喜笑颜开种植户喜笑颜开

增城三月红荔枝上市

在今年荔枝价格上涨、产
量受影响的情况下，广州的荔
枝如何卖得更好？记者了解
到，在广东农产品“12221”市
场体系的指挥下，今年各荔枝
主力产区推出系列举措，助力
荔枝销售，增加果农收入，推
动荔枝产业发展。

5月20日，从化开启荔枝
“12221”市场营销系列活动，
以“卖荔枝，打品牌”为核心，
落实十大销售举措，进一步拓
宽荔枝销售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从化作为
广东荔枝中晚熟地区，自2018
年起，在广东最早推出“美荔
定制”荔枝定制活动，实现最
迟荔枝最早卖。今年从化还
创新升级荔枝定制模式，探索
推行市场定制、公益定制、综
合定制等模式，推出荔枝定制
5000棵，计划定制1.5万棵。

5月20日的启动活动上，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人
寿财险、中国电信等金融、保
险、通信企业就现场认购定制
荔枝树，打响了从化荔枝营销

“第一枪”。从化区工商联、京
东集团、王老吉等也分别与街
口街、城郊街、江埔街等签订
产销对接协议。近日，从化区
农业农村局科教科科长韦艳
梅向记者介绍：“目前从化区
通过发布一系列定制套餐，已
有45%的定制量。”

增城区同样开启荔枝团
体预购活动，在 6月 8日举行
的 2022 年增城荔枝“12221”
市场营销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上，广州市荔铭农产品有限公
司等9家电商渠道广、销售实
力强、市场资源多的采购商，
与增城区广州市东林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9 家本地

荔枝果场签订荔
枝产销合作意向
协议，现场成交预
售荔枝总量达 100
万斤。

此外，广州推
动 荔 枝 出 海 不 遗 余
力。今年从化加强与
海关部门沟通对接，全面做好
RCEP成员国产销对接，开展
从化荔枝果蔬优品全球行，助
力从化荔枝出口促销。

荔枝作为应季水果，产
出、销售季短暂，这意味着销
售的每个环节必须要快。今
年从化与各大物流平台紧密
合作，整合资源做大物流单
量，提前布局五镇三街200个
产区打包发货点、55 个荔枝
物流揽收点，全链条做好冷链
保障，保证送到消费者手上的
荔枝优质而新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