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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近日，梅州印发《梅
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
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细则》适用于参加梅州市职工医保
并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参
保人员，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
有效期3年。

根据《细则》，在门诊共济保障待
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不
设起付标准，在职职工发生的政策
范围内医疗费用，一级及以下定点
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 60%，二级定
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 55%，三级
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 50%，退
休人员支付比例相应提高 5 个百分
点。根据梅州 2020 年度和 2021 年

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
均工资分别为85160元和 86743 元，
明确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职工医
保普通门诊最高年支付限额分别为
1703.20元、1734.86元。

个人账户计入标准及管理也有
新变化，2022年 11月 1日起，在职职
工个人账户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
保险费计入，月计入标准为本人参保
缴费月基数的 2%，用人单位缴纳的
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划入统筹基
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按定额标准划入，月划入标
准为2021年全市基本养老金月平均
金额3730.74 元的 2.8%，划入金额为
104.46元/月。灵活就业退休人员个

人账户计入标准参照执行。
《细则》明确，个人账户可用于支

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
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
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
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
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配偶、父母、子
女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
参保人员本人退休时未达到职工医
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在定点
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
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以及其他
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得用于
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
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
围的支出。 （赖嘉华）

羊城晚报讯 据了解，《梅
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由梅州市八届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通过，经广
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 9月 29
日批准，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
起施行。

《条例》分为总则、文明行
为规范、保障与监督、法律责
任、附则等五章，共计三十四
条。《条例》所称文明行为，是
指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符合
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体现社会
文明进步的行为。

据悉，作为 2022 年梅州
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项目，
《条例》由梅州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委托第三方开展条例
起草工作。今年 5 月 12 日，
梅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条例草案
稿，向梅州市人大常委会提请
审议，这也是梅州市首部由人
大专门委员会提请常委会审
议的实体性法规。

其后，梅州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通过发函，召开调研座
谈会、改稿会，广泛征求社会
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征求广东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及省直
有关部门等各方面意见。广
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还主
持召开了省人大常委会立法
咨询专家参加的《条例》论证
会，进行逐条论证、修改。梅
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
主流媒体开展“文明行为大家
谈”等征求意见宣传活动，形
成了全民参与立法的浓厚氛
围。据统计，梅州市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在一审后收到的修
改意见建议共计约 80 条，其
中获得采纳的有44条。

《条例》的出台将有利于
提升梅州市社会文明程度，用
法治方式引领正确的价值判
断，提高社会道德水平。

（危健峰 赖嘉华）

“好山好水出好柚，甜甜蜜
蜜梅州柚……”稚嫩的童声响
起，原创歌曲《梅州柚》在不少
梅州人的朋友圈“刷屏”，这是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推广宣传

“梅州柚”的又一举措。
近年来，为持续打响梅州

柚品牌，梅州举办了“金柚开采
节”“中国柚子看梅州”等宣传
推广活动，借助网络力量展现
梅州金柚优质形象，扩大梅州
柚品牌知名度，助力梅州金柚
更好地走向更广阔市场。

与此同时，梅州鼓励新农
人进行网络销售、直播带货，通
过新的销售模式拓宽销售渠
道，也推广金柚品牌。在梅县
区桃尧镇的桃之源合作社仓
库，90后客家妹子廖玉兰已经
习惯通过直播销售金柚。“直播
能让更多客户了解咱们梅州的
金柚，销售环节更加简单、快
捷。”廖玉兰说，这两年通过网
络直播销售金柚，不仅销量增
加了近五成，连价格也比传统
批发销售翻了一番。

为打响梅州柚区域品牌，
梅州先后组建成立了广东梅州
客客柚果有限公司和梅州柚都
都果业有限公司，以梅州市为
区域单位，以统一的名称、统
一的标识、统一的品牌形象，
将梅州柚推向市场。而梅州柚
也有其吉祥物：代表梅县金柚
的“客客”和代表大埔蜜柚的

“都都”，其农创、文创产品也
渐渐走进市民生活，走向千家
万户。近年来，梅州坚持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积
极推动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
牌、产品品牌融合发展。2018
年，“梅州柚”位居“粤字号”区
域公用品牌百强榜榜首，品牌
价值达227.5亿元。

眼下，梅州着眼于整体产
业的发展，加快梅州柚产业生
产、加工、流通一体化进程，着
力培育专业合作社，加速形成
柚产业集群，注重同柚类相关
的二、三产业的培育，实施清洁
化生产，促进三产融合，把加工
业和休闲旅游作为融合的重点
产业，把创业创新作为融合的
强大功能，注重以“柚”为媒，充
分利用现代技术，延伸打造创
意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链条，
加速构建柚产业群体，确保协
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
效益的同步提高。

羊城晚报讯 10月 30日，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
体育组跆拳道比赛在清远市
阳山县体育馆圆满落幕。梅
州代表队共收获3金 4铜和8
个第五名，取得了自 2002 年
第十一届省运会梅州市参加
跆拳道项目以来的历届最好
成绩。

“此次梅州参加竞技体育
组跆拳道项目的参赛选手有
42名，大部分选手都已‘身经
百战’，也有几位新人初次参
加省级比赛，取得不错的成
绩。”跆拳道项目团队教练黄
汉松介绍，梅州市跆拳道队自
2001 年组建，不断提升队伍
的专业技术水平，为此次创造
佳绩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本次参加跆拳道
比赛的梅州选手中，刘曜乐在
男甲+74 公斤比赛中获得冠
军，为梅州收获自 2001 年组
建跆拳道队以来的首块跆拳
道男子省运会金牌；张楚玲获
女甲 53 公斤金牌，卓裕霞在
女乙+59 公斤比赛中同样荣
获冠军。

（赖嘉华）

《梅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细则》自11月1日起施行

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不设起付标准

《梅州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

11月1日起施行

3金4铜！
梅州取得省运会
跆拳道比赛
历史最好成绩

首届“汕头人才周”启动
努力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

羊城晚报记者 张晓宜、赵映光 通讯员 汕宣

近年来，汕头市十分注重以
人才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从顶
层设计上做了全方位谋划。该
市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先后多次对人才政策进行
迭代更新、优化升级，坚持边实
施、边修订、边完善，构筑起人
才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确
保人才政策惠及更多高层次人
才，为汕头构筑了新一轮发展
的人才政策优势。

2020年2月，汕头市委、市
政府战略性部署实施引进博
（硕）士三年行动计划，计划用三
年时间引进1000名博士、3000
名硕士，重点引进理工农医科专
业紧缺急需人才。目前，全市现
有全职院士2名，“双聘”院士4
名，引进博硕士超5000名，认定
市高层次人才超1500名，一支
颇具规模、素质优良的现代化人
才队伍加速形成。

除此之外，汕头市还专门
出台配套政策文件，全面兑现
博（硕）士住房补助、生活补贴、

薪酬补助等，截至目前已发放
博（硕）士各类补助2.3亿元。

筑巢引凤，厚植人才沃
土。近年来，汕头市以华侨试
验区人才大厦、高层次人才

“一站式”服务专区、博士和博
士后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潮汕
文艺人才一条街作为先行点和
示范点，连点成线、以点带面
初步形成全市人才服务平台网
络，为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
目前，全市有人才驿站总站 1
个，区（县）人才驿站分站6个，
华侨试验区分站 1 个，县级乡
村振兴人才驿站 5 个，镇级乡
村振兴人才驿站20个。

当前，汕头正展现出强劲
的发展势头，打造独具魅力的
滨海城市，对广大海内外优秀
人才愈发渴求。凭借首届“汕
头人才周”活动，未来汕头将
持续加强人才工作，进一步推
进人才强市建设，为打造现代
化活力特区贡献注入强大的引
擎动力。

人才兴则城市兴，人才
强则城市强。11 月 1 日，汕
头市正式开启首届“汕头人
才周”活动，多位中国科学
院院士，以及各所高校和科
研 机 构 的 专 家 学 者 齐 聚 鮀
城、共襄盛会，为汕头高质
量 发 展 提 供 强 大 的 人 才 与
智力支持。

在潮博中心，随着悠扬
的潮乐缓缓传出，全国戏曲
表 演 领 军 人 才 林 燕 云 惊 艳
亮相，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
场 精 彩 的 潮 剧 演 出 。 开 幕
当天，汕头市举行了“才聚
鮀城”非遗人才系列展演活
动，除了林燕云外，还有陶
瓷微雕、木雕、剪纸等非遗
传承人带来的技艺展示，以
及食雕、果酱画、工夫茶艺
等传统技艺展演。

当天开幕活动结束后，出
席活动的领导嘉宾还参观了
潮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汕头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潮汕

华侨博物馆等展馆，观看非遗
人才展演、潮剧汇演、美术作
品展，现场感受汕头历史文化
魅力和特区发展活力。

据了解，首届“汕头人才
周”活动丰富多彩，除了首日
开幕式外，接下来还将举办
一系列人才交流研讨活动：

“广东青年科学家汕头行”系
列活动、汕头市乡村振兴人
才创新创业分享会等活动，
将聚焦优秀青年人才，为人
才发展播下“种子”；汕头市
化学与精细化工产业创新战
略高端研讨会、汕头市产学
研“面对面”精细化工产业专
场对接活动等会议将探讨精
细化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为 产 业 跃 升 注 入 智 力“ 燃
料”；此外，“潮汕牛肉”小吃
技能大赛、“三新两特一大”
产业技能大赛、“文化技工”
技能竞赛等多场活动更是为
广大优秀人才提供了交流提
升的重要平台。

秋风送爽，硕果累
累。11月 1日下午，一场精英

荟萃的人才盛会——2022 年首届
“汕头人才周”活动在汕头市潮汕历史
文化博览中心正式启动。记者了解到，汕
头市接下来将围绕人才强市开展高端研讨
会、创新创业分享会、技能大赛等一系列人才
交流活动。

近年来，汕头市大力招贤纳士，人才工作成效
显著。“当前，汕头正迎来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是
各方英才施展才华的‘追梦之城’。”汕头市委书
记温湛滨表示，要把人才工程作为头号工程，
下大力气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努
力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用心用
情解决人才后顾之忧，真正让人

才立足汕头、深耕汕头、成
就汕头。

大力推进人才强市建设多位中科院院士齐聚鮀城

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牛智杰

秋色映丰景，霜降催果熟。霜降已过，梅州金柚进
入了采摘期。据悉，今年梅州金柚品质好，果园收购价
略有上涨，预计全市金柚产量超50万吨。从零散栽种
到“中国金柚之乡”，梅州金柚历经百年岁月，逐渐成长
为全国知名品牌。

近年来，梅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推行标准化种植、严格把握开采
时间、延长产业链、宣传推广“梅州柚”品牌等举措，让梅
州柚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帮助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金秋时节，梅州大小柚园一
派忙碌景象。柚树上挂满沉甸
甸的果子，柚农则在树下忙着采
摘、装筐、运输。“今年我种了30
亩金柚，糖度和水分都不错，品
质很好。”在梅州市雁洋镇南福
金柚公园，正在采摘金柚的柚农
陈文均说，今年金柚质优味甜，
目前他家订单饱满。

据统计，梅州全市金柚种植
面积约为32万亩，是全球最大的
沙田柚生产基地，预计今年产量
超50万吨。日前梅州市梅州柚产
业协会和梅县区农科所对金柚主
产区10个基地的金柚质量进行了
随机抽取监测，结果显示今年梅
州金柚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即糖度）最高达18.5度，最低13.5
度，平均15.0度，糖度普遍提高2
度以上。

“今年金柚品质好、风味佳、
耐储藏，梅县区的果园收购价平
均提高 0.8 元/公斤。”梅县区农
业农村局农业推广研究员房志
芬表示。

“现在，柚园的温湿度、土壤
pH 值、病虫害管理和光照强度
等数据一目了然。通过对这些数
据进行分析，专家可以更好地指
导柚农种植金柚。”在位于梅县
区雁洋镇的梅县金柚智慧科技展
厅，展厅工作人员指着一个数据
大屏向记者介绍，这个数据大屏
汇集了梅县区所有5亩以上种植

户的数据，通过物联网技术和大
数据等先进技术助推梅县金柚发
展。这是近年梅县区建设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的智慧农业项目。

据悉，梅县区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以“梅州柚—梅县金柚”
为主导产业，围绕培优培强金柚
产业，持续优化金柚种植，按“两
园一轴两片区”的产业布局，在
辖区12个金柚主产镇规划建设
现代农业产业园。

近年来，梅州大力发展智慧
农业，推广标准化种植，严格把
握开采时间、倡导“匠心”种好
柚，推行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
溉、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等集成
技术，提高山地机械化程度、降
低人工成本，加快改造品种老
化、管理不善的残次果园，落实
技术挂点、持续开展梅州柚品质
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推动梅州金柚标准化、生态化、
规模化种植。与此同时，梅州加
强质量分级和安全检测、加强农
资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
农产品可追溯体系、把好柚果产
品“入市关”。此外，梅州出台
《梅州柚产业发展规划（2019-
2025）》《梅州柚产业发展工作
实施方案（2020-2025 年）》和《梅
州柚-梅县金柚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2019-2025 年）》，加快打造梅
州柚-梅县金柚优势产业带，进
一步推动梅州柚发展。

在梅县（大黄）金柚产业园，
一颗颗金柚通过流水线经过自动
化清洗、分级设备依等级堆起一
座座“柚山”。“金柚从种植基地采
摘下来后，在我们这里，通过自动
化筛选、自动化清洗、全自动无损
测糖分选生产线等设备分出柚果
等级。”工作人员说，随后这些金
柚将经过统一科学的管理、加工、
存储、包装，发往全国各地。近年
来，梅州高度重视仓储、物流等的
建设，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建
立完善的农业设施，特别是以柚
果仓储为重点的附属设施，大大
提升和改善了柚果仓储能力，为
柚果的采后清洗、包装、分级、储
存及持续供货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促进了柚产业的转型升级。

“除上市的鲜果金柚外，因为
外观不好等原因难以出售的金
柚，也可以作为工业原料进行加
工。”在梅县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城东园区，梅县区金柚龙头企
业广东李金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永生说，该公司的梅州
柚深加工项目一期已投产，预计
项目全面投产后可年产高纯度柚
苷1000吨，年产值达2.5亿元，将
带动5000户以上农户增收致富。

“柚苷可用作食用添加剂，可
以用于制作胶姆糖、清凉饮料
等。”李永生说，提取柚苷使用的
主要是梳果期农民梳落的小柚
果，通过对小柚果进行深加工，

“变废为宝”，为农民增收。
“一颗柚果能变成多种产品，

在千变万化中实现柚果的全果利
用。”在梅州市珍宝金柚实业有限
公司的产品展示区，该公司副总
经理张伟斯说，该公司研发出了
金柚花茶、原浆、啤酒、休闲食品、
日化等五大系列的柚类加工产
品，让梅州柚“年年见变成了天天
见”，有效延长了梅州柚产业链，
助力梅州柚产业做大做强。如
今，该公司每年向柚农收购加工
约1万吨柚果，并与柚农签订了两
万多亩的柚果合作基地，有效带
动了当地柚果产业发展。

金柚月饼、柚花茶、柚皮蜜
饯、金柚啤酒、金柚精油、金柚洗
发水……如今在梅州，一年四季

都可品尝柚子滋味，感受柚花芳
香。农业专家分析，农产品深加
工是连接初级农产品与最终消费
的中间环节，不仅能够提升初级
农产品的附加值，分散农户农业
生产遭受自然灾害的风险，也能
延长农业产业链，有力推进农业
产业化进程。

对此梅州大力扶持金柚精深
加工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柚
果综合利用加工体系，建成了商
品化程度较高的金柚产业链，培
育了李金柚、珍宝金柚、嘉俊食
品、富柚生物等精深加工企业，成
功开发出柚苷、柚苷二氢查耳酮、
金柚原浆、金柚啤酒、金柚果脯、
金柚饮料、金柚花茶、金柚洗护等
系列产品，提升了金柚附加值。

擦亮名片
梅州柚品牌效益凸显

科技赋能，标准化种植增产提质 全果利用，产业链延长提升价值

“柚”见丰收
梅州金柚全产业链助农增收，

着力打响“梅州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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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柚精深加工产品 丘锐妮 摄

梅州金柚 牛智杰 摄

柚农采摘金柚 牛智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