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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资讯

风采MienMien

□ 黄 超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称冈州，

以广陈皮和葵扇闻名于世，具有“中国

陈皮之乡”美誉。2006年10月，原国

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新会陈皮”实施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陈皮药材分陈皮和

广陈皮两种，尤以广陈皮为优。清康

熙《本经逢原》载：陈皮“产粤东新会，陈

久者良”。广陈皮又称粤陈皮，为广东

新会大红柑的成熟干燥果皮。

新会陈皮为广东三宝之首，备受

历代医家的赞誉，享有“千年人参、百年

陈皮”的美誉。在五邑侨乡，华侨出国

多会随身携带陈皮，远在海外，用家乡

的味道治疗水土不服，慰藉思乡之情，

每当闻到陈皮的味道，总会泛起一股

家的温暖。陈皮也随着华侨的脚步让

世界各处弥漫醇香。

古法老陈皮 正号粤陈堂

“粤陈堂”是一家专注于新会古法

陈皮的研产销品牌，其首席柑艺师

梁国寅是近代新会陈皮核心产区茶坑村

种柑带头人之一。广东正号粤陈堂陈皮

有限公司拥有自然贮存陈皮与茶装置

的相关专利10余项，起草古法陈皮方

面的企业标准多项。

粤陈堂以“担当新会古法陈皮的

名片品牌”为使命，坚持“取材新会、日

晒风干、自然陈化、真实年份”的古法

工艺和诚信经营理念，其皮，具有陈而

不黑、香而不冲、干而不脆的活性陈化

三大特征，曾获原农业部副部长、全国

农业科技创业创新联盟主席刘坚题粤

陈堂商训“取材新会劳日做，入腹陈皮

勿欺人”。

公司成立“粤陈堂新会陈皮文化

研究中心”，深度挖掘新会陈皮的历史

与人文，研究成果有“新会陈皮 侨·商

古道”“古法陈皮活性陈化法”等，粤陈

堂愿将“粤陈越香”的中国传统药食文

化推向世界。

活性陈化 书写古法陈皮新传奇

“户家，麻绳串，灶尾挂；商家，麻

袋装，阁楼藏”，这是陈皮道地产地新

会自古流传的存放陈皮谚语。其中，

讲到户家的小批量陈皮采用麻绳串

联，挂于较为干燥的灶尾存放；批量较

大的商家，则是将陈皮置于麻袋中，放

在干燥通风的阁楼中贮存。不难发

现，保持陈皮的干燥，使其不发生霉变

和生虫，是陈皮贮存的关键点。

数百年来，新会人采用麻绳、麻袋

在灶尾、阁楼贮存出了一批又一批品

质上乘的陈皮，让新会陈皮声名鹊起，

成为道地药材。清朝大医师叶天仕所

开的著名的“二陈汤”，特别注明要用

“新会皮”，可见新会陈皮不一般的道

地性。

美中不足的是，户家在灶尾储存

的陈皮难免会有烟熏味，商家在有限

空间采用麻袋储存的陈皮则多了些许

的麻包味。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前惯

用的陈皮盛器多采用金属、食品级塑

胶、纸质等材料。上述材质不仅有效

解决了盛器异味问题，还因材质相对

麻包坚挺，储存的陈皮皮张舒展，碎皮

率明显减少，但其陈化效果与传统古

法陈化效果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为此，粤陈堂公司进行深入研究，

发现古法柑皮陈化法，除传统的三时

三色采收、三式三瓣的开皮方式外，使

用棉麻类包装物贮存材料，形成阻隔

虫卵、异物及粉尘的通风干燥的贮存

环境，最大限度保留陈皮中挥发油、黄

酮类等主要化学成分的活性，是古法

陈皮陈化的核心要旨。

粤陈堂公司将传统的麻布与金

属、食品级塑胶、纸质等陈皮盛具逐

一进行分析，再次发现传统盛具麻布

材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麻类织

物具有良好的吸氧、透气性和吸潮功

能，可以给陈皮提供干燥的有氧环

境，还因麻中含有有机酸和无机盐等

抑菌物质，可以有效减少陈皮霉菌、

虫蛀等风险。

粤陈堂公司通过对新会陈皮陈化

要旨的归纳与确定，取华去粕，结合现

代盛器材质与技术，还原了古法陈皮

的陈化环境，复原了古法活性陈化法，

并先后开发了古法陈皮活性陈化法存

袋、贮存瓶、贮存箱等专利器具与装

置，最终获得可相对最大限度保留陈

皮中挥发油、黄酮类化学成分活性的

陈化效果。

截至目前，粤陈堂公司先后起草

了《古法新会陈皮生产管理》《古法新

会陈皮分级管理》等企业标准4项。

新会陈皮 醇香侨·商古道

“新会陈皮 侨·商古道”是粤陈堂

新会陈皮文化研究中心在“古法陈皮

贮存与运输方法”研究过程中的一项

偶然发现，之后对该课题进行了深入

挖掘与研究。经初步整理发现，新会

陈皮的流通范围，较之“郑和下西洋”

时间、空间跨度更宏大、行程更漫长和

遥远，再现了新会陈皮数百年来的发

展史，最终绘制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新

会陈皮全球之旅。

新会是一座有着近1800年历史

的南粤文化名城，是广东历史上文风

最鼎盛的地区之一，有翰甲冈州的美

誉。新会也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有海

外侨胞、港澳台乡亲约70万人，广泛

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

不完全统计，至今分布世界各地的新

会冈州会馆或同性质的同乡会及宗亲

社团达50多个，分布于东南亚、美欧、

澳新等地。

据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粤陈堂新会陈皮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田一可介绍，早在

19世纪中叶，新会陈皮就随侨民远渡

重洋，并于之后的百年间在全球70多

个国家和地区、50多家“冈州会馆”

“新会同乡会”中安家，形成了特有的

“陈皮侨道”。1840年，全球第一家海

外“冈州会馆”在新加坡成立。全美冈

州会馆的成立可追溯至1849年，其前

身是冈州古庙，1854年正式改名为冈

州会馆，始属新会、鹤山两邑旅美华人

华侨乡亲的会馆，也是在美国成立的第

一个华人团体。百年间，新加坡、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新西兰、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英国、法国及中国港澳等国家和地

区的冈州会馆、同乡会相继成立。

“家乡的味道，浓浓的乡情。”一片

薄薄的陈皮，沉淀了侨乡文化的厚重

以及璀璨的人文。如果说冈州会馆是

新会人在异国他乡共同的家园，那么

陈皮就是新会人走到哪里都会带在身

边的家的味道。时至今日，新会人每

年晾晒的陈皮中，会有近2/3是准备

邮寄给海外的亲友的。小小的一片陈

皮，连接的不仅是他乡与故乡，更是与

家人团圆的思念；不仅饱含着家乡人对

海外亲友的牵挂，更是将身居海外的新

会人唤回魂牵梦绕的故乡的纽带。

新会自古为岭南的经济与文化重

镇，商业繁荣。早在宋代，陈皮已是南

北贸易商的广货、广药之一，远销至南

洋、美洲等地区。明末清初，新会陈皮

经由广州通过船运北上福建、浙江，在

浙江借助长江流域及京杭大运河，继

续北上乃至苏州、扬州、北京等地。清

康熙十七年（1678年），还在位于当年

苏州最繁华的商贸集散地“山塘街”落

成一家冈州会馆。向南，经澳门放洋

出海，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包括更遥远

的东南亚、南亚，至当年的吕宋、安南、

占城、真腊、暹罗、缅甸等地。至清代

乾隆、嘉庆年间，新会葵商在重庆、成

都等地相继开设德隆、悦隆等9家“隆”

字商号，主营葵扇，又大量经销新会陈

皮。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

《新会乡土志》记载，新会陈皮为当时

主要物产之一。民国元年（1912年）

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

30间，集中于会城河以南贤洲街一

带。当时，新会陈皮被运到上海、重

庆、广州3个主要市场，然后转销到全

国各地。至此，遍布全国的“陈皮商

道”业已呈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

化专家委员会主任，粤陈堂新会陈皮

文化研究中心荣誉顾问毛佩琦对“新

会陈皮 侨·商古道”研究总结指出：

“陈皮为药、膳、饮之佳品。常言说：一

两陈皮一两金。《本草纲目》记载，陈皮

‘今天下以广中来者为胜’。早在700

多年前的宋代，陈皮就远销南洋、美

洲各地。清同治皇帝更是将陈皮钦

点为宫廷贡品。随着华侨的脚步和

各地冈州会馆的建立，新会陈皮跨海

越洋，传遍了世界70余个国家和地

区。新会陈皮的特色指标，已被列入

《中国药典》成为‘广陈皮’的代表。陈

皮已经成为侨乡新会享誉中华走向世

界的耀眼明珠。”

粤陈堂守正创新 担当古法新会陈皮名片品牌

粤陈堂古法陈皮新会柑（茶坑）种植基地 （广东正号粤陈堂陈皮有限公司供图）

□ 万春林 徐远珍

深圳市别称“鹏城”，作为先发地区，

历经“农村城市化”“关内外一体化”几个

发展阶段，不仅是国内第一个没有农村

没有农民但有农业的城市，更是国内第

一个没有渔村没有渔民但有渔业的滨海

城市。

为适应“海洋大市”对渔业发展的更

高要求，经数轮机构改革，根据《深圳市

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有关

精神，“深圳市渔业服务与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深圳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于

2021年6月底完成新一轮机构改革，华

丽转身为“深圳市渔业发展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作为深圳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海洋渔业局）直属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加挂“深圳市水生动物

防疫检疫站”牌子。

近年来，中心在积极做好机构改革

各项工作的同时，紧紧围绕“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党史学习教育

宗旨，以党建促业务，在保障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各项工作的同时，全力推进落

实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计划，

出色完成了2021年各项工作，为深圳

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根据《2020年深圳市水产绿色健康养

殖“五大行动”工作方案》，中心于2021年

建成澳洲墨瑞鳕鱼工厂化循环水试验示

范基地1个、稻虾综合种养技术模式示范

推广基地4个，建成野生东风螺驯化养殖

及种质筛选试验示范基地、卵形鲳鲹水

产品种质库基地、斑节对虾优质种质资

源选育、保种和种苗繁育基地各1个，完

成了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深

圳试验基地养殖尾水处理系统改造和石

斑鱼工厂化养殖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试

验示范点建设，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

动”也在持续推进中。

按照2021年增殖放流计划，中心依

时在深圳大鹏海域举行增殖放流，共放

流鱼苗115万尾，斑节对虾苗511万尾，

超额完成年度增殖放流任务，并完成休

渔期前后渔业资源调查。调查显示，渔

业资源渔获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伏季休

渔显著降低了深圳海域的捕捞强度，对

恢复和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优化渔业种

群结构起到良好作用。

中心注重水产品质量安全，2021年

花大力气组织开展了两场水产品质量安

全宣传培训活动，培训水产养殖业者、经

营者共计115人，发放宣传资料1320份；

完成对全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12家养

殖单位24批次样品抽样监测，监测药残

种类包括孔雀石绿、氯霉素、氟喹诺酮

类、重金属等30个项目均为合格，检测

结果表明，深圳生产的水产品质量安全

可靠。

中心历来注重实验室能力建设。值

得一提的是，中心组织参加农业农村部

举办的2021年水生动物防疫系统实验

室检测能力验证，参加的14个项目全部

获得满意通过，同时具备2022年国家及

省级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相应疫病检

测实验室备选资格。全国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于2021年11月为中心颁发了“优秀

单位”证书。中心不断加强水生动物疫

病监测工作，2021年在全市设置6个疫

情测报点，全年共收到测报61次。从监

测和测报数据看，深圳未发生水生动物

重大疫病。

成绩属于过去，努力开创未来。

2022年，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将以更加饱

满的工作状态，紧紧围绕深圳渔业高质

量发展总要求，在做好各项日常业务的

同时，重点谋划开展新职能赋予的新业

务：协助开展深圳渔业高质量发展相关

政策研究；完成渔业科研示范基地（水生

动物救护中心）建设研究；制定外来水生

生物入侵调查方案，开展外来水生生物

入侵风险评估以及探索深圳渔业文化研

究与传承保护，加强合作交流，提升深圳

渔业国际化水平。

本报讯 “有了这么好的政策

扶持，又兑现了奖励资金，给我们

企业吃下了‘定心丸’，有信心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抢回来。”近日，湖南

省衡东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大

会召开，出台的一揽子促进科技创

新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大礼包”，让参会的民营企业家信

心满满。会上，湖南聚味堂食品有

限公司等65家企业共同分享了政

府奖励“红包”456万元。

2021年，面对疫情持续和经

济下行的双重压力，衡东县坚持抓

大园区、大产业、大项目，深入开展

“援企服务，助力倍增”行动，在全

省创新推行“先建后验”审批服务

模式改革，项目报建审批时间压缩

90%以上。全年完成规模工业总

产值161.32亿元，新增规上企业

21家，排名全市第一，一批优秀企

业形成产业发展“小气候”。其中，

湖南机油泵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稳居全国第一，国内每三辆乘用车

中就有一辆使用该公司的油泵产

品；纳金新材料生产的“二维软磁

合金吸波粉体”是5G高端信息产

品的关键原材料，占有国内细分市

场75%以上的份额，已进入华为、

苹果、三星等知名终端企业的供应

链；聚味堂成为湖南省“最年轻”的

老字号企业，是海底捞、费大厨等

知名餐饮品牌的合作伙作。

如何进一步推动“聚力中心

化”攻坚，重新焕发民营经济强县

雄风？衡东县有着自己的破题方

式。该县制定出台了促进科技创

新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6条等

一揽子政策文件，进一步优化政

策激励机制；坚持按照“分类指

导、一企一策”原则，对企业实施

精准帮扶，积极破解资金、技术、

招工等瓶颈问题，让企业放心投

资、安心经营、用心发展；实行项

目挂图作战“五个一”机制和项目

落地承诺兑现制，全面推行“赋码

入企，一码护商”，将衡阳赋码保

护平台延伸至全县 62 家单位、

156家企业，利用平台开展调研检

查办结133件、监督执法办结15件、

诉求服务办结3件，进一步畅通企

业诉求和权益保护渠道。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衡东县政府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衡东县将围绕产业发展及企业

技术需求，积极推进县经开区与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搭建产学研合作

创新平台；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

系，支持东健药业、聚味堂、纳金新

材料等高新技术企业创建技术中

心、重点实验室和创新创业孵化平

台，促进一批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

化；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和承接院校

科研成果，培育发展忆乐新材料、

广信化工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

创新型企业；聚焦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引导纳金新材料、衡东氟

化学等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

出一批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

（周 健）

耒阳：早稻机插作业助力春播“加速度”
本报讯 谷雨时节，湖南省耒

阳市各处育秧大棚内的早稻秧苗

长势喜人，种粮大户们正抢抓晴好

天气，将育秧大棚里育好的秧苗移

栽至田中，开启早稻插秧模式，田

间地头呈现出一派农忙景象。

在大市镇敖山村的高标准农

田里，一台台高速插秧机来回穿

梭，伴随着“哒哒”的发动机声音，

插秧机开过之处，一行行秧苗整齐

地挺立着，原本光秃秃的水稻田铺

上了一层淡淡的新绿。

“我们有插秧机、抛秧机、旋耕

机，还有可以施肥的无人机……”

创康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伍志

刚高兴地说，“购买农机，国家有补

贴，全程机械化种粮，不仅降低了

成本，还省工省肥，大大提高了效

率，机械化为春耕生产按下快进

键。”目前，合作社已拥有30多台

大、中、小型农机具，在满足自身机

械耕种需要的同时，还能替周边的

农户、散户代耕代插。

耒阳市今年的机插秧推广工

作，在“早、快、实”三字上下足了功

夫，落实计划早、项目启动快、政策

优惠实，全市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到74.05%，水稻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1.8%，农机

总量达7.81万台（套），农机总动力

达到92.56万千瓦，创历史新高。

今年，耒阳还将用好用活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加大农机新技术、

新机具演示推广力度，引导农机大

户、种粮大户申办农机专业合作

社，指导现有农机专业合作社争创

省级现代社、省级示范社和省级全

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努力

提升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作业

率和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力争年

底全市每个水稻种植乡镇（街道）

至少注册创办一家农机专业合作

社，至少购置安装一家农用连栋钢

架大棚，消除“空白”现象；推动全

市水稻育栽由零散式、手插手抛、

手工撒播等落后方式向集中式、设

施化、机械化、现代化迈进。

（李靖宇 谢新德）

衡东：“政策大礼包”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努力提升深圳渔业国际化水平
——深圳市渔业发展研究中心改革发展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