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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 近日，走进位于四川

省彭州市濛阳街道的天府蔬博园，

绿色铺满大地，在阳光下散发着勃

勃生机。这是成都国际陆港彭州片

区首个C+农商文旅融合项目，今年

春节试营业，接待游客上万人次。

据悉，成都国际陆港彭州片区

是成都市“三个做优做强”首批实施

的24个重点片区之一，规划范围约

10.48平方公里，北至汉彭大道（规

划），南至成格铁路，西至蔬香大道

菜博会地块，东至天府大道北延线，

将以“一港四片”为空间布局，高质

量建设国际农副产品及食品专业物

流港、成德临港商务服务基地、北部

都市圈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从蔬博园沿着物流大道一路前

行，一个个重大项目集群正在热火

朝天地建设中。据彭州市发展改革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地处成德

临港经济产业带的濛阳农副产品专

业物流港，成都国际陆港彭州片区

以项目集群加快推动建设，今年将

重点推进总投资614.53亿元的18

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35.55亿元。

在成都国际陆港彭州片区核心

启动区内，一个以濛水、蜀山为设计

理念的“城市会客厅”已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即将投入使用。这个集文

化地标、商业休闲、旅游观光于一体

的标志性建筑，深入挖掘老城历史

遗存建筑的文化内涵，并注重以人

为本、开放共享，将成为彭州片区核

心濛阳新城的全新城市名片。

据彭州市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成都国际陆港彭州片区将

按照“一港四片”的功能结构进行打

造，彰显成都国际门户枢纽功能。

其中，“一港”为成都铁路港大港区

农副产品及食品专业物流港，将主

要承担国际农副产品及食品专业物

流功能；“四片区”为临港农副产品

及食品加工商贸物流区、成德临港

商务服务区、城市商业智慧云区和

高品质生活示范区，持续提升国际

门户枢纽功能，不断增强片区资源

要素吸附能力，塑造辐射北部都市

圈的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在位于濛阳的四川国际农产品

交易中心近旁的工地上，头戴安全

帽的工人正紧张忙碌着，这是生鲜

全产业链“准独角兽”企业——成都

标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5.2

亿元建设的标果西南智慧农产品供

应链服务基地暨结算中心项目。该

项目将通过“线下供应链服务基

地+线上农产品交易平台”相结合

的方式，将大数据、冷链物流、电子

商务等技术充分运用到现代农产品

供应链流通中。项目全面达产后，

预计年营业收入为5亿元，年税收

超3000万元。

按照“建圈强链”理念，成都国

际陆港彭州片区编制重大项目清

单，建立起项目“进度图”和“保障

图”，目前正加快推进天府大道北延

线（彭州濛阳段）、“城市会客厅”等

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永辉供应链二

期及标果供应链一期项目建设，力

争2023年竣工并投入运营。“我们

希望打造营收千亿级‘陆港+’产业

集群，带动片区发展，高质量推进成

都国际陆港建设。”彭州市发展改革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何子蕊）

□ 本报记者 薛秀红

3月中旬的陕西省汉中市，漫山

遍野披挂上了黄绿相间春的颜色，在

油菜花开得肆意奔放的时节，山间丘

陵连片的茶树也悄然吐绿，冒出了嫩

嫩的枝芽，迎来了属于它的采摘季节。

把茶产业作为单项冠军特色产业

来抓的汉中市，近年来立足生态资源

禀赋和产业发展目标，坚持统筹做好

“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

章，持续实施全产业链建设，走出了一

条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之路。2022年，全市茶园总

面积 132.4 万亩，茶叶总产量 6.4 万

吨，干毛茶产值92.6亿元，产量、产值

较2021年分别增长2.1%和4.75%，综

合产值达370亿元。

助力农户脱贫致富

3月17日，在西乡县峡口镇，当地

茶叶种植大户袁兴伟正在组织峡口镇

和柳树镇的10多个农户进园采茶。

这些农户每人每天收入150元左右，

采摘期持续1个月。袁兴伟指着茶园

笑得合不拢嘴：“我这个茶园有10多

亩，一年能有3万多元收入。”

据记者了解，汉中市产茶区域覆

盖8个县区、91个镇、746个村。袁兴伟

所在的西乡县有茶园36万亩，年产茶

叶1.7万吨、产值22亿元，拥有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镇1个、示范村2个，

省级茶叶专业示范镇4个、省级标准

化示范茶园28个。

早在 2005 年，为了统筹抓好全

市茶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汉中市政

府成立了汉中市茶产业发展办公

室，后更名为汉中市茶业发展中

心。该中心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汉中市将茶产业作为全市

“3+4+N”特色产业体系的首位产

业，并列入“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

化规划中。市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

元支持茶产业发展，其中镇巴县、西

乡县每年投入6500万元，全市累计

投入财政资金、社会资本近30亿元。

西乡县茶叶种植历史悠久，至今

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大西北茶马古

道（陕甘青新）最主要的供茶地。茶产

业逐步发展成为当地群众认可度最高

的农业产业，西乡县也因此成为陕西

省规模最大的产茶县。苏建华是西乡

县峡口镇人，2013年被列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此后通过发展茶叶产业，

2020年成功实现脱贫。目前，他家

的茶园种植面积达16亩，年收入4.8

万元，并带动周边农户一起致富。据

统计，2022年，西乡县种茶农户户均

茶叶收入14535元，有效支撑了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推进品牌价值提升

3月17日，记者一行来到勉县阜

川镇小河庙茶山。天气虽有些凉意，

但依然有不少村民挎着背篓穿梭在茶

园采茶。云雾缭绕的远山，漫山遍野

的茶树，加之近前金灿灿的油菜花、

粉嫩的桃花，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居

美景。阜川镇党委书记刘晓菊向记

者介绍说，“勉县共有茶园20万亩、茶

叶加工企业合作社120余家，年产干

茶1万多吨，是名优绿茶汉中仙毫的

高产区。”据了解，因勉县茶园大多分

布在海拔800~1200米的丘陵山区，

茶叶生长周期长，内含物质丰富，深受

消费者喜爱。

“近几年我们新出品的汉上锦白

茶、茉莉花茶、桂花红茶、栀子红茶等，

市场前景都非常不错，沔水春牌劳保茶

年销售额达2000万元以上。”刘晓菊

介绍说。

为更好地种出优质茶叶，汉中市

示范推广全程机械化、水肥一体化技

术。汉中还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联合研发出汉茶新品类“汉中蜜

黄”，量产后夏秋茶利用率提高20%以

上。汉中茶产业逐步形成了以绿、红

为主，白、黑、黄为辅的“五色汉茶、五

茶共舞”的发展格局。

西乡县在推行绿色种植、生态管

理方面更是走在了全省前列。目前，

全县茶园全部达到无公害茶园认证要

求，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认证达到全

县总产量的40%以上，西乡绿茶独特

的品质特征在陕茶中独树一帜。

2022年，西乡县被认定为全国茶业百

强县、陕西省首批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典型县。

做活做靓茶旅文章

如今，远在汉中最西边的宁强县，

因千山茶旅博物馆、青木川瞿家大院茶

文旅民宿成为网红打卡地。3月18日

一大早，记者一行来到青木川古镇瞿

家大院，前夜的细雨将瞿家大院冲

洗得愈加清新，几位工作人员正在为

20日一场当地人的婚礼忙碌着。这

座面积5000平方米的清朝中期古院

落披红挂彩，从云南空运过来的成箱

鲜切花摆满一地，吸引着记者和游客

的目光。

恢复修缮瞿家大院的是当地的

千山茶业有限公司，公司还在大院周

边建设了高标准休闲观光茶园。记

者一行驱车来到千山茶园，茶园与小

河庙茶山相比，地势颇为平缓，只见

三三两两的工人还在施工。茶园周

边已建起了景观步道，茶园最低处还

有个人工湖，湖虽不大，却为周边的

景色增添了一抹灵动。千山茶业公

司总经理王有泉指着茶园向记者介

绍说，“宁强县的气温要比勉县低，再

过一周就可采茶了。这里将发展成

为集茶乡风情展示、茶文化推介、乡

村生活体验、茶叶种植加工于一体的

现代美丽乡村旅游观光目的地。”

汉中近年来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茶园休闲观光、茶叶采制体验、茶园民

宿、茶文化展示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

茶产业由一产独大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转变。目前，全市共认定生态茶园

58个，打造茶乡精品旅游路线11条，

建成茶旅融合示范点20余个。

“成绩来之不易，我们依然面临不

少挑战。”汉中市茶业发展中心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汉中茶区属

于江北茶区最北缘，茶树生长在山区，

茶叶生产管理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成本

高，亩均收益远低于国内南方茶区；全

市茶叶生产企业多、小、散、弱，对产业

发展的示范带动和引领能力不强；汉中

茶叶品牌和浙江、安徽、云南、贵州等茶

叶大省的大品牌相比还有差距，品牌知

名度不高。”

“下一步，汉中将以提升综合效益

为核心，持续优化基地结构、扶持壮大

龙头企业、培育知名茶叶品牌、拓宽市

场销售渠道，让茶叶成为产业振兴的

重要抓手和茶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强

保障。”上述负责人充满信心地说。

□ 邓和明 李婧宇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是神农教

耕的“禾仓堡”，是山清水秀的“南岭明

珠”，是红色的“将军故里”，是炉火正

旺的“江南铸都”。春天的嘉禾，碧水

清流，绿树成荫，空气清新，风景宜人，

从城市到乡村，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

山水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今年以来，嘉禾县坚持以乡村振

兴为统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质

为切入点，以建设美丽生态文明村庄

为导向，整合“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和

“绿色”生态优势资源，深化文明村镇

创建，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发

展文旅、农旅特色产业，全力提质城乡

风貌，着力为第二届湖南旅游发展大

会增光添彩。

厚植红色文化沃土

袁家镇小街田村作为开国上将萧

克将军的故乡，是嘉禾县红色文化遗

址最为丰富的区域，也是湖南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趁着春和景明，不少

周边学生和群众前来接受党性教育。

目前，故居已接待市内外游客逾10万

人次。

修葺一新的萧克故居、宽阔通畅

的道路、整齐排列的路灯……近年来，

嘉禾县积极推进小街田村红色美丽乡

村建设，加强村内文物保护修缮，村里

路、水、电等基础设施随之改善，村容

村貌显著提升。“村里产业发展了，基

础设施完善了，环境变好了，大家的幸

福指数蹭蹭上涨。”不少村民纷纷竖起

大拇指。

如今，小街田村依托萧克故居红

色文化资源，立足湘南古村、绿色园

林、山水田园等特色优势，全面整治提

升城乡风貌，发展壮大红色旅游、“清

廉村居”干部教育培训、青少年红色研

学等产业，并向乡村休闲、民俗体验、

乡村旅居等文旅产业延伸，走出一条

以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2021年4月，小街田村被确定为湖南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

守护城乡绿水青山

春回大地，生机勃勃，绿意盎然，

晋屏镇下车村湘江源蔬菜基地里蔬菜

接连成片。该村将1000亩良田进行

统一整理，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引进华

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专业合作

社+公司+农户”发展模式，发展蔬菜、

水果大棚特色种植产业，聚焦“一县一

特”富硒蔬菜，发挥绿水青山综合效

益，打造省级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让

下车村“菜篮子”直供粤港澳大湾区。

在嘉禾县新城区嘉滨湖商业文化

公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方抢抓晴好

天气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助力旅发大

会。数十名工人正在作业，挖掘机挥

舞着铁臂平整土地，一辆辆运输车连

成一线，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该项

目建成后，将有力促进城市水生态建

设，提升玉中温泉3A级景区品质，进

一步增强城区“绿肺”功能。

近年来，嘉禾县始终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全面推

进城乡规划、城乡风貌、城乡融合、人

居环境、绿色农业、特色产业、营商环

境等高质量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抓实生态文明建设，奋力打

造城乡融合典范县城。

绘就村美人和画卷

2023年，郴州市将承办第二届湖

南旅游发展大会。嘉禾县坚决贯彻市

委、市政府“办会兴城”决策部署，把承

办好大会作为“一号工程”，按照“一拆

二改三清六化”要求和“六化”标准，高

频率调度，多层次督导，大力度激励，

全面推进乡村风貌提质整治。

嘉禾县制定了《郴州市承办第二

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嘉禾县城乡风

貌组工作方案》，实行全方位奖惩通

报机制，对精品旅游线路沿线所涉

及的7个乡镇50个行政村（社区）拆

危拆旧工作的危旧建筑物拆除、建

筑垃圾清运、复耕复绿、特殊人群住

房临时过渡安置进行 30 万元的奖

补、考核。

与此同时，城乡风貌提质整治行

动正在嘉禾县如火如荼进行中。在城

乡风貌提质工作第三周考核中，嘉禾

县排名全市第二，被授予流动红旗。

其中，被授予流动红旗的乡镇个数和

给予资金奖励村（社区）个数，均排全

市第一。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拆除违

建房5间、危房1388间、旧房3053间、

杂房3280间、空心房1436间、残垣断

壁1817处，拆除总面积达460878平

方米。

本报讯 近日，《合肥高新区工

业企业碳积分试点实施方案》正式

发布，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探

索实施工业企业碳积分试点，以点

带面推动园区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据了解，目前国内尚无园区层

面、以工业企业为管理主体的碳积

分制度，合肥高新区碳积分试点制

度为全国首创，具有创新示范效应。

“十四五”期间，我国工业高质

量发展进入关键期，碳达峰目标实

现正迈入窗口平台，夯实绿色生态基

底已然成为提升合肥高新区发展竞

争力的必然途径。工业领域节能降

碳是合肥高新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的核心关键。为科学指导和积

极推动工业领域节能降碳，基于现

有发展基础，合肥高新区结合自贸

试验区先行先试和改革创新土壤，

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以可复制

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充分发挥政策

效力，建设工业企业碳积分评价体

系，探索实施工业企业碳积分试点。

据悉，该方案通过选取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作为试点企业，建立基

础数据库，根据国家、省、市及行业

有关碳排放核算标准，结合不同产

业的碳排放强度标准及园区企业的

实际情况，核算碳积分，建立起碳积

分评价体系，建设碳积分管理平台，

并依托平台，建立企业碳信用管理

体系，逐步构建工业企业碳管理一

体化体系，加强结果运用，加快实现

节能减排、碳达峰碳中和、近零碳车

间及工厂等目标。

合肥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探索实施工业碳积

分试点，有助于引导企业提升碳排

放和碳管理意识和能力，利用经济

手段以较低成本推进产业和工业绿

色低碳升级，助力构建工业绿色低

碳转型与工业赋能绿色发展相互促

进、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格局。

未来，合肥高新区将坚持“快、准、

新、好”理念，通过在治理路径、技

术、机制、政策等多维度不断开放创

新试点，全方位构建园区绿色低碳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力争为全国工

业园区层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提供模式借鉴。 （张 艳）

“五色汉茶”共舞 业兴景美民富
陕西汉中市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大文章，茶产业由一产独大转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2022年茶叶产量、产值较2021年分别增长2.1%和4.75%，综合产值达370亿元

“红绿”相映景色新 山水田园入画卷
湖南嘉禾县整合“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优势资源，深化文明村镇创建，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发展文旅、农旅特色产业，城乡风貌提质展新颜

彭州着力打造千亿级“陆港+”产业集群

合肥高新区探索实施工业企业碳积分试点

位于汉中市勉县阜川镇小河庙的茶园已进入采摘期 本报记者 薛秀红 摄

青岛即墨青岛即墨：：汽车产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汽车产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连日来，在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青岛汽车产业新城，工人们加紧

赶制订单，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力争实现一季度“开门红”。近年来，即墨

区着力打造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和供应链，拥有汽车及配套生产企业400

余家，汽车产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图为在位于即墨区的一汽解放青

岛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工人在组装汽车。 新华社发（梁孝鹏 摄）

今年重点推进18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35.55亿元

以点带面推动园区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