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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要闻·莲都

阅读提示

莲都区和黄埔区将在生态产业、文化旅游等多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有实质
性内容的交流对接活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 记者 王秋蕊

本报讯 7月 8日至 10日，上海市黄浦区区委常委、

副区长陈卓夫率代表团来莲都开展区域合作交流活动。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徐光文参加有关活动。

在 7月 9日下午召开的黄浦-莲都座谈交流会上，

区委副书记、区长陈豪致欢迎辞，并介绍莲都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

徐光文对黄浦区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

黄浦区关心、支持和厚爱莲都加快发展表示诚挚感

谢。徐光文表示，相识是福，亲戚之间越走越亲。接轨

上海、融入长三角，既是丽水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也

是莲都孜孜不倦的追求。2019年 11月，莲都与黄埔签

订友好合作框架协议，正式按下了两地合作的启动键，

双方合作从无到有，两地互动日益密切、收获满满。相

聚是缘，发展道路越走越宽。莲都是投资的宝地、创业

的高地和生活的福地，同时还具备后发优势，相信双方

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相知是情，两地合作越来越

好。黄浦区是国内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莲都万分期盼

搭上黄埔高质量发展的“快车”“便车”，希望黄浦区能

更多的帮助宣传推介莲都，常态化来往，长效化对接，共

同推动产业承接更有力、农旅合作更深入、交流机制更健

全，写好问海借力、接轨上海的崭新篇章。相信通过双方

的努力，一定能形成“山呼海应”“山高海阔”“山海共赢”

的良好局面。

陈卓夫介绍了黄浦区经济社会等发展情况，他说，此

次莲都之行，切身感觉到莲都自然环境优越、生态经济发

展、城市管理有序，给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也充分

感受到莲都区委区政府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持绿色发展的战略定力和成功实践，值得黄

浦区学习借鉴。

陈卓夫表示，两地结亲，期待双方在党委政府层面、

社会层面等各方面加强交流，在生态产业、文化旅游等多

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有实质性内容的交流对接活动，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相信双方共同努

力，一定能收获更加丰硕的成果。

会上，签订了《生态环境战略合作协议》和《文化旅游

战略合作协议》。

代表团先后考察了万洋低碳智造小镇、古堰画乡乡村旅

游创客示范基地、欢庭·下南山古民居开发保护项目等地。

□ 记者 王秋蕊 通讯员 陈阳

本报讯 目前，莲都区《关于加快茶产

业发展实施方案》正式出台。

茶产业是莲都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绿色产业。在此次出台的新政中，

新茶园发展和老茶园改造同步发展，对新

发展的无性系茶树良种茶园和改造荒芜

的鸠坑群体种老茶园，验收通过后，给予

1000元/亩补助。

新建茶叶标准化加工厂、茶叶简易加

工厂、改造茶叶加工厂、租用厂房和用地

保障等方面均有补助。对新建茶叶标准

化加工厂面积达到 300 平方米（含）以上

的，每平方米给予 450元补助，最高补助不

超过 200 万元；对新建茶叶简易加工厂面

积达到 100 平方米（含）以上的，每平方米

给予 300 元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10 万

元；改造茶厂面积达 50 平方米（含）以上

的，每平方米给予 200元补助，最高补助不

超过 5万元；租用厂房加工茶叶，每年按租

金的 50%（以租赁合同和税务发票为依

据）给予补助，连续补助三年，单个企业三

年补助总额不超过 20万元。

同时，对首次取得 SC食品生产许可证

和 SC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延续换证的主体

分别给予 3万元和 2万元补助。对新建标

准化加工厂、茶文旅融合项目，规划设计符

合相关要求的，在土地审批和用地指标上

予以优先保障；在茶叶基地建设初制茶叶

加工用房，用地按照农业设施用地审批。

农机购置补贴亦有补贴。对已列入

中央、省级补贴目录的茶叶机械，按上级

(中央和省级）购置补贴资金进行 1:1 等额

累加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60%。对新购

置未列入中央、省级补贴目录的茶叶生产

加工机械按实际购置价的 50%补助，单个

企业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万元。对新建山

地轨道运输机（要求轨道长度 200米以上）

项目的，在上级资金补贴的基础上累加补

助 40 元/米。对新建冷库的，在上级补助

资金的基础上累加补助 200元/立方米。

大力培育种茶主体，对新获得国家、

省、市、区级（茶叶）农业龙头企业荣誉称

号的，每家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

20万元、8万元、1万元奖励。对新获得国

家、省、市、区级（茶叶）示范性农民专业合

作社荣誉称号的，每家合作社分别一次性

给予 8 万元、5 万元、2 万元、0.5 万元奖

励。对新获得省、市、区级（茶叶）示范性

家庭农场荣誉称号的，每家家庭农场分别

一次性给予 2万元、1万元、0.5万元奖励。

对新获得中级、高级评茶员（茶艺师）的，

分别一次性给予 0.2 万元、0.5 万元补助。

对获得莲都区“茶叶经纪人”荣誉称号的，

每人奖励 0.5万元。

莲都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2025 年，

全区茶园面积达到 8万亩以上，力争 10万

亩；培育茶产业绿色发展示范乡镇（街道）

8个；建成全域性茶叶集中交易市场 1个；

培育“莲城雾峰”茶叶区域公共品牌；培育

和提升茶叶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100 家（省级以上 8 家、市级 20
家），莲都茶师、茶叶经纪人 100人。

每亩补助1000元
培育区域品牌“莲都雾峰”

莲都茶产业新政出台

□ 通讯员 徐方圆

本报讯 7月 11日，古堰画乡一号艺术区入驻的 10
位画家在古堰画乡开展创作。当日，古堰画乡“归去来

乡”艺术生活节开幕。

此次活动为期三天,以实践跨界融合的方式来展

开，联合古堰画乡（艺术）与栋村（生活）不同的地理空

间，把艺术、生活与商业以艺术策划的方式并在一处，

有十位画家绘十景、乡村美食汇、直播培训、乡村集市、

田野拍卖、乡村音乐会、艺术展览等七大板块内容。

古堰画乡古堰画乡““归去来乡归去来乡””艺术生活节开幕艺术生活节开幕

□ 记者 王秋蕊

本报讯 7月 10日下午，莲都区“争先创优”行动专

题汇报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徐光文强调，要保

持定力、精准发力、增强耐力，努力在“争先创优”行动

中实现莲都加快发展。

会上，徐光文听取了“争先创优”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他指出，自各工作专班成立以来，全区上下奋力攻

坚，务实苦干，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经济发展

态势良好，与加快发展年的基本定位相吻合，取得的成

绩值得充分肯定。

针对下步工作，徐光文强调，要保持定力。今年是

莲都区加快发展年，区委区政府明确了“发展莲都、服

务市区”的工作定位，“自我加压、跳起来摘桃子”的工

作理念，“担当作为、务实苦干”的工作主基调，明确了

一二三产的发展目标、思路、举措。要一以贯之抓落

实，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在“争先创优”行动中，

要重排名但不唯排名，重指标不唯指标，以务实的态度

谋发展、抓落实，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要依法依规

科学做好统计，应统尽统，充分展现莲都发展成果。

徐光文要求，要精准发力。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

要一心一意抓产业，产业是发展的根基，要坚定不移发展壮

大生态工业、久久为功做强生态农业、不遗余力发展生态旅

游业。要聚精会神抓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产出，没有项目

就没有建设，要常规下破常规，常量下要增量，进一步增加

政府性投资和产业投资。要千方百计抓招商，全区上下要

增强招商意识，用好“问海借力”金钥匙，主动对接黄浦区、

义乌市等地，主动出击引进优质项目和资本。要真心实意

抓服务，以最优服务、最好政策、最浓情怀为企业保驾护

航。要积极主动抓对接，向省、市级专班主动沟通汇报，积

极争取各类政策资源支持，确保上下联通更顺畅。

徐光文强调，要增强耐力。经济工作不可能一蹴而

就，要常年抓、年年抓，久久为功。要进一步浓厚加快发

展的氛围，让发展是莲都第一要务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形成

共识，全区合力抓发展。要坚持“五大工作制度”为抓手，

以碧湖新区建设为总载体，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

抓落实，切实抓好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不断提振干部精

气神，全区干部要学经济、懂经济、抓经济，不断提升和增

强抓发展的本领和能力，合力攻坚，努力在“争先创优”行

动中实现莲都加快发展。

努力在“争先创优”行动中实现莲都加快发展

莲都区“争先创优”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

努力形成“山呼海应”“山海共赢”的良好局面

上海市黄浦区代表团来莲都
开展区域合作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