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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4月16日电（记者 陈尚营 马欣然
汪海月）阳春时节，驱车沿黄山东麓南行，在安徽省
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出口下高速，一块刻有“东黄
山”字样的石头静静矗立，前方红砖木顶的海派建筑
和高大繁密的法国梧桐渐渐映入眼帘。走近一看，
建筑门牌上刻着“同心里”“知心里”等名称，和上海
里弄相差无几。

滋养于皖地山水、晕染出海派风情，这里是距上
海400多公里的“飞地”黄山茶林场，被人们亲切称为

“安徽小上海”。
自20世纪60年代划归上海管辖后，这块约5000

亩的“飞地”曾迎来近万名上海知青开垦创业。然而
此后 10 余年间，大批知青和茶林场职工陆续返乡，

“不沿边不靠海”的山区小城一度人去房空、土地荒
芜。

守着绿水青山，如何赢得金山银山？
最先谋变的是交通。

“过去回上海一趟不容易。”首批“老知青”、年近
80 岁的吴一珍说，“要先到谭家桥长途汽车站等班
车，前往芜湖、屯溪再转车，颠两天一夜才算结束。”

“近10年来，高速修好了，杭黄高铁也通车了，回
上海单程也就3小时左右。”黄山茶林场退休职工徐
卫告诉记者，媳妇、儿子都在上海务工，自己大概一
个月回去一趟，“如果想给家人朋友寄新鲜山货，隔
天就能到，省得跑腿了”。

交通蝶变带来人气财气，新变化由此发生。
“茶文化、海派文化、知青文化是当地金名片，光

是上海文旅消费的溢出效应，就够‘吃个半饱’。”黄
山茶林场所在的谭家桥镇副镇长王赟说，2023年全
镇接待旅客 37.9 万人次，未来将继续打造“生态农
业+度假旅游”为特色的现代农旅综合体。

在东黄山国际青年旅舍经理吴墩兰看来，小地
方也蕴藏着大流量的可能性。

“前几年这里举办的国际越野跑赛，吸引不少外
国选手参与，知名度打出来了。”她说，“现在一到暑
假，来露营采茶的中小学生非常多，有时工作日也能
满房。”

临近正午，旅舍向北几百米，88岁的村民罗来春
在家中小院的躺椅上晒太阳。身后，“90后”社区居委
会干部邱哲炜正帮忙把老人的衣物挂在晾衣架上。

4年前，上海人邱哲炜在大学毕业后来到茶林场
工作，与3位上海老乡一道驻扎在此，从“老上海人”
变为“新黄山人”。

照料 30 多位孤寡老人只是基层工作的其中一
项，巡山护茶、护林防火等工作千头万绪，几个月才
能回上海一趟看望家人，对他们而言已是常态。

“这里虽然离上海城区挺远，但各方面都挺方
便，啥也不用担心。”一路上，当记者问起有没有外地
人主动来茶林场就业，邱哲炜说以前有几位外地大
学生想来应聘酒店管理岗位，但最后没能成行的理
由无一例外：“家里人觉得太远”。

“以后应该行了。”他信心满满地说，“茶饮、康
养、自驾游等新风口叠加，‘飞地’肯定能‘飞’得更
高。”

黄山脚下“留守”的上海人

“色绿、味醇、香郁、形美”是龙井茶品质的文
字概括，但是随着生产流通、检验监管等环节对标
准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仅仅依靠文字标准已不能
满足现状。浙江省农业农村厅4月15日在杭州发
布了“龙井茶感官分级标准样品”，它是我国首个
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从此龙井茶有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品控标准。
龙井茶是著名的浙江特产，2001年被国家质

检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龙井茶原产地
域范围涉及杭州、绍兴、金华和台州共4个市、18个
县（市、区），分为西湖、钱塘和越州三个产区。
2023年，龙井茶茶园面积110万亩，产量2.68万吨，
产值达62.23亿元。

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研制从启动到批准，历
时整整8年。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向全国标准样
品技术委员会提出了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的研制
申请，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研制
团队严格按照GB/T 15000《标准样品工作导则》系
列国家标准的要求，获得均匀性、稳定性良好，特

性值符合GB/T 18650《地理标志产品 龙井茶》的
国家标准样品，于去年5月13日通过全国标准样
品技术委员会审定。今年3月25日，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
批准了该标准样品。

本次公布的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共有6个等
级，从低端到高端，分别设立五级、四级、三级、二
级、一级、特级，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均为机器炒
制的龙井茶，但从外观颜色区分，嫩绿或糙米色为
上等，黄绿色为最低端。

据介绍，这也是浙江省目前唯一一个有效的
茶叶国家标准样品。它的诞生，结束了龙井茶没
有国家标准样品的历史，标志着以文字标准和实
物标准为基础的统一的龙井茶产品管控机制基本
建立。

据了解，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问世后，管理部
门、茶叶企业、消费者等根据具象化可对照的实物
样本，可用于商业贸易、仲裁、教学、科研等多个方
面用途。 来源：新华网

“看得见”“摸得着”：
首个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在杭州发布

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发布会现场

4 月 14 日 9 点 45 分，一辆来自上海
市崇明区的医废转运车驶入南通市海门
区海永镇卫生院，收运员施忠穿戴好口
罩、手套，扫描二维码并录入数据，带走
装有1.2公斤医疗废物的专用周转桶。

在抵达海永镇卫生院前，这辆医废
转运车已在崇明区5家乡镇卫生服务中
心收运医疗废物。当天11点，转运车返
回崇明固体废弃物处置综合利用中心，
卸下桶中的医疗废物并清洗周转桶。两
天后，这只周转桶将回到海永镇卫生院。

海永镇是海门区位于崇明岛上的
“飞地”，与海门主城隔江相望，与崇明
区连成一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医疗
废物要经有关部门认可的集中处置中
心处置，并实行属地化管理。由于海门
当地暂无具备相应资质的处置中心，尽
管距离崇明固体废弃物处置综合利用
中心仅40公里，海永镇卫生院此前还是
得“舍近求远”，想办法将医疗废物送到
近百公里外的如东恒祥环保服务有限
公司处理。遇到大风、大雾等极端天
气，轮渡停航、大桥封锁，院里的医疗废
物便无法处置。

同在崇明岛上的启东市启隆镇卫生
院也有相同烦恼。由于两家卫生院规模
都不大，各自每天产生的医疗废物只有1
公斤左右，一般要“攒”够两个月的分量，
医废处置公司才会派车将其运走。“医废
不能及时运走，成了我们的‘心病’。”海
永镇卫生院院长顾磊告诉记者，之前医
院在院内做到医废处置日清日结，每天
将医废送到 1 公里外的暂存点，并安排
专人每日消毒、计重入库出库。算下来，
一年处置医废的费用总额超过50万元。

能否就近处置医疗废物？海永、启
隆以“毗邻党建”为纽带，多次与崇明方
面沟通协商。但医疗废物跨省处置，意
味着监管也必须“无缝衔接”，这个问题
乡镇层级无法解决。去年底，在江苏省、
上海市生态环境部门共同推动下，海永
镇、启隆镇与崇明区签署医疗废物跨省
协同处置联合监管的合作协议，在长三
角率先实现医疗废物跨省处置。据测
算，就近处置医疗废物后，海永镇卫生院
每年花费的处置费用将降至 2 万元以
下。

现在，每隔 48 小时，装着卫星定位
系统的医废转运车就会来到海永镇、启
隆镇的两家卫生院，根据“定人、定时、定
车、定路线”原则，点对点收运医疗废
物。崇明、启东、海门三地生态环境执法
人员不定期进行联合检查，共同监管医
疗废物从安全交接、冷链运输、卸料入库
到末端焚烧的处置全过程。“放大医疗废
物跨区域处置经验，我们将进一步探索
生活垃圾跨区域处置，合力建设世界级
生态岛。”海永镇党委负责人说。

顺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大势，
崇明、启东、海门正从地理相连迈向深度
协同。近年来，策应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发展规划，启东推动启隆镇退出工业和
养殖业，主攻文旅产业发展；海门与崇明
聚焦河道共管、环境共治、生态共育，形
成共促区域生态文明发展合力；崇启海
三地人大建立协同机制，携手共抓长江
大保护、联动开展长江禁捕工作。

来源：新华日报

海门海永、启东启隆
在长三角率先实现
医疗废物跨省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