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 流

新华社北京 12月 28日电 民
航局 28日印发的《关于恢复国际客运
航班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稳妥推进
国际客运航班恢复运营，自 2023年 1
月 8日起，不再对国际客运航班实施

“五个一”和“一国一策”等调控措施，
中外航空公司按照双边运输协定安排
运营定期客运航班。

通知规定，不再定义入境高风

险航班，取消入境航班 75％客座率
限制。逐步恢复受理中外航空公司
国际客运包机申请，2023 年夏秋航
季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流程及要求。
优化各口岸机场入境航班保障流
程，提高运行效率。取消入境航班涉
及机场相关入境保障人员、国内和
国际机组闭环管理、入境核酸检测
和入境隔离等措施，加强宣传引导，

监督旅客佩戴口罩。加强国际航空
运输价格管理，保护消费者和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

“五个一”措施，即中外航空公
司国际客运航班按照“一司一国一
线一周一班”的方式来运营，是民航
局在 2020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疫情
防控期间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
的通知》中提出。

民航局宣布

明年1月8日起不再对国际客运航班实施“五个一”措施

相关新闻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28 日 电
海 关 总 署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海 关
发 布 ”28 日 发 布 公 告 ，从 即 日 起 ，
相 关 省 、自 治 区 按 程 序 分 类 推 动
边 境 口 岸 有 序 稳 妥 恢 复 开 通 货 、
客运。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
部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

疫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海关总署当
天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
且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后有关
事项发布公告。

具体内容包括：自 2023 年 1 月 8
日起，取消入境人员全员核酸检测，
所有入境人员均需向海关申报入境
前 48小时内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对健康申报正常且口岸常规
检疫无异常的入境人员，放行进入
社会面；对健康申报异常或出现发
热等症状的入境人员，根据排查情
况实施分类处置；取消所有进口冷
链食品和非冷链物品口岸环节针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监测检测
等措施。

海关总署:

明年1月8日起
取消入境人员全员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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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软件
特惠活动

湖南友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用友
株洲唯一代理商，年底客户感恩特惠活
动，超低折扣，大礼相送，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唐辉13917462555
18373366333

地址：天元区幸福大厦912室

减资公告
湖南能庆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 注 册 资 金 从 500 万 元 减 至
200 万 元 。自 本 公 司 发 布 减 资
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请债权人
到 公 司 申 报 ，逾 期 未 申 报 的 ，
视其没有提出要求。

电话：13873355521
联系人：钟辉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28 日 电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确保
党的团结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团结奋斗”……纵览党的二十
大报告，“团结”一词贯穿全篇，先后出
现 20余次。

正如一首经典歌曲所唱，“团结就
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
铁还硬，比钢还强”。团结奋斗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显著精神标识，
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人民赢得
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关键密码。

团结
——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九

扫二维码
看全文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8 日电 中国
石化 28 日宣布“深地工程”再获突破，
公司部署在四川盆地的风险探井——
元深 1 井顺利完钻，完钻井深 8866 米，
创下新的深度纪录。

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马永生说，该
井到达目前四川盆地埋深最深的油气
层，进一步展示了川北深层古老碳酸盐
岩良好的勘探潜力。

当日，中国石化“深地工程·川渝天
然气基地”正式揭牌，主要包括中国石
化西南石油局、勘探分公司、中原油田、

江汉油田、华东石油局等 5 家单位。这
是继“深地工程·顺北油气田基地”和

“深地工程·济阳页岩油基地”之后，中
国石化推出的第三个以“深地工程”命
名的基地。目前，中国石化在四川盆地
矿权区内拥有深层天然气资源量 15 万
亿立方米，是我国天然气未来增储上产
的重要领域。

马永生表示，超 8000米钻探会遇到
多项世界性难题，比如上部大尺寸套管
在空气中重量达到 517 吨、对钻机提升
系统和安全下套管面临挑战，深地超高

温对钻井液稳定性、抗污染能力要求高，
超 8000米取岩心难度大且耗时长等。中
国石化勘探分公司与钻井、测录井施工
单位开展联合攻关，形成了超深钻井五
项关键技术，有力支撑我国深层、超深层
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开发实现突破发展。

位于四川盆地的涪陵页岩气田是
我国首个商业开发的大型页岩气田，自
2012年底实现重大勘探突破，十年来涪
陵页岩气田已累计探明储量近 9000 亿
立方米、产气 532 亿立方米，创造中国
页岩气田累产新纪录。

8866米！中国石化“深地工程”再创深度新纪录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28 日 电
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9 月底，对于
2021 年 度（2021 年 6 月 至 2022 年 5
月）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有关
地方、部门和单位已整改问题金额
6632.74 亿元，制定完善相关规章制
度 2800 多项，追责问责 1.4 万人，纠治
了一些阻碍改革发展和长期未解决
的顽瘴痼疾。

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副审计长
王本强 28 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 第 三 十 八 次 会 议 作 国 务 院 关 于
2021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披露了上述情况。

2021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于 2022
年 6 月公布，其反映的 6639 个问题及
提出的建议已全部纳入此次整改范
围 。本 次 审 计 整 改 报 告 指 出 ，截 至

2022 年 9 月底，96％要求立行立改的
问题已整改到位，比上年提高 1 个百
分点，78％要求分阶段整改的问题已
完成整改，要求持续整改的问题均制
定了措施和计划。

“总体来看，2021 年度审计整改
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重大问题整
改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王本强说。

具体来看，中央财政通过收回结
余 资 金 、加 快 支 出 进 度 等 整 改
1473.23 亿元，完善制度 95 项，处理处
分 7 人；对于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查出的问题，所涉及的 25 个中央部
门和 121 家所属单位已整改 24.62 亿
元，完善制度 68 项，处理处分 33 人；
对于就业、住房、救助、“三农”等重点
民生专项资金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
改 1778.6 亿元，完善制度 1255 项，处
理处分 2995 人。

2021年度审计
整改问题金额 超 6632亿元

造 福
龟龙窝的茶红火了，周围的村民富裕了。
茶园为村民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就业机

会，单是采茶时节，用工最多时，有 300多人
同时采茶。翻开茶园流水账，拨指算来，每
年支付的各类用工费，都在百万元以上。

大院农场的李珍香，29岁那年，家庭遭
遇变故，独自带着年幼的孩子艰难生活，为
了给女儿赚取学费，她来到茶园工作，一待
就是 20多年，生活有了保障，女儿也上了大
学。谈起古胜潭，她很是感激：“当年种梨失
败，合伙人撤退了，古先生坚守诚信，拿出
所有积蓄，还清村民的租金，后来发达了，
也从来不亏待大家，他是有功德的人啊！”

在茶园干了 20多年的，还有龚松林，他
听取古胜潭的建议，学习台湾制茶技艺，杀
青、揉捻、干燥、萎凋、发酵……每道工序，
拿得起，放得下，练就一套功夫，滋润三代
人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时代脱贫攻坚
战役打响后，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发展茶
产业成为炎陵山区脱贫的新路径，古胜潭
全力以赴为村民提供树苗，义务指导他们
科学种茶，并承诺回收鲜茶叶。在他的支持
下，很多村民都在自家地里种上了软枝乌
龙茶树。古胜潭不仅是乡亲们的种茶师父，
还是乡亲们的致富带路人。

古胜潭祖籍在广东省梅州，上世纪 90
年代初，古家后人回梅州认祖归宗，捐献 10
万元人民币，建了古氏家族宗祠。让他惊喜
的是，炎陵也有不少客家人，其中古氏家族
竟是从梅州迁徙而来，同属新安堂，与古胜
潭源出一脉。每逢过年过节，人情汹涌，茶
园附近的客家人，争着把古胜潭拉进家里，
泡壶热茶，尝尝客家独有的传统小食“斗笠
米果”，然后围着桌子喝酒吃饭，拉拉家常，
满屋子乡音四溅，说的听的，倍感亲切。

时光追逐，25 年一晃而过。而今，古胜
潭年近古稀，他常对老妻说：“我有两个故
乡，一个是台湾，一个是炎陵！”他已经打定
主意，这辈子扎根炎陵大院农场，永远，永
远，伴着青山，伴着茶园，伴着自己的第二
故乡。

一位台胞的两岸情缘
——台湾古稀茶商古胜潭扎根炎陵25年的故事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曾彦予

12 月 26 日，台湾人古
胜潭乘着湘 B 牌照面包车，
驰驱在炎陵大院农场的崎
岖山路上。

这条路，他走了 25 年。
哪里有道急弯，哪里有条
长坡，他烂熟于心。现在，
他要去县城买些特产，三年
没有回老家了，他定了下个
月 8号的机票，准备回台湾
过年。

车子掠过茫茫竹海，到
了罗霄山脉东南边陲的龟
龙窝茶场。放眼四望，茶树
绿森森，一片连着一片。20
年前，古胜潭从阿里山把它
们引种过来，经过精心培
育，开了枝，发了叶，整个茶
园，连空气都氤氲着茶香。

古胜潭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县雾峰
乡一户普通农家，成年后，接手了父亲
遗留的果园、养鸡场，投资股市，生意兴
隆，在当地算是有名的富裕人家，他也
被人称为台湾最成功的农民之一。

市场经济的变数，常人往往难以把
握。上世纪 90年代，台湾股市崩盘，古胜
潭铩羽。而此时，台湾开放外贸政策，国
外大批农产品涌入，挤占台内市场。几
近绝望，古胜潭找了几个合伙人，凑了
400万元人民币，到祖国大陆投资创业，
希望重获生机。

那是 1997 年，古胜潭一行四处考
察，最后来到了炎陵县。炎陵植被丰富，
大院农场的龟龙窝，层峦叠嶂，背后就
是江西井冈山，海拔超过 1600 米，常年
平均气温在 12.6℃左右，尤其适合种植
果木。

他们决定，引进台湾高山黄花梨。4
年后到了挂果时，不巧遭遇晚霜晚雪，
硬是“颗粒无收”；第 5年，突如其来一场
冰雹，毁了果子卖相；第 6 年更惨，花开

伊始，遇上连续阴雨，零落成泥。
几番挫败，合伙人都心灰意冷地离

去，只有古胜潭不甘心，决定转型再干。
炎陵龟龙窝与台湾高山具有相似的生
态气候，黄花梨水土不服，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树种不行，什么产业最适合呢？

炎陵是中华茶祖炎帝神农氏的安
寝之地，一直有种茶产茶的传统。阿里
山是台湾著名的茶乡，何不将阿里山茶
树引进到炎陵来，让海峡对岸的茶树也
认祖归宗呢？

他重新返回台湾，走访了阿里山大
大小小的茶园，精挑细选，把高山软枝
乌龙茶树苗带到了龟龙窝。

在古胜潭的意识里，从阿里山引种
的茶树，在炎陵生根发枝，如同祖辈远
赴台湾生活，而后人重返家乡故园，自
有一脉相承的意蕴。

初建茶园，条件艰苦。没有住房，搭
了几个窝棚应急。冬天，雪扬成雾，一两
米开外，看不清对面的人，朔风一刀刀割
脸，身上的棉裤沾了雨雪，冻得硬邦邦

的，像是甲
壳，走一步
都费劲。古
胜潭守着茶园，培
土，铺草，打底肥，整天
不歇气。茶园老员工龚松林感
慨地说：“当初，我也有所怀疑，
茶树原本喜欢温润环境，移栽到这样一
块要多冷有多冷的山地，还能活吗？但
是，看到老古一股拼劲，我和工友们都服
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认准一件事坚持干
到底的人，我们跟着他，心里踏实！”

2008 年初，茶园将迎来首次收成。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春节前后，湖南遇
上了有气象记载以来最严重的冰灾，整
个茶园，看不见一片绿叶。古胜潭好歹
是一条硬汉，也忍不住默默落泪，领着
员工，扶起冻伤的茶树，一点点修剪枝
叶……生命蛰伏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等到开春，幼芽见缝插针地杵了出来，
竟有了一份意外的惊喜！古胜潭兴奋地
说，这些茶树，经历一次苦寒，都成了

“铁树”，以后再也不怕冻了。
古胜潭刚刚松了一口气，母亲却病

危了。龟龙窝地处大山深处，通信不畅，
淳朴的老乡们，以最快的速度一户接着
一户传话，最后一个传话人，气喘吁吁
地跑了 4公里路，递送消息。古胜潭连夜
动身，当时去台湾，得经广州、香港转
机，前后辗转 3 天，方才到家，却还是没
赶到送别慈母。

龚松林他们唏嘘叹息：老古一劫连
了一劫，也许不会来了。

他们全然没想到，过了几天，古胜
潭不仅回来了，还带来了阿里山的制茶
师——他对茶园的前景，一如既往充满
信心哩。

2010年，对于古胜潭而言，是铭心
刻骨的一年。历经磨难，茶园终于迎来
了期盼已久的丰收，800 公斤干茶，条
索紧结，色泽乌润，品质之优，甚至超
过了台湾顶尖的高山乌龙茶。

古胜潭一鼓作气，频繁行走海峡两
岸，前后 6次从台湾请来制茶专家，传授
台湾高山乌龙茶的制作工艺，直至本地
茶师能够独立操作。很快，炎陵高山乌
龙茶盛名遐迩，先后荣膺首届“中国国
饮杯”特等奖、全国名优茶叶特等奖、全
国名优茶叶一等奖等多项大奖。

古胜潭每次回台，必定带上大量
的炎陵高山乌龙茶，作为礼品，或送给
亲朋好友，或免费开办茶会。一开始，友
人直言：大陆的茶，会不会有农药残留
啊？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古胜潭深
切地感受到，当地民众因为对大陆商品

不甚了解，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疑虑，他
觉得，只有拿出过硬的科学数据，才能
改变一些人的偏见。于是，他将自带的
茶叶，统统送到台湾农业药物检验中心
进行检验，结果全部合格，其中某些批
次竟然达到农药零残留。

古胜潭底气十足，隔三差五邀人
品茗，而且事先不提及茶叶的产地。一
盏红茶在手，汤色金黄，香气馥郁，味
道醇厚，茶客赞到词穷，这时候，他才
详细介绍，这是来自祖国大陆湖南炎
陵的高山乌龙茶。有的人听是听了，依
然心存疑惑：茶之珍品，果真出自大陆
深山？古胜潭不善言辞，直接表态，愿
出机票车票，欢迎他们赴现场见证。

随着推介计划的推进，古胜潭将

茶叶分送给茶业专家，希望通过他们
的影响力，辐射给普遍消费者，让炎陵
的高山乌龙茶获得广泛认可。台湾某
大学的项教授，专门研究茶类植物，在
圈子内颇有声誉。他素来不喝大陆茶，
看到古胜潭给他寄送炎陵高山乌龙茶
的同时，还细心地附上了检测数据，他
十分感动，仔细品尝一番，对大陆高山
乌龙茶刮目相看，专程飞赴炎陵，在龟
龙窝茶园住了一个月，对当地种植环
境进行调研，不知不觉成了炎陵高山
乌龙茶的“粉丝”。还有台湾茶叶改良
茶研究所的姜博士，收到古胜潭奉送
的茶叶，小口啜饮，感觉浓香历久不
散，主动前往炎陵考察，撰写相关报
告，成了炎陵高山茶的推广大使。

经过古胜潭一番穿针引线，炎陵高
山乌龙茶在台湾市场有了一席之地，销
售量越来越大，知名度越来越高。

而在大陆，只要有两岸交流活动邀
请，古胜潭必定参加，每次活动的胸牌，
他都留作纪念，不知不觉已经集齐上百
张。从 1997年开始，每年的炎帝陵公祭
他都没有落下，每一条祭拜时留下的黄
绶带他都视若珍宝，悉心珍藏。他虔诚
地说：“每年能和这么多同胞一起去参
拜老祖宗神农帝，是我最大的荣幸！”

有台湾的朋友来了，他也一定要
带去炎帝陵祭拜。在 2019 年“中华同
始祖，两岸一家亲”的己亥年海峡两岸
炎帝神农文化论坛上，古先生深情地
说：“对我，对我的茶园，许多大陆同胞

都十分关心，各种帮助、各种支持，一
天一夜也说不完，希望更多的台湾朋
友到大陆看看如今的变化，了解这里
人们的热情与和善。”通过两岸交流，
古胜潭也认识了许多台湾朋友，他们
对古胜潭能 20 多年守在炎陵深山的
经历看在眼里，从一开始的吃惊到了
解详情后的叹服，越来越多的台湾人
走近炎陵。受古胜潭影响，台湾同胞有
来办工厂的，有到株洲做农业的，还有
从事教育行业的，他们与本地人一起
祭祖，共同创业。

每一个民族的传统，都是带有胎
记的。古胜潭很朴实地说：“两岸同胞
都是炎黄子孙，祭拜同一个祖先，同根
同源，同样爱喝茶，我认为茶叶也是一
种触媒，你来我往，促进交融，早日实
现和平统一，两岸一家亲！”

结 缘

▲龟龙窝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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