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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彭怡郡 通讯

员 陈重捷）近日，“褒美进士芋”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通过国家知识

产权局核准注册，这标志着“褒美

进士芋”品牌从此获得国家法律

正式保护，也实现了厦门近十年

地理标志商标“零的突破”。

据悉，“褒美进士芋”原产地

区域为同安区汀溪镇褒美村、古

坑村、路下村，位于汀溪水库下

游的冲积小平原。这里水源充

沛、水质清澈、灌溉方便，肥沃的

黑土有助于植物聚集钙、磷等微

量元素。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

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传统优良的

粪肥施用技术令出产的芋头具

有细腻柔软、久煮不糊、鲜香粉

糯、回味甘甜等特有品质。主产

区褒美村种植芋头的历史已有

一百多年。相传清光绪年间，村

里出了个武进士，独爱家乡的芋

头，逢人就推荐，褒美芋头遂得

“褒美进士芋”的雅称，流传至

今。

为加强对“褒美进士芋”特

定品质的保护，进一步促进当地

芋头产业发展，在市场监管部门

指导下，同安区农村经纪人协会

于2023年1月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交了“褒美进士芋”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申请。经严格的审

查程序，历时一年多，“褒美进士

芋”终获注册。

据了解，地理标志是指表示

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

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

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

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注册地

理标志商标是国际上保护特色

产品的一种通行做法，将地理标

志作为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

进行注册，合理、充分利用与保

存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地理遗

产，有效保护优质特色产品，促

进区域特色经济发展。

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进

一步推广“褒美进士芋”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指导辖区符合授权

条件的农户、农专社、企业等经

营主体广泛使用商标和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通过标准的制定、

标准的执行、产品的扩种、销路

的扩大，不断赋予品牌生命力，

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晨报记者刘宇瀚

老旧小区怎么改、改后怎么

管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老旧小

区改造的难点和痛点。坐落在厦

门老城区的思明区厦港街道，借

助“小微权力监督平台”打造老旧

小区改造“近邻监督”机制，让居

民全程参与、监督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使老旧小区改造“改到群众

心坎上”，推动居民生活品质持续

提升。

最近，厦港街道南华社区赤

岭小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老旧小

区改造，退休电机工程师、党员白

健儿一直在工地上奔波，协同处

理各项事务。“可否把保安亭和自

行车棚一同纳入改造规划？”了解

到居民这一需求后，白健儿第一

时间通过社区网格员在“小微权

力监督平台”进行反映，联合社区

纪委迅速启动近邻监督工作模

式，协调有关部门实地走访勘查，

顺利将该诉求纳入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中。

厦港街道下沃社区海洋东苑

小区的改造提升工作目前已进入

收尾阶段，楼道墙面、雨污管网、

消防设施、环卫设施等进行了全

方位改造提升，让小区焕然一新，

也让居民对小区这个“家”有了满

满的安全感、获得感。此前，居民

通过“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反映了

一些诉求，得到社区的积极反馈，

也体现在了改造成果上。

这些案例都充分体现了厦港

街道“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对老旧

小区改造实实在在的帮助。通过

该平台，社区党员、社区网格员、

近邻监督员在施工单位和居民间

搭起沟通桥梁，问需于民、倾听民

声，推动改造顺利开展。社区党

员、社区网格员、近邻监督员等还

加入老旧小区居民群，及时收集

群众发表的意见建议，做到“件件

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如何让

居民积极参与尤为重要，而厦港

街道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相关

经验做法值得借鉴。希望更多地

方能积极探索老旧小区改造长效

管理机制，巩固维护改造成果，让

居民乐享新生活。

晨报讯（记者 林雅婷 通讯
员林满满）昨日，前埔社区“村史

馆”落成开馆，全方位呈现前埔

发展史，既为居民留住乡愁，也

成为对外展示前埔社区文化的

重要窗口。

据悉，前埔社区拥有近600

年的悠久历史，富有文化底蕴，

曾被称为“前村埔”。前埔社区

“村史馆”分两层陈列展品，由8

个板块构成，展现了“前村埔”的

前村、前埔、古楼、柯厝等自然村

的风貌风俗、历史脉络、文物旧

居、民间宫庙、英雄事迹等丰富

多元的内容。

“‘村史馆’落成前，众多珍

贵村史仅靠口口相传，并未加以

记录保存。此次社区启动村史、

村志追溯工作并增设了‘村史

馆’，既是对‘前村埔’过往的追

忆，也承载着对未来的美好向

往。”前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林千琦表示，下一步，前埔

社区将依托“村史馆”这一重要

阵地，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大力

宣传展示“村情村貌”，积极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使“村史馆”成为推动

社区建设、凝聚人心的文化新标

杆，不断增强居民文化自信。

晨报讯（记者陈丽）近日，随

着铲车开动，位于翔安蔡厝的新

兴科创产业园动工建设。该产

业园是翔安南部片区开发建设

指挥部重点打造的项目，总投资

约136亿元，总面积约1.8平方

公里，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约

62.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90

万平方米。其中，首期投资约35

亿元，用地18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62万平方米，将在2026年年

底建成投用。

园区将重点发展高附加值、

高质量产业体系，以临空航空、

绿色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及新

一代信息技术四大支柱产业为

基础，以包括文化创意、金融服

务、科技服务的现代服务业为辅

助，打造湾区科创策源地。园区

规划未来可容纳10万人，预估产

值达千亿规模。

开工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

式，厦门市政集团分别与8家意

向落户企业、7家金融机构、6家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会进行

签约。

“褒美进士芋”终于领“证”啦
实现了厦门近十年地理标志商标“零的突破”

近年来，厦门市场监管部门

以厚植产业优势、发展特色品牌

为出发点，采取“查史志、找典籍、

探民俗、访专家”等方式，按照“有

渊源、有传承、有特色、有规模、有

影响、有前景”的“六有”标准，持

续深入辖区开展调查研究，充分

挖掘独特的农产品资源，积极培

育地理标志商标，已注册的地理

标志商标还有“同安凤梨穗”（龙

眼）、“同安凤梨穗”（干桂圆）、“同

安红”（三角梅）以及“古宅大蒜”

等4件。

地理标志是重要的知识产权

类型，有助于提升区域特色产品

的知名度、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推进乡村振兴。以2015年注册

的“同安红”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为

例，商标已授权给40多家三角梅

经营主体使用，从业人员5000多

人，年产值从商标注册之初的不

足2000万元增长到现在的1.2亿

元，涌现出汀溪镇古坑村等三角

梅特色产业村，产品远销新疆、重

庆、上海、海南等省市，呈现出种

植规模逐步扩大、应用领域不断

拓展的良好局面。

厦门地理标志商标还有4件
相关链接

褒美村种植的

芋头品质独特。

褒美进士芋已

成知名品牌。

近邻监督促进老旧小区改造

改造后的海洋东苑小区焕然一新。记者刘宇瀚摄

前埔社区“村史馆”开馆

翔安一产业园动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