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工作队队员林桂鹏介

绍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壁画展现的红色历史。

从生产端注入科技力量帮扶之外，

驻麻岗镇工作队在去年 5 月也成功牵

线坑内村益民种养专业合作社与广东

柔瑞农产品有限公司、南方传媒发行物

流有限公司、壹站汇签订了《农产品直

供基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顺利打通

麻岗镇农产品直供粤港澳大湾区渠道。

“工作队在线上线下销售上给我们

提供了许多帮助！”牛门村村支书张发

星不假思索道出对驻麻岗镇工作队的

感谢。他身旁的沃柑打包现场，四五个

人正忙得热火朝天。牛门村村民郭大

哥停下满载新鲜沃柑的三轮车，跟新快

报记者提到，自己从去年开始到沃柑基

地做工，负责拉果、剪枝叶等工作，“我

拿的月薪，每月大概四五千元左右，工

作还不错。”虽然额头上汗珠滴滴，郭大

哥语气里仍透着踏实和平静。

张发星跟新快报记者聊到，除了能

在用工高峰期提供 50人左右的就业岗

位、吸纳脱贫户长期就业外，村里还投

入了50万元，以“企业+农户+合作社+

土地”的方式共同经营沃柑基地。“沃柑

基地每年返还 8%的收益到村集体，去

年增加了 4 万元的村集体收入。”张发

星说，沃柑基地的技术保障如今不成问

题，还需要拓展销路，好在工作队的不

断支持给了他们很多信心。除了消费

帮扶、朋友圈日常带货外，驻麻岗镇工作

队还积极发挥农产品直供基地的作用，

持续将牛门村的高品质沃柑直销至粤港

澳大湾区市场。

驻麻岗镇工作队队员兼驻坑内村

第一书记林桂鹏提到，麻岗镇农产品直

供基地以“农户+村集体合作社+农业

龙头企业+大湾区农产品公司”模式运

作：大湾区企业将需求发到村集体合作

社，合作社向农民采购农产品并送到工

厂进行统一分拣、冷处理、打包和运输，

次日早晨即可抵达目的地。

升级拓展销售端 直供基地助销增收

■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坑内村正大力推进

“来兮田园”风貌带建设，计划把坑内村打造

成为移民新农村和生态农业示范村。

■驻麻岗镇工作队队长戴宏辉（右）和茂名市常绿种

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苏恒盛交流圣女果近期长势。

■驻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工作队在圣女果基地

合影。

初春圣女果鲜脆透亮，夏日荔枝龙眼百香
果处处飘香，秋季优质水稻遍地金黄，入冬饱满
橙黄的沃柑又跃上枝头……四季轮换，作为果
蔬供应大镇，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的大地上总
会适时孕育出各类时令果蔬，“我们从生产端和
销售端两个环节发力，通过技术扶持、农产品直
供基地打造等方式助力麻岗特色产业提档升
级、做优做强。”由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华南分公司组建的乡
村振兴驻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帮镇扶村工作队
（下称“驻麻岗镇工作队”）队长戴宏辉提到。

除了助力麻岗镇圣女果、沃柑、水稻等传统
产业升级外，驻麻岗镇工作队也结合当地资源
特点，引进了食用鸽养殖、沉香种植综合示范园
等重点项目，找准切口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在
坑内村、白马村两个重点村，驻麻岗镇工作队也
在积极打造坑内移民新农村和生态农业示范
村、白马生态宜居红色旅游村等，构建麻岗镇

“一环一廊两区三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

驻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工作队：

产销环节双发力 麻岗特色产业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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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扶持重点产业
生态农文旅蓄势腾飞

助力传统产业的提档升级之外，驻

麻岗镇工作队也在积极助力镇里新引进

的食用鸽养殖及沉香种植综合示范园两

个重点产业发展。

在双目村的食用鸽养殖基地，雪白

圆润的白鸽们在宽敞的铁皮“运动场”

里或决起而飞，或悠然傲立，“一是让它

们多运动、强身健体，二也是方便鸽子

配对。”茂名市铁丰农牧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明辉说到，鸽子“运动场”旁，8 个种

鸽棚里现存 5 万多只鸽子，2021 年 8 月

开建到如今，基地每月能出栏两万只商

品乳鸽。

从引进之初，驻麻岗镇工作队便全程

服务、事无巨细，助力食用鸽养殖产业顺利

落地。去年，工作队还争取 200万元乡村

振兴产业资金，帮扶食用鸽养殖基地建造

并整合冷链物流等配套，“未来这里可以辐

射带动周边龙眼、荔枝等农产品的冷鲜储

存。”戴宏辉说。

而在距离不远的白马村，“一条环线

两大特色四大主题”的建设规划正在一点

点成为现实。具有600多年历史的白马村

是中共南路第一个乡党支部及电白第一

个农会成立之地，也是邵以梅、邵贞昌等

革命烈士故里。“今年电白区也将挖掘打

造白马红色文化列入工作计划，我们现在

已经将‘四大主题’的线路基础打好，道路

硬底化等基础设施提升工作基本完工

了。”驻麻岗镇工作队队员兼驻白马村第

一书记林楷彬提到，白马生态宜居村、红

色旅游村正蓄势待发。届时，白马村和正

打造“一带一馆三基地”的坑内村等村将

成为麻岗镇“一环一廊两区三带”生态旅

游发展格局的重要构成。

圣女果是麻岗镇传统产业之一，目

前全镇的圣女果种植面积已达到 2 万

亩，年产值可达 5 亿多元，麻岗已成为

粤西地区最大的圣女果特色产业镇。

虽然有 100 多家专业合作社从事圣女

果生产，但农户们仍普遍遵循“单打独

斗”的种植管理方式，农业靠天吃饭特

性强，圣女果管护的技术要求又高，稍

不注意，农户便会“闪着腰”。

“圣女果很考验技术，今年初不少

农户收成都不好，市场价一度达到十几

元一斤。”茂名市常绿种养专业合作社

的苏恒盛走在坑内村50多亩的圣女果

地里，跟新快报记者如此说到。三月阳

光正好，几名妇女正穿梭于绿丛中挥洒

汗水，或鲜红欲滴或青黄交杂的圣女果

串藏在层层叠叠的绿叶下。这片圣女

果基地，苏恒盛已经采摘了将近 4 个

月，虽已进入采摘中后期，树上仍持续

结出饱满靓丽的果实，口感甜度仍具风

味。“还是得益于技术比较过关。”苏恒

盛略带自豪地说到。

原来，2021 年驻麻岗镇工作队进

驻后，结合圣女果等传统产业种植农户

多但分布较散，选用的农作物种子、化

肥、农药等品质良莠不齐，对种植技术

掌握不科学不合理等情况，派出由广东

省农业科学院的果蔬番茄首席专家黎

振兴等组成的科技特派员团队到村实

地指导，先后开展多期圣女果种植培训

班，帮助果农掌握圣女果科学种植的相

关知识。

从事农业多年的苏恒盛也由此结

识科技特派员们，和许多果农一样，在

遇到问题时及时向专家团队请教，进而

积累更多相关经验，实现增产增收，成

为名副其实的“土专家”。同时，工作队

还通过科技特派员牵线搭桥，与广东省

农业龙头企业百田农业公司加强合作

达成框架协议，为农民的选苗、农药、化

肥等多个环节提供指导帮助，使果农的

种植更加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戴

宏辉说，“眼下，工作队正推动当地企业

建设圣女果采后处理及深加工项目，计

划加工生产速冻圣女果、果浆、蜜饯等

圣女果系列衍生产品，以进一步扩大圣

女果收购需求，辐射电白区带动周边圣

女果产业发展。”

科技帮扶送到田头 果农成了“土专家”

■驻麻岗镇

工作队到牛

门村沃柑基

地了解近期

销售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