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深秋时节，广东各地乡村一派
忙碌的丰收景象。养虾养出一幢幢

“虾楼”、一条鱼带旺一条村、种植国兰
收入翻了2-3倍……连日来，羊城晚报记
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广东近年大力发展
富民兴村产业，以“一村一品、一镇一
业”为抓手发展特色产业，各地众多的
特色产业正由资源变产品、产品变商
品、商品变名品，带动产品开发、产
业发展，迸发出乡村振兴的大能
量。迈向“十四五”，各种乡村振
兴的“利好”将陆续有来，大家
的干劲更足了。

10月底，清远英德市九龙镇河头村
的桑芽菜基地仍绿意盎然，不少村民正
在菜地里忙碌。村民们摘下的桑芽叶
被送至村里合作社进行加工，经过漂
洗、焯水、冷却等工序，再进行包装被打
造成品牌，销往珠三角的商超和餐厅。
目前，河头全村共种植桑芽菜约 800
亩，与周边镇村签约种植桑芽菜约
2000亩，共带动500多名村民就业，合
作社去年产值已达到 1800万元左右，

带动村民致富效果明显。
今年8月，河头村凭借桑芽菜成功

入选首批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专业村。据了解，全省首批“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专业村共有 1323个，它
们多跟河头村一样，发展“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并不仅限于生产环节，而是
延长产业链条，把农产品转化为加工
商品，进而打造成品牌，从而获取加工
和品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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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日 阳 光 下 ，沿 着 县 道
025线进入梅州市梅县区东北
部的桃尧镇，一片片的青绿色
柚园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柚农正将一筐筐的柚子挑到路
边等待装车运货。“今年天气
好，柚子大丰收。”桃尧镇螺江
村村民张广顺笑着说。1986
年，张广顺的父亲开始种柚子，
成为全村第一个种植规模超过
百亩的柚园主人。1992年，张
广顺接过柚园后迎来柚子产销
的高峰期。“政府重视、技术改
良、品牌推广，柚子越卖越好，
我们的收入也不断翻番。”

高品质打破价格
“天花板”

“今年的柚子下树价格在
每斤 1.9元至 2.5元之间，零售
都在每斤5元以上。”张广顺算
了一笔账，今年，他的柚园产量
大概有8万斤，按照平均每斤2
元来算，都有16万元。张广顺
说，螺江村每家每户都种柚子，
是柚子产业致富了全村人。

“梅州金柚选梅县，梅县金

柚选桃尧，桃尧金柚选螺江。”桃
尧镇农业站站长张汉立介绍，桃
尧镇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2019年全镇金柚种植面积
达2.9万亩，总产6.47万吨，产值
约3.235亿元。其中，螺江村产
值1300万元，金柚产值占全村
农业经济总产值的86.7%。

广东润土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是落户在螺江村的一家从事
金柚种植、生产和销售的企
业。该公司董事长杨镜良介
绍，该公司在种植过程中用人
工除草、施有机肥再辅以先进
技术，以保障柚果的品质。杨
镜良告诉记者，经过七年的发
展，公司种植规模达到 1200
亩，产量约 72万斤，坚持走的
是“只要品质好就不愁卖”的高
端路线。“柚子的定价在每箱（4
个）68到218元，尝试打破价格
的‘天花板’，让更多柚农柚企
明白‘品牌’的价值。”

打造品牌农业三
产融合发展

桃尧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黄树金介绍，在镇党委政府的
推动下，该镇打造了“阳寿山”

“润土金柚”“粤佳金柚”“华然
金柚”等品牌，通过龙头企业和
品牌带动产业发展。“我们还要
把金柚产业与桃尧的王寿山、
鸡冠山景区及客家文化、知青
文化等结合起来，实现三产融
合。”黄树金说。

桃尧镇金柚产业的打造是
梅州柚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梅州加强“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大力推进国家级金柚产业园建
设，全面打响“梅州柚?大埔蜜
柚”“梅州柚?梅县金柚”品牌，设
计和孵化了金柚IP“客客”和“都
都”，以产销对接等方式将梅州
柚品牌宣传、推介、销售到全国
各地。

据统计，2020年，梅州柚
种植面积达 62万亩，产量 93
万吨，梅州柚品牌价值227.5亿
元，荣登“粤字号”区域公用品
牌百强榜榜首。梅州柚产业的
发展成为梅州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一个生
动体现。

大能量“小产业”迸发乡村振兴

时值秋末冬初，地处西江
下游磨刀门水道的江门市新会
区大鳌镇，虾农们正忙着张罗
搭棚越冬。专营虾苗的冯雄伟
说：“越冬虾收入一般比较高，
虾农今年有没钱赚，就看这一
季了！”

大鳌镇养殖南美白对虾的
历史已经有20多年了，当地虾
农已经换了一代人，像冯雄伟
这样的“80后”已经成为产业
链中的主力，甚至连“90后”也
开始担当主角。如果说 20年
前大鳌人养虾还需要看天吃
饭，冯雄伟这一代人就已经开
始向“科技”要产量。

养虾养出一幢幢
“虾楼”

作为广东省“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专业镇之一，大鳌
镇农业用地面积 4.1万亩，其
中水产养殖面积约 3万亩，超
过八成养殖着南美白对虾，成
为全国多个省级南美白对虾
的主要供货来源。自上世纪
90年代末引入南美白对虾品
种养殖以来，因该品种出塘周
期快、养殖技术要求较低、容
易上手，原本养殖家禽的大鳌
人纷纷改养虾。冯雄伟介绍：

“南美白对虾要养得好，60%

靠种苗、20%看天气，剩下的
就是技术和运气，只要细心一
点，养好并不难。”

过去20年，养虾给大鳌人
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在大鳌镇
道路的两旁，虾农们的自建房
或新或旧、鳞次栉比。大鳌镇
农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
房子都是虾农们用养虾赚的钱
建的，当地人称为“虾楼”。

年轻人接手成“大户”
养殖南美白对虾的利润一

直非常高，“最好的时节，利润
率可以达到400%。”在老一辈
人打下的养殖基础上，新一代
大鳌青年纷纷断了出外当“打

工人”的念头，留在家乡接受父
辈的养虾事业。冯雄伟的父亲
从 1990年开始从事养虾饲料
销售。2010年，22岁的冯雄伟
就在父亲的支持下开始做虾苗
养殖盒销售。现在，30岁出头
的他已经是大鳌对虾产业里的
一员大户，也是当地的“隐形富
豪”。

“现在基本都是年轻人当
道了。”在冯雄伟经营的新销售
基地，他指着手下的一位工人
说，“这个小年轻是 1999年出
生的，广东海洋工程职业技术
学校毕业，学养殖专业。”记者
留意到，在冯雄伟的销售基地，
骨干都是80后，工人中也有不
少90后，团队非常年轻。

新 一 代 向 科 技
“要”产量

“以前养虾的老人家个个
有自己的一条经验，现在我们
更讲究科技化和标准化。”冯雄
伟的基地内专门搭建了上千平
方米的鱼苗室，里面排布着上
百口水池，虾苗在水池里接受
统一供应的恒温水养殖，工人
们根据虾苗生长情况施放生物
制剂，以促进生长、防治病害。

此 外 ，冯 雄 伟 还 花 费 了
100万元引进了一套多重过滤
手段的净水设备。“大鳌人养虾
一直都是用西江水，水质变化
会对养虾有影响。所以我就引
进这一套设备，用物理、生物、
化学等手段净水，将净化后的
水储备起来用。”

前不久，冯雄伟和同事们参
加了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举办的培
训，学习养虾操作技术、用药专业
知识、病理分析诊断、防护设施搭
建等。他说，这些培训对于大鳌
养虾产业帮助很大，“市场准入条
件比以前高了很多，只有应用好
这些新技术，出塘的产量才会高，
也能更顺利进入市场销售。”他开
玩笑说，“老一辈人可能是书读得
不好才跑去养虾，现在我们是要
读书读得好才有资格养虾！”

深秋正是晚稻收割的农忙
时节。不同于低海拔区域稻田
的一年两熟，韶关市乳源瑶族
自治县大桥镇一带高海拔石灰
岩山区水稻只能一年一熟。国
庆节前后，早早完成水稻收割
的当地农民盘点一年收成发
现，山上梯田亩均收入跟山下
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高一些。

抹平收入差距的，正是高
海拔山区农民种植水稻时放养
的“禾花鱼”。

走俏市场一条鱼
带旺一条村

鱼食禾花长大，鱼肉有禾
花香味，因而得名“禾花鱼”。
禾花鱼是稻收时节的佳肴美
馔，深受市场追捧。

中冲村委会主任朱志伟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禾花鱼亩
产约 25公斤，每公斤售价 100
元左右，稻田所出产的高品质

“禾花稻米”，即便价格按普通
稻谷4元/公斤的市价计算，亩
产值也能达到 2000元，除去
成本，稻渔综合种养亩均利润
超过 4000元，高于本地水稻
单作产值。

贫困户朱南娣，每年养殖
禾花鱼6亩，总收入2万多元；

贫困户朱贱明，养殖禾花鱼，每
年水稻和禾花鱼收入达到1万
多元……在中冲村，像这样的
例子比比皆是。一条禾花鱼，
带活了中冲一条村！

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院
士桂建芳带领邹桂伟、罗永巨
等水产科学家一行专程前往大
桥镇，在禾花鱼主产区大桥镇
中冲富民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
示范区，开展禾花鲤“乳源石鲤
1号”新品种现场审查。桂建
芳院士认为，禾花鲤“乳源石鲤
1号”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禾花
鱼品种，其发展潜力非常值得
挖掘。

专家助农民走上
稻田养鱼路

禾花鱼走向产业化之路，
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
产研究所黄樟翰教授的努力密
不可分。

从2013年开始，黄樟翰教
授就多次前往乳源调研，2015
年开始，黄樟翰下定决心在大
桥镇开展试验，探索广东山区
稻田养鱼。

黄樟翰告诉羊城晚报记
者，当时村民大多外出务工，稻
田养鱼基本是“人放天养”的状

态，稻田里放养的一种当地称
为“石鲤”的鲤鱼，生长速度缓
慢，基本没有盈利，“我们从鱼
种的复壮提纯入手，研究石鲤
的选育，现在选育已经进行到
第八代。只有让养鱼成为一项
挣钱的项目，村民养殖积极性
才高。”

效益增加水稻复
耕效果显著

在黄樟翰教授的支持和朱
志伟的带领下，中冲村成立富
民合作社，开始规模化稻渔综
合种养。稻田养鱼综合效益增
加，农民种稻养鱼的积极性也
随之高涨。中冲村水稻种植面
积由三年前的60%增加至现在

的 97%，撂荒的稻田又种上了
水稻，水田复耕效果显著。

2018年，中冲富民稻渔综
合种养示范区更是通过考核成
为广东省内首家国家级稻渔综
合种养示范区，示范区稻田养
鱼面积达1560亩。

乳源县畜牧兽医水产事务
中心主任李金照告诉记者，当
地还多次举办禾花鱼美食文化
节，以提高禾花鱼知名度，带动
三产融合发展。目前，乳源正
在申请进行石鲤良种审定和农
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助推禾花
鱼产业走上一条高效而稳健的
发展之路。

金风送爽，位于汕头澄海
的国兰远东种植基地迎来了一
年中最忙碌的时光。农户郑美
卿在基地忙着给兰花上盆、分
盆，为年底“收成”做准备。她
告诉记者，“自从开始种植国
兰，我的收入翻了2-3倍！”

“花中君子”兰花本是文人
雅客的座上客，如今却也是澄

海农户的心头好。从国兰研
发、种植、销售，到综合性休闲
农业开发、农业观光、技术进出
口，国兰产业带动了一批又一
批种植企业和个体农户致富
增收，更让澄海西浦村成为重
要的国兰种植基地。凭借着
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栽培种植
量，如今的澄海国兰品质已享
誉海内外。

“幸福产业”悄然发展
1977年的汕头澄海，有一

家叫广东远东国兰股份有限公
司的企业正式成立，彼时只有
5亩地、默默耕耘的小企业悄
然发展，如今已发展成拥有
200多亩生产基地的重点农业
龙头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2015年更是挂牌上市，成为世
界“兰花第一股”。

“在 20年前，国兰还是高
端消费，只有富人家才买得
起。”据广东远东国兰股份有限
公司项目部经理郑睦铦介绍，
以前的国兰一小株都能卖上数
万元。近年来，在远东国兰的
自主研发生产种植技术的带动
和推广下，国兰生产应用技术
日益普及，种兰成本日渐降低。

郑睦铦不无自豪地介绍
道：“1997年的时候，我们还在
引进台湾技术，而现在，已与广
东省农科院等合作研发、培育
了大量新品种，建立了 6个省
级、市级行业技术标准，构建了
高端品种资源库。如今，日本、
韩国等都来找我们引进呢。”

而在业内，种兰也被称为

“幸福产业”——国兰价格日益
下降、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多，这
不仅体现了现代农业种植技术
的快速发展，更映射了国民消
费能力的日渐增强。

扶贫致富成产业招牌
郑睦铦告诉记者，随着普

通观赏兰花售价越来越低，远
东国兰逐渐开辟新领域，外出
收购个体农户培育的优质国
兰，把基地更多的资源用来开
发新品种、培育高端产品、组建
品种资源库，这种情况也带动
了本地国兰产业的发展。

据介绍，目前，远东国兰负
责汕头澄海东里、莲花、溪南、
隆都、盐鸿五个镇的产业扶
贫。不仅如此，在远东国兰生
产基地里，有两处地方还是许
多学生和市民的游览首选，它
们就是远东国兰文化长廊和科
普基地。每到节假日，远东国
兰的生产基地都客似云来，去
年参观、观赏人次达到10万以
上，还接连被评为广东省青少
年科普基地和汕头市国兰科普
基地。

近年来，澄海国兰大力推
动现代农业数字化，今年以来，
远东国兰开始尝试在抖音等直
播平台进行销售展示，预计直
播 平 台 一 年 营 业 额 将 达 到
4000万元。汕头澄海的高档
国兰栽培种植量也在全国名列
前茅，澄海西浦村成为粤东地
区重要的国兰种植基地，澄海
国兰成为当地一块响当当的产
业金招牌。

羊城晚报记者 陈强

养虾养出一幢幢“虾楼”、一条鱼带旺一条村、种植国兰收入翻了2-3倍……

今年 9月 18日，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291个产
品正式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其中广东的从化玫瑰柑、始兴杨
梅等 49个农产品入选，涵盖水果、茶
叶、蔬菜、水产、畜禽等多个品类。截
至目前，广东共有 177个农产品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总数位居

全国前列。
今年 6月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在答

复人大代表有关建议时介绍，仅在粤北
生态发展区，据初步统计，2019年参加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农民人均年收
入就达15000多元，比未参加项目农民
高3000多元，增幅达25%，有力地促进
了当地农民增收。

资源变名品促进农民增收

延长产业链条打造品牌

“专业镇”养虾20年，“80后”“90后”技术派渐成养虾主力

养虾从“看天吃饭”到“向科技要产量”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通讯员 陈继武 谭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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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放天养”的“石鲤”经选育成为地方特色新品种,为贫困户打开财路

稻田里养出禾花鱼 撂荒田再成香饽饽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赖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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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种出致富柚
今年梅州柚种植面积达62万亩，产量93万吨，品牌

价值227.5亿元，农民喜迎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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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从研发、种植、销售，到综合性休闲农业开发、农业
观光、技术进出口

“花中君子”带起“幸福产业”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赵映光 通讯员 陈少芸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专家
“一村一品”

有利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

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
教授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广
东加大了“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政策、资金等方
面的扶持力度，这有利于
农业向专业化、规模化方
向发展。

胡靖认为，农村的自
然资源禀赋具有多样性、

结构性的特点。他表示，
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
业”要适应自然资源禀赋
特点，因地制宜，充分挖掘
资源的潜力。要尊重农业
的发展规律，遵循市场规
律，兼顾近期利益和长远
发展的平衡，同时还要考
虑村庄的生态与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问题。
（羊城晚报记者 陈强）

冯雄伟介绍他引进的养殖用水过滤系统

郑睦铦在查看兰花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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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孩子们在田间抓鱼

农产品品牌化助力富民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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