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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悦报道：好消息，蔬菜降价
了！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月1日，全国重点监测
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5.75元/公斤，比上周五下
降3.7%。在广东，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平
台（以下简称广东“保供”平台）10月30日连夜向全
省蔬菜生产、加工、流通企业发出倡议书后，截至
11月2日，已有过百家企业响应倡议，加入广东蔬
菜保供应的大军，承诺以民为本，稳产、保供、不涨
价。广东“保供”平台也迅速上线蔬菜数字专区，保
证“菜篮子”产品调得进、供得上、不脱销、不断档，
一套“组合拳”努力实现稳产又保供。

逾百企业响应倡议保供稳价

受灾害性天气、生产成本、疫情防控和拉闸限
电等因素叠加影响，近期国内部分地区和部分蔬
菜品种价格明显上涨。10月30日晚，广东“保供”
平台连夜向省内的蔬菜生产、加工、流通企业发出
倡议书：以民为本，以保供稳价为要，做有责任、有
担当、有行动的良心企业。切实维护广东蔬菜销
售市场的经营秩序，畅通蔬菜调配和市场供应链
条，确保蔬菜市场供应不缺货、不涨价。

截至2日，全省又有90家规模化蔬菜基地（其
中 80家省级“菜篮子”基地）积极响应倡议书，加
强扩种抢播，极大增强了全省蔬菜稳产保供信
心。加上此前十余家企业，短短数日，已有过百家
企业响应倡议。

数字力量促“平价菜”供应

蔬菜保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如何有效调配
蔬菜的供给？2日，广东“保供”平台迅速上线蔬
菜数字专区，有蔬菜实时行情报价、响应倡议企业
申请等内容，借助数字农业力量助力广东蔬菜稳
价保供工作。

0.7元/斤的螺丝椒、1元/斤的大白菜、0.5元/
斤的有机菜花……打开“保供”平台的“蔬菜专
区”，来自广东及周边产地的蔬菜供货商正源源不
断地保障“平价菜”供应。

据悉，接下来，广东“保供”平台还将加强蔬菜
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信息监测，及时发布相
关信息，积极引导蔬菜种植户、经营者合理安排生
产和经营活动，稳定市场预期，确保蔬菜供应不断
档、不脱销。

羊城晚报讯 记者刘星彤、通讯员沈静文报
道：随着近期天气转凉，广东提早步入温泉旅游旺
季。本周起，围绕城市周边的各类温泉产品成为
市民近期的咨询热点。据了解，今年温泉游以省
内及周边预订为主，融合了秋冬进补等应季要素
以及生态、农产品市集等个性化体验的线路更受
欢迎，以家庭为单位多次出行成为新的趋势。

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从上周起，包含“秋收”
“秋景”“养生温泉”等主题在内的秋游产品逐渐成
为市民的关注热点，省内出游人数呈递增趋势。
根据广之旅 10 月份的预订情况，国庆假期结束
后，省内及周边温泉预订人数每周环比增长分别
为 87.5%和 56.1%，游客选择的温泉酒店从近郊
（如广州花都、从化）往省内（如江门、清远、惠州、
封开、韶关）及周边邻省区（如广西贺州）扩展，选
择范围仍较为丰富。

另据携程统计，从地区上看，广东游客的“泡
汤”热情稳居全国第一。截至十月下旬该平台数
据显示，年底前温泉类景区门票预订用户中，广州
游客下单最多，佛山亦遥遥领先全国多地游客。
有关人士表示，省内丰富的地热资源以及“温泉经
济”带动温泉旅游文化向成熟、规模化发展，是注
重养生的“老广”爱泡温泉的主要原因。

记者从旅行社方面了解到，带有秋收时令的食
材、体验，融入了秋冬进补等应季元素与周边乡村
的生态、美食、农产品市集等主题的温泉行程最受
欢迎，“丰富、多元的旅游体验刺激了游客一次或多
次参与周边温泉旅游，家庭是主要出行单位”。

旅行社提醒游客，受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省
内温泉游预计在本周末迎来新一轮预订高峰，出
游价格也将随之逐步走高。从目前看，周六入住
的温泉产品较平日上涨约 20%，但有部分温泉酒
店周五的价格与平日相差不多，建议有条件的市
民不妨周五出发，享受更实惠的周末度假。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讯员
粤仁宣报道：11 月 2日，广东高质量
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
政”三项工程服务乡村振兴推进会在
潮州召开。会议总结了三项工程服
务乡村振兴工作成效，并部署谋划下
阶段安排。

累计培训600多万人次

三年多来，三项工程有效促进城
乡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致富，助推
乡村振兴发展。据统计，三项工程累
计培训600多万人次，有效促进劳动
者技能就业。

广东还将三项工程导入帮扶协
作，帮助35.94万桂、黔两省区农村劳
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和转移来粤
就业，帮扶新疆喀什技校、西藏林芝
市技工学校实现跨越发展。每年支
持约1.5万名有意愿的贫困家庭子女
免费入读技校，技工院校学生80%来
自农村。

助力乡村多元化发展

会议强调，高质量推进“粤菜师
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
程，是加快新时代人才强省建设的重
要内容。要充分发挥三项工程广东

战略品牌效应，认真贯彻落实《高质
量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
家政”三项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行
动方案》，在五个方面助力乡村振兴
不断取得新成效。

具体而言，拓展培训内容，分层
分类实施培训计划，打造一批“粤字
号”农村技能培训品牌。健全评价体
系，推动涉农职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创新培训方式，把培训送到田
间地头、送进千家万户。

优化调整院校布局，加快补齐粤
东粤西粤北地区技工教育短板，实
现所有地级以上市建有 1 所以上技
师学院。加强涉农院校建设，打造

一批省级涉农重点专业和特色专
业，强化涉农师资队伍建设。面向
农村加大招生力度，吸引农民工、高
素质农民、适龄青少年等群体入读
职业、技工院校。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就业
创业服务，提高农村劳动力与市场
需求匹配效率。鼓励三项工程创业
孵化基地、产业园等载体为入驻企
业提供一条龙、一站式公共创业服
务。深化劳务对接帮扶，完善结对
帮扶机制。

依托“粤菜师傅”延伸产业发展
链条，上游对接食材供应，中游支撑
粤菜餐饮，下游连接文化旅游。依托

“广东技工”壮大产业发展动能，积极
培养农业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
才。依托“南粤家政”培育劳务输出
品牌，推动家政服务业与养老、育幼、
托养等行业融合发展。

制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开辟绿
色融资渠道，构建服务乡村振兴全主
体、全链条、全区域的专业服务团队，
支持三项工程相关主体创新发展。

会上，省人社厅还和工、农、中、
建四大银行广东省分行、广发银行等
金融主体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
进一步深化银政合作模式，加大金
融支持助力三项工程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广东三项工
程将在多方面助
力乡村振兴不断
取得新成效

把培训送到田间地头
每地市建一所以上技师学院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周聪 郭思琦

“把养生材料融入传统菜
品中制作成符合当代人饮食习
惯的创新菜式，比如这次带来
的艾叶鱼饼，是这两年我们一
直尝试的方向，这也与梅州打
造‘长寿之乡’的文化品牌相互
呼应。”梅州兴宁市高级技工学
校烹饪专业学科带头人郭华群
自豪地向记者介绍道，就在不
远的场馆中，他17岁的女儿正
在参加本次粤菜师傅技能大
赛，同样带来一道创新小吃
——胡萝卜造型的咸水角。不
同的菜品和场馆，同样的匠心
与创新，客家菜文化技艺的连
绵传承就在这对父女身上得到
彰显。

38年的潮菜路，让广东建
业酒家有限公司董事长纪瑞喜
见证了潮菜行业的发展。近年
来，纪瑞喜明显感受到，在粤菜
师傅工程的推动和汕头文旅产

业、汕头美食发展的相互促进
下，“成为一名潮菜师傅”已逐
渐变成年轻人就业的热门选
择，以建业酒家为例，每年都会
招收一两百人，其中不乏“05
后”的学徒。对此，纪瑞喜笑
称，建业酒家已然成为一间“私
人技工学校”。而在潮菜传承
路上，纪瑞喜坚持认为：“潮菜
的传承首要是坚守传统，只有
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才能打造一张真正的潮菜
文化品牌。”

而广州白天鹅宾馆有限公
司行政总厨谭广燐则告诉记者，
近年来，广州白天鹅宾馆带动粤
菜文化走出去，通过到海外教侨
胞制作粤菜等，以侨为桥让粤菜
文化传承下去、传播出去。谭广
燐认为：“粤菜茶点深受广东人
甚至是全国人民的喜爱，是广东
文化的代表之一。”

“每天，汕头都有无数只
狮头鹅发送到全国各地，仅这
一只鹅，就能带动一条生产
链、一个农贸市场和整个养殖
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就业的机
会。”提起粤菜师傅工程培训，
本次五星级名厨、技能大师工
作室领创人陈进全深有感慨，
自粤菜师傅工程开展以来，他
指导过的学生已近2000人。

据陈进全介绍，从事饮食
行业四十余年，能明显感觉到
近几年行业迸发出活力，“所谓
民以食为天，粤菜师傅工程勾
起了人民群众对中华美食的兴
趣，也推动了更多人都往餐饮
产业去探索和交流，带动了广
东饮食产业链的全方位发展。”

正如陈进全所感受到的，
近年来，汕头市的粤菜师傅工
程推进如火如荼。记者从汕头
市人社局了解到，该工程开展

以来共有“粤菜师
傅”相关专

业在校学生5230人，共开展“粤
菜师傅”培训共5736人，目前，
汕头共有2个国家技能大师工
作室、5个省级粤菜师傅培训基
地、5个省级粤菜师傅工作室、
10个市级粤菜师傅乡村实训基
地、1个校企实训基地、3个乡村
技师工作站、7个“粤菜师傅”技
师工作站。

不仅如此，“粤菜师傅”还
走进就业招聘专场，开辟出一
片“专属天地”。在 2021 年 8
月举办“2021汕头市夏季人才
交流大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
洽谈会系列招聘活动”网络招
聘活动中，就开辟“粤菜师傅”
服务专区，并支持有创业需求
的城乡各类劳动者创办潮汕
卤鹅、小吃粿品、农家乐等各
类创业店，以“小切口”解决民
生需求。而这也正是广东综
合运用人才培养、就业创业、
产业发展和文化品牌建设等
多维度政策举措聚焦发力的
生动缩影。

粤菜师傅“煮”出致富产业链11 月 2 日，粤港澳
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
大赛开赛。百余粤菜高
手们在“擂台”上一决高
下，奉献了一场色香味
俱全的舌尖盛宴。在高
水平大赛的背后，是粤
菜行业的蓬勃发展。以
大赛为主线，串联文化
展示、产业融合等多元
要 素 ，发 挥“ 粤 菜 师
傅+”集聚效应，打造一
场全民体验、全民参与
的粤菜文化盛宴。作为
民生工程，“粤菜师傅”
工程有效推动了就业创
业，带动乡村餐饮行业、
种养殖业和旅游业等产
业全链条的发展，成为
了广东高质量发展的
“加速器”。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悦、通讯员穗农宣报道：近
期全国范围内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比较明显，为有效
保障全市重要农产品需求，广州市农业农村局一手
努力抓好农业生产，一手全力做好本地农产品供应
保障工作。羊城晚报记者11月2日从广州市农业
农村局了解到，广州本地蔬菜预计在11月中旬大
量上市，届时价格波动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

对于本轮蔬菜价格的波动，广州市农业农村局
分析认为，一是当前蔬菜正处于淡、旺季交接时段，
市场供应量相对减少，价格出现短期性上涨；二是
受前期强冷空气降温及台风带来连续降雨影响，蔬
菜生长缓慢、部分菜田受淹，蔬菜采收、运输成本增
加；三是西蓝花、花椰菜、娃娃菜等外市补充品种，
受此前北方地区水灾、气温骤降、疫情等多方面影
响，蔬菜基地减产，加上油价等成本上涨导致运费
提高，拉抬了批发市场价格。预计11月中旬本地
蔬菜大量上市后，价格波动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

目前，广州市农业农村局正围绕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稳产保供，努力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
全力做好本地农产品供应保障工作，有效保障全
市重要农产品需求。

广东又有90家
规模化蔬菜基地
加入“保供”

平台上线蔬菜数字专区，提高
产销对接效率

广东温泉游旺季
提前到来

省内温泉游周环比增87.5%

大量本地蔬菜
11月中旬上市

广
州

届时价格波动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

在广东，“粤菜师傅”工程成
为提升技能促进就业的关键一
招，以“小切口”推动解决就业

“大问题”。工程实施以来，全省
已 累 计 开 展“ 粤 菜 师 傅 ”培 训
26.1 万人次，累计带动就业创业
63.6 万人次。有效促进了广大
城乡劳动者实现技能就业和创
业致富，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 我 现 在 开 了 自 己 的 餐 饮
店，日子越来越好。”湛江雷州松
竹镇山美村的吴明俊今年刚满
21 岁，得益于“粤菜师傅”工程，
他的年收入已超 30 万元。

如今，梅州市玉水村已成功
从“煤矿村”变成“名厨村”，目前
村 子 里 从 事 厨 师 行 业 的 有 356
人，年薪 20 万元以上的厨师超百

人。“我们走出了‘名企出名厨，
名厨带名徒，名徒联名企，名徒
成名厨’的培育模式。”当地村书
记说起“粤菜师傅”工程带来的
改变，脸上充满了自信的微笑。

“粤菜师傅”工程实施以来，
这样的“逆袭”例子屡见不鲜。

目前，广东已有 184 所技工
院校、职业院校开设粤菜相关专
业，在校生达 6.8 万人，“粤菜师
傅”多层次评价体系逐步构建。
接 下 来 ，广 东 将 分 类 分 层 编 制

“粤菜师傅”初级、中级、高级课
程教材，开发“粤菜师傅”线上远
程培训课件；运用现代学徒制等
模式推动校企合作培养；加快健
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
能 力 考 核 等 相 结 合 的“ 粤 菜 师
傅”评价体系。

每一道美味的粤菜，食材都是关
键。在一道道香气四溢的粤菜背后，是
一条条食材产业链的建立与发展。

蒸鱼是顺德粤菜中最为常见的家
常菜，也是顺德饭店必须做好的一道招
牌菜。作为全国最大的淡水鱼养殖基
地之一，顺德现有鱼塘约 15 万亩，淡水
养殖年产量逾 28 万吨，顺德养殖户更
是数量庞大。

一条鱼从顺德哪里来？用过什么
饲料药品？运输过程有什么问题？都
能通过系统进行溯源。当地正从一条
条淡水鱼入手，向产业上下游延伸，撬
动起一个庞大的粤菜产业链。

在湛江市遂溪县城月镇虎头坡村
蔬菜种植基地内，一筐筐刚采摘的新鲜
蔬菜正整装待发，准备运往附近螺岗小
镇的“粤菜师傅”高飞大师工作室。

以往，“靠天吃饭”的农户常常面临

销路不稳定、采购价波动等难题。“粤
菜师傅”工程实施以来，种植基地通过
与“粤菜师傅”工作室“结对子”，不仅
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更稳定增加了
村民收入。

以美食为媒，“粤菜师傅”工程正在
让不少沉睡的乡村资源得到“盘活”。
这也是广东推动“粤菜师傅”工程的一
个重要出发点，深挖传统乡村粤菜美
食，与民俗文化、农业观光休闲等相结
合，打造一批乡村粤菜美食旅游景点和
乡村粤菜美食旅游精品线路。

在广东，越来越多的乡村正在进行
这一尝试。梅林鹅王、均安蒸猪、白切
怀乡鸡等乡土美食正带旺一批乡村粤
菜美食旅游景点。在传承粤菜文化的
同时，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就业，助
力乡村振兴精准扶贫，走出一条“色香
味俱全”的风味之路。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蚁璐雅 郭思琦

累计带动就业创业63.6万人次 “粤菜师傅+”闯出产业融合新路

粤菜师傅技能大赛现场

评委观看选手制作

对话大师：
粤菜是广东文化符号之一

感受变化：
饮食行业迸发出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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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菜师傅”技能大赛开赛
粤菜小吃成“必考题”乡村彩虹捞

鸡、香煎墨鱼饼、潮
式炸虾枣、秋蟹锦绣鲈
鱼……在汕头潮博馆的
南广场中，近百位省级“粤
菜师傅”大师工作室的技能大
师带领徒弟现场展示刀工、雕
工、摆盘等技艺绝活，多道广
府菜、潮汕菜、客家菜相继出
炉，“色香型味”各有千秋，让各
位看客既饱了眼福也饱了口福。

11 月 2 日上午，以“让世界
爱上广东味”为主题的第四届粤
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赛
暨粤菜产业文化交流活动在汕头
拉开帷幕，作为联结粤港澳大湾
区的文化纽带和展示岭南文化的
亮丽名片，该赛事不仅为广大“粤菜
师傅”搭建展示厨艺技能风采、传承
弘扬工匠精神的舞台，也是对全省
“粤菜师傅”工程实践成果的一次全
面检阅和展示。在比赛现场，多种菜
系齐头并进、百花齐放，这正是近年
来广东“粤菜师傅”工程火热开展，以
人才培养为抓手、以促进就业创业为
导向、以服务粤菜产业发展为驱动、
以小切口推动就业与产业发展“大变
化”的生动注脚。

上午9时50分，粤菜师
傅技能大赛正式开锣——
参赛选手要在指定的 3 个
小时之内，完成比赛要求的
四道菜品的制作与烹饪，随
即各位选手静心投入、各显
身手。

据悉，该竞赛包括中式
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个项
目，分为名厨组和新秀组两
个组别，按广府菜、潮汕菜、
客家菜三个菜系进行比赛，
共有 23 个代表队 135 名选
手参赛。其中，将粤菜小吃
纳入竞赛内容是该赛事的
首次尝试。

“90 后”香港籍参赛选
手阮嘉辉已经是一个入行8
年的“老师傅”，在中山市工
作多年的他，近年来陆续参
加了多类粤菜师傅比赛和

培训。本次，他又结合自己
的强项准备了港式小吃炸
云吞等特色菜品，阮嘉辉告
诉记者：“现在国家经济发
展很快，尤其是大湾区很有
潜力，这让我对留在大湾区
内地城市发展很有信心。”

场馆另一边，“百厨群英
会”和地市粤菜产业文化交
流展示现场热闹非凡。百厨
群英会展示是一个全新环
节，现场61个广府菜展位、
20个潮菜展位和19个客家
菜展位均人气高涨，围满了
看客和食客。

2日下午，“粤菜师傅”
产业文化发展论坛也在潮
博馆火热开展，行内饮食文
化专家、烹饪大师等齐聚一
堂深入探讨粤菜前沿产业
和粤菜饮食文化潮流。

品味现场：
粤菜小吃首次纳入竞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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