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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番禺作为著名的岭南鱼米之乡，渔业是传统优势产业，产值占
全区农业总产值近60%。潮起潮落，沧海桑田，伴随着国家级渔港经济
区的落地启航，由以渔为主的传统海岛经济向现代海洋经济转变，告别
过去“渔兴则兴，渔衰则衰”的历史，番禺渔业即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在番禺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蹲点看到，在
“以点带面，串珠成链、引城出海”的开发格局下，当地诸多工程建设有序
推进。展望未来，项目产生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能级提升效应，将帮助
改善渔民生活居住环境、促进渔民新型就业、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加
快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渔业、渔民、渔村的高质量发展。

在广州番禺石楼镇莲花山脚
下的莲花山渔港，几根木桩、水泥柱
扎进一片布满厚厚淤泥的滩涂上，
勉力支撑着房屋，这里大部分的渔
屋坐落于水面上，显得有些老旧。
狭窄的街巷里，房屋墙壁上大红色
的“拆”字格外显眼，村民们忙碌的
身影点缀在其中。

这里还有三个月就要拆迁了，东
星村老刘一家早已搬迁一空，今天他
骑着摩托车回来收拾些零碎物件。这
是一间约30平方米、面朝河涌开间的
屋子，门口泊着一艘旧渔船。环顾室
内，所谓的“墙壁”，一半是木板，一半
是彩钢瓦，东边的木板墙上还破了一
个洞，被遗弃的断电时钟停留在9时
40分。老刘年岁已近退休，他说：“水
上住了几十年，要上岸了！临时租了
房，（对未来的生活）有信心！”

20世纪 50 年代，响应政府号

召，按照统一部署，一批海上渔民
移民至莲花山渔港，形成了四条

“纯渔村”——卫星村、群星村、东
星村、明星村。时至今日，有7300
多名渔民分散居住在四条渔村之
中。由于没有土地资源，渔业生产
便成为了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石楼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四条渔村
中，渔民、渔船最多的当数群星村，
最鼎盛时有约200艘渔船，如今只
剩下102艘。

渔船数量急剧减少的背后，是
渔船设施逐渐老旧、渔村土地资源
匮乏、渔民收入水平普遍不高的写
照。当前，莲花山渔港与周边城市
发展不同步，市政配套不足，渔村环
境恶劣，渔业产业以近海捕捞为主，
结构形式单一，未能形成链条或闭
环，渔民仅靠打鱼难以维持生计。
此外，受自身文化素质等因素影响，

渔民转型转产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

湾”的几何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
让小小渔港迎来发展转机。2021
年12月，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公布了包含番禺国家级沿海渔
港经济区项目的试点名单，作为广
州唯一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
——番禺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
正式“扬帆起航”。

根据规划，四条渔村所在地将
建成渔港经济区上下涌避风锚地工
程。当地村干部告诉记者，工程实
施前，须先完成上下涌避风锚地项
目范围内村民的拆迁安置工作，其
中涉及征拆房屋和棚房超过 500
宗，目前房屋征收工作正在稳步推
进，安置房项目也在同步建设中。
渔港经济区将带动整个片区发展，
让村民的出路更多，生活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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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东星村长长的巷
道，再走过二十多米长的窄
石板桥，这里是老渔民陈志
明的家。他7岁时就跟随父
母来到这里定居，今年已经
72 岁了。尽管刚做完一场
手术，他精神依旧矍铄。

1958 年，渔民们刚到莲
花山渔港落脚时，码头一带
连河堤都没有，后来的堤
围都是父辈们用一块块石
头垒起来的。他们在临水
河涌建起一间间树皮屋，
后又大多改建为铁皮屋。
这些渔屋大部分坐落于水
面上，依靠木桩、水泥柱支
撑 着 。 由 于 没 有 土 地 资
源，渔业生产便成为了村
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陈志明的家前后总共有
110平方米，几十年里，偌大
的渔屋共经历了四次翻修，
陈志明介绍：“以前是松皮，
也盖过一层沥青，再加了一
层石棉瓦。现在这是第四
次补修了，屋顶很容易烂，
石棉瓦十年八年就烂了。”
屋子内部被陈志明夫妻俩
打理得干净整洁且不失温
馨，堂屋里甚至有彩色灯光
布景、家庭KTV。

平日里，陈志明爱坐在
屋后钓鱼，“风凉水冷，空气
也好，安静又舒服。”饭后，他
还喜欢出门到渔港遛弯，他
感受到公共环境越来越好
了，“有码头，水也干净了，卫
生也搞好了，路也靓了，又有
路灯。”

向海而生，在海里漂泊
了几十年，陈志明笑称自己
是“海洋大学”毕业的。由于
年岁已高，他“上岸”已有 8
年时间了，此后便住家享受
生活。看到村里的年轻人驾
船出海，他也会流露出羡慕，

“以前靠划船去珠海、新会等
地，太辛苦了，现在的船好很
多，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只需
要扳动油门就好。如果我还
年轻，还愿意出海打鱼，很开
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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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沙垌村两三公里
的山岭上，观珠镇沙垌村村
民梁兴强种植有 1.5 万棵奇
楠沉香。看着生机勃勃的树
木开始逐渐结香，他对未来
日子充满期盼。

“我爷爷种沉香，我父亲
种沉香，我儿子还种沉香，世
世代代传承下去。”梁兴强
说，白木香嫁接成奇楠之后，
结香容易，品质更高，为生产、
加工提供了非常充足的材
料。对未来日子充满信心。

在梁兴强眼里，茂名市
电白区全面推进“百千万工
程”，出台了沉香产品种类规
定、“退桉改香”财政补贴等
政策，自己赶上了好时候。

“以前行业混乱，价格难以统
一，无法规范化生产。”梁兴
强说，在政府引导下，沙垌村
创新“奇楠”沉香嫁接技术，
成为全国首个用树根做砧木
成功育出奇楠幼苗的地区。
在原材料充足的前提下，行
业规矩建立起来了，正因为
电白区对沉香行业的重视，
看到行业未来前景，自己才
从海南回到家乡发展。

电白区推进“百千万工
程”，沙垌村村容村貌发生华
丽蜕变。梁兴强是土生土长
的沙垌村人，看着家乡道路
变为柏油路，两边商铺整齐
一致，亲身感受到乡村振兴
的好处。“现在村民收入以沉
香为主，许多村民因沉香走
上致富路。”梁兴强说，沙垌
村有今天的发展，是认准了
发展沉香产业这条路。作为
一名沙垌村人，看到大家做
大“沉香产业蛋糕”，人人受
益，心里特别开心。

随着“百千万工程”不断
推进，梁兴强建立集种苗、种
植、生产、加工于一体的企
业。在这个老实汉子眼里，
带动农民致富，才是回馈社
会的最好方式。梁兴强说，
沉香生产的每个环节都需要
大量工人，一年需要发放的
工资超过百万元。村里产值
超过千万的企业还有很多，
他将努力做强企业，提供更

多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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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电白区观珠镇:

这棵树真“香”，美了乡村富了乡亲
文/羊城晚报记者 全良波 图/羊城晚报记者 曾育文

走在观珠镇，漫山遍野都
种植有沉香树，家家户户门前
屋后空地，也是沉香树。用当
地人的话来说，“只要有空地，
都会种上沉香树。”

在一个沉香种植基地，一
棵棵沉香树长势喜人，青葱茂
盛，一眼望去绿意尽收眼底。
有工人在剪枝，有工人在钻孔，
有工人在浇水，一幅勤劳致富
的画像徐徐展开，映入记者眼
帘。记者留意到，传统的沉香
品种白木香易种植，但生长周
期长、结香慢，而奇楠品种易结
香，且品质好，当地香农纷纷砍
掉白木香，嫁接上奇楠。

“昔日珍贵稀缺的香料，如
今已成为致富树，每克的沉香
卖到 10 元左右，上不封顶。”
种植基地负责人刘帮说，奇楠
沉香苗木一般种植 3 年-5 年
可以采香，种植年数越长，沉
香的价值相对越高。在从业
者研发出奇楠嫁接技术后，极
大地提高了沉香树的结香速
度和结香质量。

刘帮说，沉香叶可以制成
沉 香 茶 ，每 斤 沉 香 茶 收 购 价
达到 100 元，一个种植园一年
可 以 收 成 数 千 斤 ，也 是 不 菲
的收入。

“一棵奇楠沉香幼苗价格

曾高达 600 元，随着普及，价格
跌落到20元。”奇楠苗基地负责
人梁兴强说，每年可以销售几
万棵幼苗，主要销往广西、海南
等地，利润可观。

一枝一叶都是宝，随着从
业者不断钻研和创新种植技
术，奇楠沉香逐渐从观珠镇开
始向外辐射，带动周边镇种植。

电白区以“企业+公司+农
户”的模式，不断扩大全区的沉
香种植规模，推动“百千万工
程”落到实处。目前，全区沉香
种植面积约 12 万亩，年育奇楠
沉香木苗 3000 多万株，占全国
市场80%以上。

手起刀落之间，白色的树
片从枝干中飞出，留下黑色的
沉香，几刀之后，一个菱形的沉
香制品毛坯冒现，进入下一道
加工程序。这是村民高师傅加
工沉香的特写，显露出数十年
的深厚功力。

高师傅说，自己从17岁就
开始从事沉香行业，以前曾到
外地工作，随着家乡沉香产业
不断发展，他回来这边，收入也
不断增加，现在月收入可以达
到6000元以上。

在观珠镇沙垌村，街道全
是经营沉香的商铺，每家商铺
囊括了种苗、种植、生产、加工、
销售等各个环节。以制作沉香
佛珠为例，包括头坯、二坯、勾
香、打磨等十二道工序，各个环
节都需要工人，吸引了许许多
多像高师傅一样的观珠人回乡
就业。

勾香是一道精细的工序，
因为沉香坯胎不规则，只能用
人工把毛坯里的“糟粕”用小刀
勾出来。吴晓婷在村里勾香已
经有10多年，因为速度快被誉
为“圣手”。对比起以前的日
子，她说，随着奇楠沉香种植普
及，原材料更加充足了，每天都
有干不完的活。在家门口打工
月收入达到 6000 元左右的比
比皆是，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随着沉香声名鹊起，当地
年轻人不仅传承了村里传统的
沉香产业，广开销售门路，也创
新发展沉香加工工艺，制作出
备受新时代消费者青睐的产
品。谭贵清祖祖辈辈都从事沉
香产业，到他这里，开始研发沉
香精油，提供了40多个工作岗
位。他说，企业年产值达到数
百万元，将会投入更多资金加
强研发，开发出更多适合年轻
人的沉香产品。

电白区推进“百千万工程”
效果显现，沙垌村拥有商铺作
坊近 1000 家，带动 2800 家个
体户共同发展，吸纳就业超 2

万人，全村沉香产业产值达10
亿元，通过发展沉香产业，全村
走上了致富路。

在观珠镇，许多香农拥有
自己的沉香种植基地和加工
厂，通过直播产品自产自销。
抖音主播花姐从去年开始做直
播，目前在抖音上已有3万多个
粉丝。“作为土生土长的观珠本
地人，我对当地的沉香文化比
较了解，而且我的家乡就是沉
香的原产地，做直播有很大的
地理优势。”花姐说，除了直播
卖沉香产品，她还会在直播间
传播沉香文化，分享沉香故事。

当地有许许多多像花姐一
样的主播，在直播推介沉香产
品的同时也在宣传和推广电白
沉香文化，希望电白沉香被更
多人所了解，身体力行支持家
乡“土特产”沉香产业的发展。

电白驻沙垌村第一书记钟
影虹说，电商直播不仅打响了
电白沉香知名度，拓宽了沉香
销售渠道，也为当地百姓增收
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成为群
众致富的新路子。带货的网络
主播，收入高的能达到两三万
元甚至更多。

“每天都会有很多商家来
‘取经’，有上海的、深圳的、内
蒙古的，甚至马来西亚、泰国客
商也都来了。”沙垌村党支部书
记杨水清说，沙垌村推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电白
沉香名片，带动周边村庄共同
致富，增加村民收入渠道。

目前，沙垌村在促进沉香
产业集聚及规模效应的过程
中，开发外贸出口、民宿旅游等
新产业，促进沉香一、二、三产
业融合，辐射带动周边乡村经
济发展。

以沙垌村为核心，观珠镇
成长为全国最大的沉香交易集
散地，被评为“沉香专业镇”“沉
香特色小镇”，带动周边镇村发
展，达到区域协调发展，推动

“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

梁兴强为沉香树修剪枝叶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加
工沉香木手工艺品

门前屋后种上“致富树”

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

茂名电白区素有“中
国沉香之乡”美誉，沉香
生产经营至今已有1500
多年历史。推进“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落实茂名市全产业
链打造“五棵树一条鱼一
桌菜”工作部署，电白区
充分挖掘千年沉香文化
底蕴，全力发挥“一棵
树”的价值。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
走进电白区观珠镇蹲点
采访了解到，沉香的一节
树梢、一片叶子已成为百
姓的“致富钥匙”，形成
从育苗、种植、加工到市
场营销等完整的全产业
链条，形成“农文旅”融
合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着
当地产业兴村、产业强
农、产业富民。

村 民 直 播 带 货 沉 香 木
手工艺品

番禺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

告别“水上漂”，渔民上岸出路更宽

番禺国家级渔港经济区
总功能定位为世界休闲旅游
目的地、全国休闲渔业新标
杆，未来数年，这里将迎来天
翻地覆的变化，以莲花山渔港
为功能核心区，建设智慧渔港
系统建设工程、砺江涌避风锚
地、上下涌避风锚地、上涌休
闲渔业码头，完善渔港周边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集智慧、平
安、绿色、产业、人文于一体的
新型渔港。

在上涌休闲渔业码头工
程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
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拆除原
有旧码头的工作。工地负责
人 告 诉 记 者 ，接 下 来, 这 里
将新建宽 13 米、长 200 米的
休闲渔业码头，进行航道疏
浚工作，确保行船通畅，未

来码头将用于停放中小型船
舶、上下游客，工程预计工期
180天。

在砺江涌避风锚地工程
南段的施工现场，岸堤建设已
初具雏形。工 地 负 责 人 介
绍，工程南北段总距离约 2.4
公里，建成后将用来停放渔
民的渔船，目前施工进展顺
利，正在进行休息平台的结
构施工，已完成总工程进度
的六成，下一步将开展装饰
工程，预计 2024 年年初即可
竣工。

家门口的变化，东星村打
鱼三十多年的石叔看在眼里，
乐在心里。他今年 60 岁了，
渔村拆迁在即，他决定给自
己“放长假”休息一段时间。

“出海打鱼一次十几天，吃住

都在船上，天气好收入就高
点，天气不好就低点，现在年
纪大了体力支撑不了了。”谈
及未来规划，石叔透露，计划
响应渔船减船转产和更新改
造政策，申请减船转产补助，
从海里上岸。

推进国家级沿海渔港经
济区及配套项目建设，是番禺
区推进“百千万工程”、提升区
域经济协同发展能级的重点任
务之一。番禺国家级沿海渔港
经济区专班办公室副主任刘坡
说，聚焦“百千万工程”、乡村
振兴的目标，渔港经济区将实
现传统渔业转型升级，渔港环
境获得大大提升，产业的引入
将加强当地的造血功能，促进
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渔民共
同富裕。

渔港变迁渔民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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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上下涌避风锚地工程整体效果图上下涌避风锚地工程整体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