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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吴奕镇、通
讯员张小建报道：10月 17 日，河
源市东源县“百千万工程”农村供
水县域统管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东源县将与中国水务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的国有上市运作平台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钱江水利”）合作，加快实
施农村供水“三同五化”工程，提
升当地农村供水保障能力。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东源县
“百千万工程”农村供水县域统管
项目，钱江水利将采取“轻”资产
合作优先，统管东源县县域内20
座镇级水厂及120座单村供水工
程。通过“水务大管家”的创新型
合作模式，将灌区管护、水库物业
化管理、河道治理、水利工程、二
次供水等全县涉水业务进行整
合，实现统一专业化、规范化、智
慧化的管理，最大程度实现城乡

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监管、同
服务。

东源县水资源优质丰富，长
期以来，东源县立足保护“生态好
水”，既保障大湾区近 5000 万居
民的饮水安全，也全力保障本地
群众的用水需求。2023 年底该
县 基 本 实 现 了 集 中 供 水 全 覆
盖。全县兴建有农村集中式供
水工程 241 处，16 个单村水厂达
到“粤美水站”标准，其中新港镇
斗背水厂入选为首批广东省“粤
美水站”。

东源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双
方签订项目后将锚定农村供水高
质量发展目标，推动农村供水从

“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从单
元分散向规模集中转变，从传统
管理向数智化管理转变，全力做
好农村用户保供工作，为农村供
水安全保驾护航。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通讯
员黄彩华报道：当父母闹离婚，
其中一方把小孩藏匿起来，这种
情况该怎么办？日前，东莞市第
二人民法院发出全市首份涉离婚
纠纷藏匿小孩的“人格权侵害禁
令”，裁定某离婚诉讼案件中的女
方停止侵害男方的监护权，即禁止
女方藏匿双方的婚生儿子。在法官
的协调下，男方重新见到了儿子。

今年8月，四岁男童小罗（化
名）的妈妈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
院起诉，要求跟小罗爸爸离婚。
就在法院对该离婚案组织调解
期间，小罗妈妈未跟小罗爸爸商

量，擅自带走小罗返回外地老
家，并明确拒绝小罗爸爸看望。
小罗爸爸说，8月 20日他与儿子
视频后，曾多次拨打视频电话，
但均被小罗妈妈拒接，后来更被
小罗妈妈拉黑。至于儿子在哪
里住，在哪个学校就读，小罗妈
妈也拒绝透露。

9 月份，小罗爸爸向东莞市
第二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请求
法院依法裁定被申请人小罗妈
妈 立 即 停 止 对 其 监 护 权 的 侵
害。法院经审查认为，父母是未
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享有平
等的监护权。离婚时，应当妥善

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
探望、财产等事宜，听取有表达
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不得
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
争夺抚养权。

“本案中，小罗妈妈的上述
行为，已经侵害了小罗爸爸对小
罗的监护权的行使。法院遂依
法作出裁定，裁令小罗妈妈立即
停止对小罗爸爸的监护权的侵
害。”承办此案的东莞市第二人
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陈国云法
官为此特地组织了听证会，召集
小罗爸爸和小罗妈妈一起面谈。

听证会上，陈国云法官送达

了上述裁定书，对小罗妈妈的行
为进行耐心的释法教育。在陈
法官的主持下，小罗妈妈与小罗

爸爸当场达成了探视协议。就
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小罗又重
新见到了爸爸。

离婚诉讼中藏匿小孩不给男方看望 一女子收到“人格权侵害禁令”

法官说法

据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徐珍介绍，
“人格权侵害禁令”是人民法院作出的一种临时性保护措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
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
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
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措施。

徐珍表示，如被申请人违反禁令，人民法院将根据相关规定，视情
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罚款最高金额为 10 万元，拘留最长可达 15
天。如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何为“人格权侵害禁令”？

产量约 4965 吨产
值3.67亿元

当天上午，羊城晚报·羊城派
乡村直播间团队与台山市青蟹养
殖协会会长陈志龙、养殖户陈稳定
一同走进台山市都斛镇，通过直播
镜头生动展现台山青蟹这一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的魅力。

台山不少地区位于咸淡水交
汇处，海水盐度适中，盛产作为饲
料的蓝蛤（本地人称“米蚬”），加上
土质、水质富“硒”，当地人利用这

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养出个头大、肉
厚、膏满的台山青蟹。

陈志龙介绍，台山青蟹养殖至
今已有近130年历史。2017年，
台山青蟹获批实施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保护。2024年，台山
青蟹获准注册国家地理标志集体
商标。“随着台山青蟹知名度的提
升，如今台山青蟹价格翻了好几
倍，一到节假日都要加价抢货。”

台山市农业部门提供的资料
显示，台山青蟹 2023 年产量约
4965吨，产值为3.67亿元。一条集
种苗销售、养殖、收购、批发、加工
于一体的产业链逐步形成，成为当
地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力支撑。

将“黑科技”应用于
青蟹养殖

都斛镇是台山青蟹的主产
地。这里地处黄茅海与西江水交
汇处，分布着大量蟹围。记者了解
到，至2023年，都斛镇共有青蟹养
殖户220户。

养殖户陈稳定介绍，他养殖台
山青蟹已有8年。目前在都斛镇
合石南新围承包了 500 多亩蟹
围。他说，最初养殖青蟹时，他沿
用了传统的粗放养殖方式；后来他
又尝试了生态绿色养殖；目前，他

在探索人工苗分段式养殖。随着
养殖方式不断“升级”，陈稳定养殖
的青蟹成活率不断提升，产量增
加，效益也逐步提升。

陈稳定透露，如今他还依靠
“黑科技”管理蟹围：“打开手
机，通过智慧平台查看，就能查
看蟹围的水质情况、增氧设备
的状态，还可以远程操作投喂
饵料。”

陈稳定所说的“智慧平台”，是
当地近年来搭建的“智慧渔业”平
台。该平台通过安装气象监测、水
下监控、远程水质监测、自动增氧和
水循环处理等设备，帮助养殖户实
现水产养殖的信息化管理。陈稳定
说，有了这个平台，“虽然承包的面
积有500亩那么大，但管理起来一
点都不累，很轻松。”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台山还繁
殖出第一代台山青蟹人工种苗，并
开始推广养殖；“光伏+青蟹”的养
殖试验也已经展开，未来将有更多

“黑科技”应用于台山青蟹养殖当
中。

打造舌尖上的文旅
王牌

台山青蟹不仅是当地特色农
产品，更是台山文旅一张“舌尖上

的王牌”。
陈志龙介绍，台山青蟹做法多

样，蒸炒煮炸皆可，其中尤以清蒸
最受欢迎。清蒸后的青蟹色泽鲜
艳，蟹肉白净细嫩、结实富有弹性，
爽滑清甜；蟹膏丰满质优，雌蟹膏
呈橘红色、滋味浓香，雄蟹膏呈金
黄色、口感鲜甜。2023年 10月，
台山青蟹烹饪技艺还入选了江门
市第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记者留意到，在都斛海鲜街，
每逢节假日都聚集了大批来自大

湾区各城市的自驾游旅客。他们
在游览周边的中国农业公园等农
耕风光之余，总会趁着饭点前来品
尝青蟹。陈志龙表示，近年来，都
斛镇还经常举办与青蟹相关的美
食旅游文化活动，举办“蟹王蟹后”
评比大赛，开设台山青蟹体验馆，
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买蟹、
品蟹成为各地游客前来台山旅游
的热门“玩法”。陈志龙在直播中
发出邀请：“欢迎来台山，品尝台山
青蟹的好滋味！”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俊良报
道：10月17日下午，中国（广东云
浮）-RCEP第二届产业合作大会
在云浮市新兴县举办，本次大会
的主题是“深化RCEP产业合作，
积极拓展区域商机”。

大会吸引了来自RCEP成员
国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
商协会代表及老挝、柬埔寨、泰
国、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国
的贸易代表前来参会。大会介绍
了云浮的营商环境优化和RCEP
生效带来的发展机遇，推介了云
浮大建材、农业、电子信息、低空
经济等优势产业。云浮企业和
RCEP成员国在大会上签订了经
贸合作协议，云浮市泷州职业学
校和泰国博仁大堂签订了培养本
科留学生和学术资源共享协议。

广东省省级RCEP企业服务
中心和RCEP产业学院在大会上
揭牌成立。其中，广东省省级
RCEP企业服务中心将为云浮企
业走向 RCEP 市场和 RCEP 成员
国企业进入云浮市场提供商务法

律、税务、金融等全链条全流程
“一站式”专业化服务。RCEP产
业学院将设置跨境电子商务、现
代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满
足云浮市RCEP产业集群品牌出
海及现代商贸服务业的新型外贸
人才培养需求。

大会上还正式启用云浮跨境
电商清关中心。据介绍，云浮跨
境电商清关中心项目目标是打造
一个高效、便捷、智能化的跨境电
商物流清关体系，形成集仓储、分
拣、报关、物流于一体的综合性跨
境电商物流清关中心，实现跨境
电商物流清关服务的全面升级，
为云浮市乃至广东省的跨境电商
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据悉，云浮近期将举办RCEP
产业合作系列活动。云浮（新兴）
第二届金属智造产业暨不锈钢餐
厨具博览会将于10月 17日至 19
日在新兴县举办。第二十一届云
浮国际石材科技展览会暨第十五
届云浮石文化周将于 10月 18 日
至21日在云浮市云城区举办。

茂名市是广东省的生猪养
殖大市，生猪出栏量连续多年稳
居全省首位，是全省唯一生猪
100%自给后还可以提供粤港澳
大湾区 300 万头以上的城市，
2023 年全市生猪总产值 119.06
亿元。

近年来，茂名以“稳定供给、
提质增效、保障安全、环境友好”
为目标，以广东省生猪跨县集群
产业园为抓手，打造了以国道
207 为纵轴线的生猪优势产业
带，引领全市生猪产业向规模
化、标准化转型，同时向科学智
慧、绿色高效养殖升级。

目前，茂名市生猪跨县集群
产业园项目已落实养殖用地
5000 亩以上，建设用地总面积
167 亩。如今，生猪跨县集群现
代农业产业园推进全市生猪产
业由养殖一产独大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转变。

据统计，全市有国家级畜禽
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生猪）1家、
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生
猪）79家、省级现代化美丽牧场
（生猪）4家，有国家级产能调控
基地 14 家，省级产能调控基地

13家，市级产能调控基地36家。
在上游饲料生产方面，茂名

市现有饲料生产企业 81 家，已
形成 2个饲料产业集聚园，入园
企业近 40家。茂名市饲料总产
量354.72万吨，同比增长6.45%；
产 值 132.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72%。

在下游生猪屠宰加工方面，
近年来茂名重点引进和培育一
批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推进生
猪养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目前，已引进了顺达、温氏、京基
智农、海大、唐人神、恒兴等一批

全产业链养殖企业在茂名市布
局。在本土企业中，信宜市粤信
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建有种猪和
育肥猪场，屠宰加工环节建有肉
类加工厂，销售环节自建了 100
多家门店；化州市食品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也积极向屠宰下游延
伸，布局建设“预制菜”生产基地
等肉类加工项目。

通过优化结构和创新布局，
茂名市的生猪产业走出了一条
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之路，为广
东省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
农业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产业园内，年加工10万吨猪
肉制品项目的效益也逐渐显现。
一条条整洁的自动化生产线挂着
生猪并进入分割流程。该项目年
屠宰生猪100万头、年加工肉制
品10万吨，大大提高农产品的生
产效率和附加值。通过建设屠宰
和加工项目，生猪的产业链进一
步打通，生猪产业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大力推进，冷鲜肉将通过
冷链送到大湾区销售。

顺达公司生猪养殖生产基地
分别位于广东茂名和广西河池，
总占地2030亩，采用绿色生态智
慧楼房养殖模式，总建筑面积约

30万平方米，年出栏仔猪及肉猪
可达 60万头左右。相比传统的
平房养猪，楼房养猪能够大幅节
约用地。随着养猪行业走向集约
化、规模化、专业化，楼房养猪中
智能化、机械化技术的应用也成
为生猪产业升级的重要推手。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顺达
公司构建“规模养殖、集中屠宰、
品牌经营、冷链运输、冰鲜上市”
模式。此外，公司加紧布局生猪
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等
业务，发展育种、饲料、肉制品加
工一体的生猪全产业链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生猪产业

扩大产能和转型发展的同时，顺
达猪场也十分注重生态循环发
展。据悉，生猪养殖基地配套建
设相应的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设施和环保处理设施，其中茂名
养殖基地的有机肥生产设施年产
高效有机肥达4万吨。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规划，陈祥
挺称，公司向来重视农业产业科技
创新，拥有一支科技人才队伍，配备
有相应的检测实验室和生产技术
应用示范基地，并与多个科研单位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生物育种、
疫病防控、食品加工、生产标准化
建设等多方面进行深度研发合作。

在产业园里，丝苗米自动化
加工中心让人眼前一亮。该加工
基地总建筑面积约 1 万平方米，
是目前粤西地区设备最先进、加
工能力最强的大米加工基地。稻
谷烘干、去石、碾米、抛光、色选等
10 多道工序已实现了全程自动
化、全程无人接触，整个加工过程
需时不到 1 小时，稻谷日烘干量
达 240 吨，有机丝苗米日产量达
200吨，每年加工量可达6万吨。

“以往台风季，稻田经常受到
风雨影响，造成损耗。丝苗米自
动化加工中心解决后顾之忧，有
效提升高州市丝苗米加工生产的
整体效率和质量。”产业园负责
人、顺达农业公司总经理陈祥挺

介绍，生产线还使用了专门的机
器对丝苗米进行颜色和大小筛
选，确保产品品质。

据悉，2022 年，顺达农业承
担了茂名市生猪跨县集群产业园
和高州市丝苗米产业园核心项
目，产业园先后在石鼓、镇江、沙
田、宝光 4 个镇街集约流转了 1
万亩富硒土质农田种植丝苗米，
带动周边农户和种植专业合作
社约10万亩水稻种植。目前，产
业园丝苗米播种面积超10万亩，
产业园主导产业综合产值超过
13亿元。

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
产业园正不断探索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径，打造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茂名样本。水田激光平地、
无人驾驶水穴直播、无人驾驶病
虫草害防治、无人驾驶收割机械
……无人驾驶、高新技术在水稻
种植的整个周期中处处可见。
这是从2021年开始，由岭南现代
农业广东省实验室茂名分中心
与华南农业大学水稻生产机械
化创新团队、顺达农业共同打造
的粤西首个水稻规模化生产“无
人农场”。

除了日常耕田、犁田、翻田通
过电脑控制机器完成，“无人农
场”还可实现稻田中的“直播”。
这里的“直播”是相较于传统种植
方式，需要先将秧苗育成再插秧，

“无人农场”可以实现无须育秧，

直接把稻种播到田里。“耕、种、
管、收”全程智慧化、无人化的“无
人农场”，不仅有效提高了闲置农
田的利用率，还能提高劳动生产
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

陈祥挺表示，原来高州水稻
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很低，全产业
链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产
学研的合作也带给农民更多良
种，以更科学的方法种植水稻。

高州丝苗米产业园将继续在
龙头企业及众多实施主体的引领
下，加快建成“育种研发+智能化
种植+现代一体化加工+品牌营
销”四位一体的产业融合发展新
模式，为实现高州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持续发力。

装满“米袋子”端稳“肉盘子”
茂名按下生猪产业发展“快进键”，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这个现代化农业
产业园让人眼前一亮，
茂名现代化农业发展
步伐坚定。”在惊叹声
中，茂名市顺达现代农
业产业园映入眼帘。
这里不仅是高州市丝
苗米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的所在地，也是广
东省生猪跨县集群产
业园的所在地。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顺达年
加工10万吨猪肉制品
项目，它不仅展示了茂
名在农业产业链延伸
和深加工方面的成效，
也体现了该地区在推
动农业现代化、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方面的坚
定步伐。

茂名市顺达现代
农业产业园的建设和
相关项目的成功实施，
为茂名地区的农业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
当地经济的繁荣和农
业产业的升级转型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文/图 詹翔闵 全良波 刘金美

“无人农场”涌现高新技术 打造现代农业智慧农耕样本

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加快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产供销三位一体 生猪养殖实现融合发展

广 东
省生猪跨
县集群产
业 园（茂
名 市）示
范生产线

广东省生猪跨县集群产业园（茂名市）示范园区

中国（广东云浮）-RCEP第二届产业合作大会在云浮新兴举行

深化RCEP产业合作
积极拓展区域商机

河源东源与钱江水利签订农村供水县域统管项目

“水务大管家”守护农村饮用水安全

羊城派乡村直播间走进江门台山“打卡”当地特色青蟹产业

江门台山打造青蟹农旅融合产业链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通讯员 台山宣

全国青蟹看广东，广
东青蟹看台山。10月份正
是去江门台山市吃“大蟹”
的时节，食客与进货商云
集此间。台山青蟹品质
好、价格高，广受食客、游
客追捧，有利于兴农业、促
消费、旺旅游，大有“文章”
可做。10月17日，羊城晚
报·羊城派乡村直播间走
进江门台山市，“打卡”当
地特色青蟹产业。

陈志龙（左）在直播中介绍如何挑选台山青蟹 苏燕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