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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则繁华都市，退则世外桃源，
这是都市现代农业的形象表达。近
年来，广州正努力走出一条超大城市
集约高效、业态丰富的现代农业发展
之路。建设与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相
适应的都市现代农业，是广州乡村产

业振兴的首要任务。如何一手牵起
城市繁荣，一手带动乡村振兴？羊城
晚报记者从广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近年来广州市通过建成一批特色
产业园，有力带动了都市现代农业产
业发展。

强化产业园示范引领 让“菠萝的海”更飘香
湛江
垦区

文/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通讯员 赵俊杰 孙远辉
图/受访者提供

2023 年徐闻菠萝产量 79.6 万吨，产值约
25亿元，辐射带动农户近5万户。

2023 年广东种植荔枝 410 万亩、产量 160
万斤，收入160亿元。今年广东突破荔枝保鲜技
术，80多个荔枝主产县、180万荔农丰年增收。

2022 年广东省农产品贸易总额 3301.3 亿
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28.1%；出口 1157.7 亿
元，增长 69.1%；农产品贸易额居全国首位，出
口增速位居第一。

刚刚过去的广东省庆祝 2023 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上捷报频传，广东的“土特产”拿出了很
多“大文章”。放眼全国范围内，广东现代农业
的特色也十分明显：特色产业丰富，农民追求
“你有我优、你优我强”，形成了具有独特品格、
特点以及价格优势的广东特色产业。特别是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现代农业产
业园为抓手，广东近年来大手笔打造的岭南特
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
济、富一方群众。在庆丰收的时节回头看，不少
经验对接下来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都有借鉴。

在祖国大陆的最南端，有一片中
国最为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全
国每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徐闻。
连片的菠萝地一望无际，高空俯瞰之
下，红土、绿苗、风车、村落纵横交
错，色彩斑斓。沿着乡间小道行驶，
道路两旁就是红土地，不同品种、不
同生长阶段的菠萝，叶片从黄、黄绿、
翠绿、浓绿渐变，木屋、水塔、风车点
缀其间，一直绵延到天边，就像一张
七彩的热带风地毯。

在雷州半岛这片“菠萝的海”上，
一半的菠萝都来自广东农垦湛江垦
区。近年来，湛江垦区结合自身产业
和区位优势，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方面积极发力，2021年 12月获批创建
省级菠萝跨县集群产业园。产业园规
划面积 25万亩，主要包括徐闻县和雷
州市菠萝产区的相关农场，产业规划
布局为“一核两区一基地”。

在凸显菠萝主导产业特色的同
时，产业园比单打独斗的企业更能发
挥以科技赋能打造示范高地作用。

依托广垦研究院，产业园加强优
质种苗研发与推广，联合垦区内外科
研单位组建菠萝科技创新与推广体
系。2021-2022 年已繁育健康优质种
苗 2000万株，建成后每年预计繁育健
康优质种苗 3000万株以上，从以前的

“一苗难求”到现在年繁育优质种苗 1
亿株以上，实现了从海南“求”苗到自
主育苗的转变，质量安全合格率也长
期稳定在99%以上。示范带动周边农
户种植新品种凤梨1万多亩，满足了雷

州半岛对优质菠萝种苗的需求，促进
垦区优良菠萝品种种植面积逐年扩
大，品种结构逐年改善。

从卖鲜果到卖鲜切小菠萝，再到卖
菠萝预制菜，徐闻这个传统农业县，正在
经历的是从抓生产到抓链条、从抓产品到
抓产业、从抓环节到抓体系的转变。在这
个产业迭代升级的过程中，产业园在拓展
全产业链方面同样走在前面。

目前园区已建成菠萝深加工与综
合利用基地、菠萝产业科技研发中心，
菠萝综合服务中心以及菠萝主题公园
等，打造集科研、种植、加工、储藏冷
鲜、物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长期以来，菠萝等农产品采后冷
链仓储容量有限，成为制约农户增收
致富的堵点、痛点。湛江垦区建成湛
江菠萝产地运营中心，年分选加工菠
萝6万吨，实现菠萝产品分选分级、品
质检测、降温预冷、冷链储运等菠萝采
后工厂化、商品化预处理，确保产品品
质稳定、供应稳定、标准统一。通过应
用智能化仓储设施，成品库存周转率
提升14%，劳动力节约70%，并精准检
测出菠萝的糖度值、黑心、水心等，实
现优果优价。依托运营中心，充分发
挥冷库、智能仓储等设施功能，面向职
工、农户、客商推出冷链仓储一站式服
务，今年中心拓展产地仓商品化处理
能力，承接百果园、天虹超市等水果连
锁商超以及亿品果汇、菠萝的海等供
应链企业的订单，共完成 1200多万斤
菠萝和 400万斤其他农产品的商品化
处理及销售业务。

据介绍，产业园内的精深加工计
划分近、中、远期实施，2022 年开始建
设年产罐头、果汁、果酱果馅超2万吨
的菠萝精深加工智能生产线，以及利
用菠萝皮渣等废弃物加工高附加值酶
制剂的生产线，实现一颗菠萝“吃干榨
净”目标，有效解决菠萝产业加工废弃
物处理等问题。建成后具备年超过 2
万吨生产产能，实现年营业收入1.7亿
元，利润总额近 1200 万元，对全国乃
至全球菠萝产业高质量发展将起到示
范引领作用。

当地农民也受益于产业园联农带
农助农的贡献。通过统一生产管理，
主动对接市场，进行区域营销，产业园
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优质菠萝。如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公司和红星农场建
立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一万多亩，通
过种苗供应和技术服务，示范带动周
边农户种植菠萝近 30万亩。通过“园
区+链条”模式，新品种菠萝每亩平均
利润4000多元，比普通菠萝每亩平均
增加 2000 元利润，每亩收入翻了一
倍，让广大农户吃下增收的“定心丸”。

特色产业园拿下多个全国第一、全球第一

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中，注
重 联 农 带 农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考 核 标
准 。 广 州 创 建 省 级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同样注重引导入园企业与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建立联
结机制，因地制宜探索农民增收渠
道，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

来自广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

示，2019 年以来，23 个产业园带动全
市约13万名农民就业增收。

在从化区花卉产业园，通过创新
土地入股、协会带动个体经济等模式，
带动3.8万名农民参与花卉产业，与合
作社或龙头企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
农户比重达到70%。空港花世界产业
园招聘村民入企就业，传授盆景手艺，
人均月收入超过5000元。

在广州谈都市现代农业，不只是就
农业谈农业，也绝非就城市谈城市。作
为一个人口超2200万的超大城市，广
大市民吃的、喝的来自乡村，广大市民
的精神需求也离不开乡村。广州的城
与乡，并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现代都
市与美丽乡村交相辉映、水乳交融的。

从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出发，近年来广州把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推动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农
业产业园生产设施不断完善，新型经营
主体逐步壮大，主导产业不断发展，产业
融合发展成效初现，效益惠及广大农民
群众，走出一条超大型城市集约高效、业
态丰富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2019-2022 年，广州市分四批创
建 23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从数
量上看，总数位居全省第二、珠三角第
一；从类型上看，包括 19 个特色产业
园、4个功能性产业园。

截至 2023年 5月底，19个特色产
业园中，已建成从化区花卉产业园、荔
枝产业园、壹号蛋鸡产业园，增城区迟
菜心产业园、幸福田园蔬菜产业园、仙
进奉荔枝产业园、丝苗米产业园、特色
水果产业园，南沙区渔业产业园这 9
个产业园。另外还有6个正在开展验
收，在建4个，基本覆盖了全市主要特
色农业产业。

19个特色产业园以规模化种养基
地为基础，带动丝苗米、蔬菜、水果、花

卉、水产、畜禽等产业规模化、高质量
发展，培育了广花小娇红掌、仙进奉荔
枝、井岗红糯荔枝、从玉菜心等“粤字
号”农业品牌346个。产业园种植面积
达 75万亩，水产养殖面积达 15万亩，
生猪出栏量 30 万头/年，年产种鸡苗
500万羽，2022年总产值近340亿元，
占广州市当年农业总产值的近60%。

已建成的 9 个特色产业园，2022
年产值比2020年增长约53%，拿下了
多个全国第一、全球第一：从化区生猪
产业园建成世界单体最大的种公猪
站；壹号蛋鸡产业园建成亚洲单体最
大的蛋鸡养殖基地；南沙渔业产业园
建成全国最大的热带观赏鱼生产和贸
易中心，15 个品种产销量全球第一、
27个品种全国第一。

在此基础上，广州积极推进省级
产业园扩容提质增效，从化区花卉产
业园于2022年 2月被认定为国家级产
业园；增城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在丝苗
米产业园基础上，以“丝苗米+设施畜
牧”双主导产业模式申报国家级产业
园，于2023年4月入选创建名单。

通过高起点、高标准创建国家级
产业园，带动了一批优质企业初步集
聚。从化区花卉产业园集聚了广州市
花卉研究中心、广州绿宝轩农业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等 17 家规模以上花卉
企业，增城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引进广
州风行乳业、穗新牧业等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近10家。

“蟹中茅台”南沙青蟹产
自南沙区渔业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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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的新思路广州

从化区荔
枝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

23个产业园带动全市约13万名农民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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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 日，中国体育彩票 7
星彩第 23114 期开奖，广东清远
市清新区建设南路 7 号 103 卡
4416016179实体店中出1注一等
奖。中奖者小王（化名）凭借一张
5 注 10 元票中得 500 万元，为清
远贡献税收100万元。

小王表示，自己平时购买彩
票的花费并不多，都是机选五注
10元，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正常
生活，就当在做公益的同时还能

有个小期待。“这次能够中奖一等
奖挺意外的，因为之前也没想过
能中大奖，未来也会本着做公益
的心态支持体彩。”小王说。

10月 16日，清远体彩为出奖
实体店举行了一场颁奖仪式。活
动现场洋溢着欢庆热闹的气氛，
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围观，街坊
邻里纷纷前来体彩实体店道贺，
现场工作人员还发起了赠票活
动，让大家都能沾沾大奖的喜气。

颁奖仪式上，清远市体彩中心
分别向该实体店代销者和销售员
颁发了5000元和1000元的奖励，
同时颁发“幸运投注站”奖牌，以此
鼓励代销者和销售员再接再厉，以
更饱满的热情服务广大购彩者。

代销者李世宇表示，7 星彩
500 万元大奖诞生在自己的投注
站，他由衷地为中奖者感到高兴，
今后他也将继续为购彩者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那是个烈日当空的午后，我
在手机铃声响了三回之后按下接
听键，便听到对方说：“郝总，你
许诺的半年期限已过了呀，我现
在真的急需用钱呢！”

“你应该是打错电话了，我姓
杨。”我刚说完对方便挂了电话。
正在惊诧间，微信“叮咚”一声响
了。点开，是一位名叫“老尚”的
请求添加好友。通过之后，老尚
便发来一段文字：“你好！如果你
不是郝总的熟人或朋友，我可以
郑重向你道歉，但我现在真的需
要这笔钱。”

原以为是新加的彩友，没想
到是位陌生的“追债人”。我回
复：“我真不是你要找的郝总，我
只是个彩票销售员。”随后，我不
但发了我所处的位置，还随手拍
了个店内视频自证清白。老尚回
复：“抱歉！”并捎带了一个双手
抱拳的表情。

大约过了两小时，一位戴着眼
镜看似斯斯文文的男人踏进店门，
而就在此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我边

向男人点头边接听电话，刚“喂”了
一声，对方便又挂断了电话。

“对不起，电话是我打的，我是
刚加你微信的老尚。”刚进门的男人
晃晃手机说，“你真不认识那位郝
总？他的手机号怎么在你手中？”

我看着他满脸疑惑的表情，
很认真地说：“这个手机号是我十
天前去营业厅申请买的，我有必
要骗你吗？”

“我以为你们是一起的熟人，
不好意思。”老尚脸上现出一丝歉
意又喃喃自语：“唉！看来真是没
法了。” （杨宝江）

清远这家店
中出7星彩500万元大奖大奖
沾喜气！

大乐透：前区：小号强势，大小比关注2：
3防1:4。和值平稳，关注90—100之间。奇
偶均衡，关注奇偶比3:2或 2:3。012路比关
注 1:3:1。连号隐身，关注散号。后区首防
双大、双偶组合，次防一大一小、奇偶组合。

7 星彩：137—246—509—413—696—
418+1、5、6。

排列3:精选号码三注：346、958、271。
排列 5:精选号码三注：58578、34556、

82477。 (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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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里话丰年

盘活乡村“甜蜜经济”

特色产业园
量身定制县

域经济增长
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