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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在云
浮罗定市罗平镇，当地广东省国
资委、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派驻
罗平镇驻镇帮扶工作队深入贯彻
乡村振兴战略，以辣椒为主导产
业，打造“小辣椒、大产业”的发
展模式，助力罗平产业振兴。

在入驻后，罗平镇工作队积
极与本地农业企业开展合作，在
前期确定辣椒种植作为产业发展
重点的基础上，同步推进发展水
稻种植产业，分别在乌龙村设立

“一村一品”辣椒种植基地300多
亩，山田村设立辣椒、红米/水稻
产业振兴帮扶基地 200 亩，其中
辣椒种植基地 150 亩，双莲村设
立辣椒基地100亩。通过打造辣
椒、红米/水稻种植示范基地，引
领带动更多农户种植辣椒，建设
辣椒“一村一品”项目，推动村集
体和村民“双增收”。

通过轮种带动土地活化

工作队从辣椒的种植，到田
间管理、采收，再到销售等流程，
均全程参与、倾力指导。截至
2022年底，全镇辣椒种植面积已
达1700多亩。

“自从种植辣椒以来，工作队
十分关心我们农户的种植情况，
每周都会来到我们的辣椒地查看
并询问辣椒的生长情况，在遇到
问题的时候，也很迅速地帮我们
联系农科专家，为我们种植户提
供了很大帮助！”山田村的种植户
陈阿伯说。

借助辣椒产业蓬勃发展这个
契机，通过辣椒水稻轮种，罗平镇
内撂荒地也得到了活化。2022
年，工作队针对罗平镇存在大量
撂荒地的情况，多次与镇党委、镇
政府专题研究，制定复耕行动方
案，在罗平镇实施“长岗坡复耕行
动”，计划三年内推动复耕 2000
亩以上撂荒地。

截 至 目 前 ，通 过 辣 椒/玉
米/水稻轮种模式，罗平镇累计
复耕撂荒地超过 700 亩，年产
粮近 700 吨，撂荒地成功变身

“小粮仓”。

产业发展促集体增收

产业发展为村集体增收提供
了新的发展思路。工作队指导乌
龙村、山田村、双莲村结合自身实
际，采取种植大户带头、村集体入
股分红以及筹资自主发展等差异
化发展模式，多路径推进村集体
产业发展。

“山田村通过打造辣椒、红米
种植示范基地，建设辣椒省级‘一
村一品’项目，既发展产业，又带
动就业，预计每年将会为村集体
经济带来超过 10 万元的收入。”
驻镇工作队队员、驻山田村第一
书记阮鉴平表示，基地建设为近
30个村民提供稳定务工的机会，
人均增收2000元。

罗平辣椒产业的发展也为当
地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为在发展产业同时更好促进本地
就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
作队联合本地农业企业，在罗平
镇开展了长岗坡雨露行动，通过
集合各村闲置劳动力，尤其是易
返贫户、困难户、低保户等成立罗
平镇乡村振兴灵活用工服务队，
对接村内各种植大户用工需求。
不仅及时解决辣椒种植大户的紧
急劳务需求，还帮助了有就业意
愿的留守村民就近就业，通过本
地务工增加收入，确保家庭、工作
两不误。据了解，辣椒产业的发
展和长岗坡雨露行动的开展，每
年为罗平各村稳定提供超过500
个灵活务工岗位。

据了解，长岗坡雨露行动开
展以来，已累计就业帮扶超过
5000人次，累计为周边村民务工
增收40万元以上。

“工作队将继续坚持以一产
为主，同步推进辣椒烘干、辣椒酱
制作等辣椒加工项目，以金融贷
款助力、辅以帮扶资金支持，有效
延伸辣椒产业链，推进村集体和
村民‘双增收’，致力实现‘小辣
椒、大产业’的目标。”工作队队
长刘世波表示。

羊城晚报讯 记者詹翔闵、通
讯员高干报道：又是一年三华李
品果季。5月 30日，2023年信宜
银妃李品果节暨第十八次全国李
杏学术交流会在“中国李乡·山水
双合”举行。

时值果熟时节，“中国李乡·
山水双合”果甜人欢，热闹非凡。
展示区展示了钱排镇辖区各村种
植的三华李，吸引了游客们驻足
一饱眼福；在展销区，直播带货格
外引人注目；在品尝区，游客纷纷
品尝三华李，点头赞赏……现场
人头攒动，人气十足。

大会今年举行了“信字号”农
产品承诺书签署仪式和“银妃”商
标使用授权仪式。三华李种植合
作社、种植户代表在会上签署“信
字号”农产品承诺书，并接受“银
妃”商标授权。

大会还进行信宜市三华李主
题游线路发布，推出一日游、两日
游各三条线路，供游客选择，让游
客在品尝三华李的同时，品味这
座山水城市的独特魅力。出席

“第十八次全国李杏学术交流会”
的200多名嘉宾、专家、学者实地
品鉴互动，与当地群众及游客一
起，共同感受银妃李的独特风味，
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为李杏产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蓄势赋能。

“三华李都是当天新鲜采摘
打包发货的，现在的三华李更大
更甜！”品果节上直播卖李的林先
生特意从电白过来参加活动，为

“银妃”三华李的销售打开了更广
阔的网络市场。“大果品相好，客
商网友抢着买，有的可以卖到30
多元一斤，小的味道也不差，并不
愁销路，还有好多加工厂收购。”
林先生告诉记者，近年来网络销
路畅旺，深加工产业也蓬勃发展，
生意是越做越红火了。

据了解，三华李作为“五棵富
民树”之一，自 2012 年信宜成功
举办首届品果节活动以来，日益
丰富品果节的形式和内容，形成
了“一业兴带动百业旺”的良好局
面，为茂名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提供了新的平台。

羊城晚报讯 记者吴奕镇摄
影报道：为保护和利用好河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 月 28
日，由河源市博物馆主办、河源
舞蹈家协会和河源舞星艺术教
育协办的 2023 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系列活动暨《猫狮少
年》表演与手绘制作在河源市
博物馆举行。活动邀请了当地
青少年参加形式多样的体验环
节，了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和平猫头狮。

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观看原
创舞蹈《猫狮少年》和手绘猫头
狮T恤的方式，了解了和平猫头
狮的历史和底蕴。同时，主办方
还通过制作手工展示、参观展览
等形式，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
感受到省级非遗项目的独特魅
力，让他们共同接力做好一名

“小小文化传承人”。
据了解，“猫头狮”是河源

市和平县具有上百年历史的
地方传统狮舞，它是由“猫头”
与“狮形”结合，形猫似狮，滑稽
风趣，粗犷威武。在河源客家
人眼里，猫头狮是驱邪避害、长
寿吉祥的瑞兽，每逢年节或庆
典，必有瑞狮临门，讨喜采青。
其制作汇聚了泥塑、绘画、裱糊
等民间工艺，是广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记者了解到，河源本土原
创舞蹈《猫狮少年》以猫头狮
元素为创作原型，其表演的道
具根据舞蹈动作的需求及特
点对传统猫头狮进行了缩小
制作。值得一提的是，《猫狮
少年》舞蹈表演道具上的图案
均是舞蹈演员们一笔一画描
绘上去，这也有助于让孩子们
更好地融入舞蹈表演中。《猫
狮少年》还在今年的广东省第
七届少儿舞蹈大赛中荣获表
演金奖和创作金奖。

初夏的深圳，气温高企。
与天气同样火热的还有各类演
出。今年以来，线下大型演出
重启，全国演出市场展现出强
劲的复苏势头。在深圳，优质
演出一场接一场。一边是知名
演出“走进来”，另一方面，“深
圳出品”的演出也在这个春天
走向全国，引来好评如潮。

重磅演出络绎不绝

5月 12日-14日，故宫博物
院首部音乐儿童剧《甪端》走进
深圳。5月20日-21日，为期两
天的草莓音乐节在深圳大梅沙
海滨公园举办。主办方统计，
此次音乐节报名人数超3万人，
门票两天售罄，非常火爆。

今年以来，深圳的重磅演
出可谓络绎不绝。除了一连串
的明星演唱会，不少优质舞剧、
音乐剧、话剧也接踵而来。位
于坪山区的坪山大剧院如同一
个“戏剧方盒”，今年的演出目
录包括了音乐剧《白夜追凶》2.0
版、《暗恋桃花源》、中国相声
名家群星荟“笑傲坪山”等，让
戏迷大饱眼福。

基层公共文化演出在深圳
同样活跃。5 月 28 日晚，由文
化和旅游部主办，文化和旅游
部公共服务司、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承办的粤港澳大湾区

“大地情深”——全国优秀群众
文艺作品示范性巡演活动深圳
专场在罗湖区深圳戏院成功上
演，为市民群众带来全国顶级
水准的公共文化盛宴。

“演出经济”拉动消费

一直以来，各种演出颇青
睐深圳。除去经济发达、消费
力强等因素，深圳还拥有独特
的音乐环境，是连接内地与港
台、国际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
桥梁。作为一个国际化、开放
的城市，多元包容的城市特性
和年轻的氛围，吸引了各种演
出落地。同时，有山有海的自
然环境，为户外演出和活动大
大加分。

近年来，不断优化的营商
环境和政策支持，也成为知名
品牌活动落地的助推器。简单
生活节创始于 2006 年，该活动
今年首次落地华南地区，就选

择在深圳的滨海城区盐田区举
办。其主办方目前已于盐田区
注册成立公司，未来将立足盐
田，推出更多结合当地地标和
旅游特色的音乐节活动，并将
品牌辐射整个华南地区。该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型活动
看重组织疏散、相关配套等，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配合，
深圳都给了企业非常好的营商
环境。”

伴随着演出的落地，“演出
经济”也被进一步带动。以草
莓音乐节的举办为例，短短两
天时间里，共有三万余人涌入
梅沙海滩，带动交通、音乐节餐
饮、音乐节周边和市集产品等
消费新场景，拉动消费效应显
著。5月 20 日-21 日草莓音乐
节期间，盐田特别是大梅沙片
区的酒店十分抢手，不少酒店
价格明显上涨，部分酒店出现
了一房难求的情况。

“深圳出品”走向全国

一方面，音乐会、知名演出
IP纷纷来到深圳，另一方面，“深
圳出品”的演出也在走向全国。

舞剧《咏春》是深圳重点打造的
力作，该剧集全国顶尖创作资源
于一身。 《咏春》巡演从今年3
月启航，一直持续到今年 9月。
足迹覆盖北京、上海、天津、广
州、武汉、长沙等多座城市。

深圳在对文艺精品的策
划、认定、组织、资助和推广等
环节上逐渐形成了持续一贯的
长期机制，构建了一个开放的

文艺精品生产平台，从而催生
出多姿多彩的文艺精品，声声
叩响时代之门。此前，深圳出
品的舞蹈《肖像》《等》《烈火中
永生》获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
奖”，魔术《秘境》获中国杂技最
高奖金菊奖，短篇小说《月光
下》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科幻
小说《中国轨道号》获第十一届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江英镇是阳山县有名的
玉米产区，当地制作的特色美
食麦羹品质在全县有口皆碑，
据江英镇坑边村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们这边是高寒山区，
山地多、田地少，非常适合种
植玉米。玉米成为了主粮，喝
麦羹也便顺理成章。”

今年，江英镇春种玉米达
到 15820 亩，该镇鼓励采取连
片规模种植方式发展玉米产
业，力争推动总量 2万亩玉米

种植量。而阳山玉米种植面
积拟稳定在 13 万亩左右，玉
米的亩产可达 600 至 650 公
斤，每亩产值可达 1600 元至
1800元。

此外，阳山还依托省科
研 单 位 对 玉 米 进 行 品 种 研
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
进企业对阳山玉米进行开发
加工。打造玉米花生饼干等
加工食品系列、玉米饮品系
列、玉米食用酒精等，延伸

玉米产业链。
“此外，我们也正在努力推

进三产融合建设，瞄准大湾区
城市短途休闲旅游核心人群，
开发建设玉米农旅融合重点项
目，在内容体系上形成‘吃住行
游购娱’一站式田园休闲旅游，
在主题方面，形成农事体验、田
园风光、艺术打造、展会赛节、
美食鉴赏、主题民宿等丰富业
态。”阳山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延伸玉米产业链

茂名信宜

“银妃李”品果节启动

小辣椒 大产业
云浮罗定市罗平镇产业帮扶探出新路径

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通讯员 赖迪 张国林

“清远鸡（阳山鸡）”“阳山西洋菜”“阳山淮山”“清远丝苗米”“阳山玉米”
农业品牌加快发展

打造“五个五十亿”农业产业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程 通讯员 黄国斌 罗小丽

一边是知名演出“走进来”，一边是“深圳出品”走向全国

深圳：“演出经济”火热带旺消费新场景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乡村振兴正在让“沉睡”的土地资源“活”起来、“香”起
来。清远阳山县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土地肥沃，气候资源独
特，为发展养殖、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近日，记者走
进阳山多个乡村，发现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蓬勃，新技术、
新模式正助力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一批农业品牌，如“清远鸡
（阳山鸡）”“阳山西洋菜”“阳山淮山”“清远丝苗米”“阳山玉
米”等“五个五十亿”农业产业正在加快打造形成。当地农户
也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获得了更多实惠。

清远鸡（阳山鸡）曾是国宴
“头牌鸡”，有着中国“十大名鸡
之首”的美誉。而清远鸡（阳山
鸡）作为清远地区优良的地方品
种资源，一直畅销珠三角、韶关和
港澳地区，颇具品牌知名度。

阳山县提出大力打造清远鸡
（阳山鸡）等“五个五十亿”农业产
业。当前，阳山积极鼓励和支持企
业建设大型肉鸡养殖基地，引导龙
头企业与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
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健全联农
带农模式，促进农民增收。为进一

步推动全县清远鸡（阳山鸡）的养殖
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阳山
还力争创建一家省级畜禽养殖标准
化示范场，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

今年以来，全县肉鸡存栏
438.97万羽，出栏553.86万羽，清
远鸡（阳山鸡）产量稳步增长。近年来
在消费升级推动下，市场前景广阔。

据了解，阳山本地预制菜生
产企业以清远鸡（阳山鸡）为基础
开发预制菜品牌，现已研发推出
清远鸡（阳山鸡）自热炖汤，在市
场上受到高度好评。

在阳山，除了清远鸡（阳山鸡）
有良好的效益之外，还有不少地方
特色农产品也在发力。今年截至
目前，阳山丝苗米种植面积约7.83
万亩，玉米种植约8.61万亩，淮山
种植约0.323万亩，西洋菜种植达
0.8万亩，确保了农业稳产增收。

在江英镇江英村的旱地西洋
菜种植基地，一场雨过后，西洋菜
在雨水的滋润下，显得更加翠绿
欲滴。阳山西洋菜是国家地理标
志登记产品，以年亩产 25000 斤
计算，按照全年市场均价每斤2.4
元，西洋菜每亩地每年可为农户
创造收益近6万元。江英村旱地

西洋菜基地建设原来仅30亩，在
镇党委的领导推进下，不到 1 年
的时间，江英村旱地西洋菜基地
已经扩展到300亩。

为引导阳山西洋菜进一步扩
大种植规模，阳山积极倡导能种则
种，宜种则种，发动其他乡镇推广种
植。同时，阳山也正在谋划制定阳
山西洋菜地理标志产品授权使用制
度，进一步促进产业标准化、规模
化、品牌化。此外，阳山正组织发动
西洋菜种植企业成立阳山西洋菜产
业协会，通过发挥协会的监管职能，
运用抱团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阳山
西洋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树立清远鸡品牌标志

种植蔬菜引领致富

A

B
C

博物馆来了“猫头狮”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带青少年感

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河
源

孩子们观看猫头狮表演

农民在收割金黄色的稻谷

草莓音乐节人气火爆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