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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作
为农业大镇，素有冬种辣椒
的习惯。2 月 21 日，记者走
访了解到，该镇去年11月种
植的4500多亩辣椒上市，正
处在收获高峰期。目前，该
镇上市的冬种辣椒品质优收
成好，辣椒种植成为当地群
众增收的重要渠道。

当天上午，记者在新洲
镇长集公司辣椒种植基地
看到 ，一排排齐膝高的辣
椒植 株郁郁葱葱 ，枝 叶之
间挂 满成熟待摘的冬椒 ，
椒农 们穿梭其间 ，脸 上洋
溢着 丰收的喜悦 。 采摘、
分拣、入箱、装车，各个环
节有 条不紊地进行 ，种植
基地一派繁忙景象。

种植基地负责人冯成标
介绍，长集公司的辣椒种植
基地种有白椒、杭椒、泡椒、
线椒、螺丝椒、小米椒等品
种，反季节上市大幅提高了
种植收入。冬椒采摘期可持
续到今年 5月。由于新洲镇
土壤、气候等条件都很适宜，
今年辣椒长势喜人，收成好，
品质优，现在已经陆续成熟
采摘。冯成标告诉记者，公
司共种有 550 亩冬椒，亩产
约有 2000 至 2500 公斤，现
在白椒的收购价每公斤 6
元，螺丝椒每公斤5元。

“冬闲时农不闲”，规模
种植冬椒不仅带动新洲镇的
群众增加收入，还可提供“家
门口”就业岗位。采摘工人

爱姨就尝到了冬椒种植的
“甜头”。她是种植基地附近
的村民，今年 63 岁，自冬椒
上市就和其他村民在基地打
工。“在种植场从事采摘辣椒
工作，一天工作8小时，中午
公 司 还 管 饭 ，日 薪 有 130
元。”爱姨说，辣椒种植基地
为大家提供了就业岗位，附
近的村民有活干，腰包也鼓
了起来。

“今年冬椒销路不错，等
冬椒采收完，我们会在基地
种上玉 米、甜瓜等其他蔬
菜，实现一年四季棚内‘常
青’。”冯成标介绍说，目前
基地的冬椒主要销往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在阳江本地
也有少量出货。新引进的

杭椒与惠州公司达成合作
协议，采用合作公司的种苗
与种养技术进行种植，将更
好地提高作物质量，增加公
司的经济收益。

近年来，新洲镇不断优
化农业产业发展，坚持围绕

“秋冬无闲田”的农业生产新
思路，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
率，引进一些经济效益好、适
合当地种植生长的作物作为
冬种推广农产品进行试种，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
步，该镇将继续加大工作力
度，延伸具有本镇特色农产
品产业链，进一步盘活撂荒
地，提高农业用地使用率，带
动当地其他农作物的种植，
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
志强，通讯员徐颖、韩利兰、
张旭清报道：不负春日好时
节，春耕备耕正当时。韶关
翁源县江尾镇的乡村振兴种
苗繁育中心拉开了春耕备耕
生产的序幕，自动化育苗生
产线正开足马力作业，压穴、
播种、盖土、浇水一气呵成，
眨眼间，数百盘秧苗就播种
完毕，将为广大种植户们提
供种苗保障。

据了解，乡村振兴种苗
繁育中心是翁源县加快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
农业高质量发展，引进建设

的全省首座立体式智能化
全自动育苗温室。目前基
地年产水稻秧苗 6 万亩，蔬
菜 5万亩，年产值超 5000 万
元。三期项目在今年全面
投产后，种苗保有量将达到
1亿株。

“我们的春耕工作准备
得比较充分，种苗长势也非
常好。订单有60%以上是来
自翁源本地的，有 30%左右
是周边县市区的。”繁育中心
负责人郑桂林介绍，目前基
地采取“订单式”作业，从年
前开始就陆续有省内外客户
来订购辣椒、茄子、节瓜、西

兰花等蔬菜和瓜果种苗。各
类作物在繁育中心进行全过
程自动化繁育，在降低种植
成本的同时，也大大缩短了
繁育时间，繁育出的种苗壮
实且品质统一。

“ 目 前 我 们 已 经 接 了
3.25 万亩的水稻育秧订单，
其中 1/3 是抛秧的，2/3 是机
插秧的。相比去年情况，今
年接的水稻育秧订单翻了接
近 1 倍。”郑桂林说。在“倒
春寒”即将来临的情况下，大
棚集中育秧能够不受寒潮影
响，保证水稻秧苗的成活率。

据悉，得益于广东省百

校联百县助力“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行动，繁
育中心已与广东省农科院合
作共建了产学研合作科技示
范基地，加快转化运用高校
院所科技成果。通过推广
应用高品质蔬菜品种和先
进种植模式并结合工厂化
生产技术，已实现蔬菜种植
户亩均降低成本 450 元，品
质提升收入 1230 元，“一降
一升”为农户亩均增收 1600
元以上，为粤北地区种业提
升、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现
代化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科技动能。

秋冬无闲田 冬椒丰收啦

“工厂化”种苗繁育全力备战春耕

去年11月下旬以来，茂名信宜
市茶山镇大肉姜陆续上市，成为茶
山群众冬春季一笔重要收入。本月
22日，记者在位于茶山村的深丰源
种养专业合作社看到，村民正在分
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姜”来好“丰”景，致富有“钱
景”。茶山镇早晚温差大，雨水充
沛、土壤肥沃、保湿力强，自然条件
独特而优越，是种植大肉姜的理想
环境。一直以来，茶山镇有关部门
加强技术指导，积极引导群众大力
发展投资少、见效快、销售稳的大肉
姜种植特色产业，不仅让大肉姜种
植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好门
路，同时也成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金钥匙”。

“我们因地制宜带领群众发展
大肉姜种植产业，现在村里一户群
众种植 3 亩左右大肉姜，不仅不会
影响平时外出打零工或种植三华
李、百香果，种姜收入还能有5万元
以上，这样一年来群众的经济收入
就有了保障了。”从事大肉姜种植、
购销多年的信宜深丰源种养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黄勇这样对记者说。嫩
姜、老姜都是“抢手货”。去年11月
底，他们家开始网上销售嫩姜（食用
姜），销售一段时间后，转为销售老
姜（姜种），他们通过淘宝、抖音、拼
多多等平台向全国各地销售了老姜

（姜种）10 多万斤，每斤
10元－13元。

茶山镇各村群众种
植大肉姜有着丰富的经
验，根据大肉姜喜阴的
特性，村民在三华李等
果树间隙种植大肉姜，
利用果树为大肉姜遮挡
阳光，提高土地利用率；或
用有机肥种植，盖草，不用
培土，也不用除草，也方便挖姜。这
样的种植方式，大肉姜产量高，单株
重量可达 11 斤左右，嫩姜亩产约
4550 斤，生长时间较长的老姜亩
产约 1.5 万斤；大肉姜品质优良，
色泽鲜黄、味辣适中、纤维细小、
块茎肥嫩，深受市场青睐。茶山
镇政府干部李耀波介绍，全镇每
年种植大肉姜面积保持在 1285 亩
左右，产量 2922 吨左右；并带动相
邻镇村的群众种植大肉姜，鼓足
群众的“钱袋子”。

近年来，茶山镇有关部门致力做
好“姜保姆”，通过引导网红带货、自
媒体宣传等方式，让全国各地更多的
消费者能了解到茶山大肉姜的好品
质，购买到新鲜的大肉姜，促进群众
增收致富。下一步，茶山镇将继续
培育壮大大肉姜产业，让大肉姜种植
呈规模化、品牌化、效益化发展，促进
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程、通讯员英宣
报道：日前，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初评结果揭晓，22个项目入围终评，广
东英德岩山寨遗址作为广东省唯一参评
项目成功入围。

岩山寨遗址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英德
市青塘镇榄村，地处粤北山地区与珠江
三角洲的中间地带。遗址发现于 2017
年，由分布于石灰岩孤峰顶部、岩洞与台
地等不同地貌部位的多个地点组成，面
积约1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内涵复杂。

为完善广东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推
进岭南早期社会文明化进程与稻作农业
传播等课题研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清远市博物馆、
英德市博物馆等单位，从2019年至 2023
年持续对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
掘面积合计2900平方米，清理出墓葬、灰
坑、灰沟、柱洞（组）、灶与烧土堆等新石
器时代至夏商时期重要遗迹，出土玉器、
陶器、磨制石器、青铜器、人骨及植物遗
存等各类文物标本4300余件。

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志强报道：
2024年韶关市第一季度项目集中开工暨
中国电力（清材、芯安）项目开工活动在
韶关乳源启动，参加本次集中开工活动
的项目共有149个，总投资163.0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56.9 亿元，其中市重点项目
23个，县（市、区）重点项目31个；工业项
目48个，总投资69.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2.0亿元，预计年产值8.6亿元，预计年纳
税额3.8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集中开工项目
中的“中国电力（清材、芯安）”项目，总
投资达20亿元，是中国电力在韶关的首
个新能源关键材料生产基地，也是韶关
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成链、完善能源设
备和新型储能制造产业体系的标志性项
目。该项目位于乳源新材料产业园，项
目用地总面积约450亩，分三期实施，主
要建设内容为多种高性能电解液添加
剂、高性能锂电池电解液试验线和生产
线及配套公用工程，投资金额约20亿元
人民币。项目一期预计在2024年底投
产，二期预计在2025年底投产，三期预
计在2027年初投产。项目投产后产值可
超50亿元人民币（其中一期、二期产值
超18亿元）。

大肉姜上市畅销“钱景”好

2023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

英德岩山寨遗址入围

韶关一季度开工项目
总投资163.0亿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道：单设“先
进制造环境”“科技创新环境”章节、出台
实施全市营商环境年度改革方案……2
月22日下午，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东
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据悉，《条
例》将于 3月 1日起施行，着力回应经营
主体关切，在法治框架下创新优化营商
环境相关制度。

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赵文
群表示，近年来，国家和省围绕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和改革措施，将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2023 年年
初，东莞启动了《条例》的制定工作。根
据东莞市“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的城市
特色定位，东莞创新了《条例》的篇章结
构，单设“先进制造环境”“科技创新环
境”章节，围绕产业发展方向、土地、用
工、金融、项目建设、创新链和创新生态
等方面设置条款，进一步回应市场主体
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根据东莞市对外
经济活跃度高的产业特点，《条例》单设

“国际化环境”章节，通过设置对外交流
合作、对外贸易服务、优化通关流程、创
新合作等条款，进一步发挥东莞市对外
开放程度高的独特优势。此外，《条例》
围绕服务招商引资、加快项目落地、减轻
企业成本、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量
等环节，设置了有关条款，着力构建精准
主动的全生命周期涉企服务体系，助推
企业发展壮大。

“截至2023年底，东莞各类经营主体
突破 172.92 万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
过 1.38 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01万家，数量均居全省地级市第一。”东
莞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王国雄告诉记
者，接下来，东莞将出台实施全市营商环
境年度改革方案，落实市委“投资年”工
作部署，以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为中心，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一批“集
成式”“小切口”改革，突出服务项目投资
落地，做优营商环境。

《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下月实施

创新优化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

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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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翁源县乡村振兴种苗繁育中心年产水稻秧苗6万亩、蔬菜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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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以植绿为纽
带，推动“乡贤回归”工
程，引领乡贤积极参与
“百千万工程”，广泛开
展“有喜事来种树”“我
为家乡种棵树”等活
动，通过造林绿化、认
种认养、捐资捐物、志
愿服务等方式，掀起一
股乡贤种树热潮。数
据显示，2024年以来，
湛江共开展各类植绿
护绿活动 1027 场次，
栽种树木超 11 万棵。
其中，各镇村乡贤认捐
树苗 4.5 万株、总金额
逾1100万元。

湛江以植绿为纽带推动“乡贤回归”工程，掀起乡贤种树热潮

赤诚相见 齐心造绿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湛江各地纷纷举办座谈会，汇
聚乡贤人士共商绿美生态建
设，凝聚党群合力，一大批热
心商会企业、乡亲乡贤、返乡
大学生、退役军人纷纷以实际
行动响应，共建美丽乡村。

作为典型镇，廉江市安铺
镇在春节期间组织召开“党建
引领乡村绿”主题乡贤座谈会
22 场，号召 400 余名乡贤、党
员群众参与乡村绿化，筹集社
会资金15万元，打造“乡贤林”
等主题林20个。

各地也积极行动，麻章区
镇村两级组织返村乡贤召开
座谈会，发动乡贤捐赠 8.5 万
元，种植树木850余棵；霞山区
春节期间共举办乡贤座谈会

42场次，发动乡贤支持乡村绿
化捐资 150 多万元，认种树苗
2500多株。

春节期间，湛江召开镇村
乡贤座谈会1839场次，动员乡
贤认捐树苗 4.5 万株、总金额
逾1100万元，达成乡村绿化合
作协议109项。

掀起热潮“植”此青绿

一镇一村一乡情，一绿一
树一风景。在党建引领下，
湛江按下乡村绿化工作“快
捷键”。

徐闻县各乡镇（街道）深
入村户调研，绘制镇村绿化规
划“一张图”及简单明了的“绿
化示意图”，组织部门乡村绿
化工作专班对15个镇街 77个
村（社区）进行督导，引导各镇
街就地改造、建设“四小园”。

廉江市全市 349 个涉农
村（社 区）绘制“一策一图”，
打造“乡贤林”“人才林”等主
题林 152 个，打造“四小园”
19518个。

遂溪县探索建立“党建+
乡贤”引才引技引资工作机
制。该县河头镇油河塘村引
导乡贤陈丹、陈四两兄弟积极
支持乡村振兴工作，相继投入
9000多万元，推动村庄基础设
施建设及乡村绿化工作。

坡头区各镇街号召乡贤捐
资捐物，累计筹措 100 多万元
社会资金。其中，发改部门发
动18家企业到挂点村植树；统
战部门发动旅港同胞为典型
镇坡头镇捐赠 13.4 万元；区侨
联结对广州荔湾区侨联，发动
5家侨企到坡头镇伏坡村开展
植树活动，现场捐助 5 万元植
树资金。

在吴川，各大商会充分发
挥乡贤资源优势，推动家乡绿
起来、美起来。吴川市委统战
部、市工商联东莞商会党支部
到黄坡镇开展植绿护绿活动；
中山吴川商会在浅水知青森
林公园种植黄花风铃 100 棵；
深圳市吴川商会党支部在吴
阳镇白沙社区邱屋村开展“我
为家乡添新绿”植树行动。

带动产业 绿富乡村

一树新栽益四邻，富美乡
村待树成。湛江创新“绿美+
产业”“绿美+文旅”等载体，挖
掘 12 个绿化产业融合发展典
型案例，推动 122 名种养管护
方面的专业人才挂点指导，结
合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发展
绿化苗木的培育等致富产业。

赤坎区发动能人、乡贤投

资绿色种植产业，开发一批
“农业基地+旅游观光+休闲体
验”农业庄园，种植年桔、罗汉
松、花卉、蔬果等 1000 多亩，
带动150多户农户增收。

遂溪县建新镇土札村党
支部探索“村委会+农户+乡
贤+企业”模式种植经济作
物，发动乡贤和爱心企业捐赠
种植荔枝苗。建新镇下园尾
村发动乡贤捐资购置百香果、
荔枝、杨桃等果树树苗 800 余
棵，打造集观赏和收益于一体
的“百果园”。

徐闻县曲界镇张畴村乡贤
罗璋是民宿创意综合体“菠萝
公社”的创始人，他利用“菠萝
公社”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
活动场所，带动青年大学生补
植添绿、栽花赋美，把村庄点
缀成菠萝特色网红“打卡点”，
促进家乡文旅发展。

茂名茶山镇

文/羊城晚报记者 詹翔闵 通讯员 高干
文/羊城晚报记者 戴灵敏 通讯员 林娇娜

阳江新洲镇

韶关翁源

茶山大肉姜丰收茶山大肉姜丰收 黄生黄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