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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
光、通讯员袁翼伦报道：4
日上午，揭阳潮汕国际机场
迎来了 2024 年的第 800 万
位旅客，这标志着揭阳潮汕
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
次突破 800 万人次大关，全
年 旅 客 吞 吐 量 有 望 达 860
万人次，旅客运输量创造历
史最高纪录。

据介绍，揭阳潮汕国际
机 场 自 2011 年 底 运 营 以
来，运输生产发展迅猛，年
旅客吞吐量在 2018 年连续
跨上 500 万人次、600 万人
次台阶，2019 年突破 700 万
人次，2023 年旅客吞吐量达
718.2 万人次。

据 揭 阳 潮 汕 国 际 机 场
方面介绍，近年来该机场围
绕“三线一圈一中转”发展
战略，打造出每天执飞频次
超 5 班航点的空中“快线”、
连通与潮汕地区经贸往来
频繁城市的“金线”、连接国
内热门旅游城市的“玩线”、
打造覆盖中南西南 9 省份的

“2 小时航空圈”，加速发展
“潮尚飞”航空中转，打造我
国北方、西南方向经潮汕机
场往东南亚地区的中转支
点 ，机 场 通 达 能 力 显 著 提
升。现有 25 家航空公司在
潮汕机场运营，开通航线 81
条，通航点达 71 个，其中国
际及地区航点有 6 个。

为 持续提升机场服务
质量和运行保障能力，揭阳
潮 汕 国 际 机 场 还 先 后 于
2018 年和 2020 年启动了跑
道 延 长 及 站 坪 扩 建 工 程 、
航 站 区 扩 建 工 程 ，相 关 工
程均已顺利投产。现揭阳
潮汕国际机场跑道长 3200
米 、飞 行 区 等 级 为 4E 级 ，
可满足起降波音 787、空客
330 等 宽 体 飞 机 的 运 行 条
件。航站楼总建筑面积超
11 万 平 方 米 ，停 机 坪 总 面
积超 40 万平方米，可满足
年 旅 客 吞 吐 量 1450 万 人
次、年货运吞吐量超过 9 万
吨、年飞机起降量 10 万架
次的运输需求。

天予禀赋，繁育
云城品牌优品

在大江头村的番薯种植
基地，数十亩番薯藤蔓郁郁
葱葱，开出一朵朵浅紫色的
小花。这代表着地里的番薯
已经成熟，可以收获了。云
城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蒲浩杰介绍，云城区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常年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阳光充
足，加之土壤肥沃，为番薯的
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

近年来云城区和广东省
农科院合作，引进番薯优良
品种和种植方法。农科院在
基地选育了 253 个番薯试验
品种，蒲浩杰的同事正在品
种 选 育 田 进 行 新 品 种 的 筛
选。据介绍，云城区对番薯
开展脱毒种苗的繁育工程，
首先在实验室培养番薯的茎
尖组织，隔绝病毒感染机会，
然后在网育大棚进行繁育扩

繁，最后在大田进行扩繁，得
出的技术种苗就可以发放给
农户去进行种植生产。这些
措施有效提高了番薯的产量
和品质，也带动了当地农户
增收致富。

质优味美，产品
开发品类多元

品质上乘的番薯外观光
滑、肉质细腻、色泽诱人，煮
熟后软糯可口，不散不碎，口
感极佳。时下正是云浮市云
城区番薯收获季节，玛莎莉、
丝滑、喜露酷、鸣门金时、过
家香、五梅香、西瓜红、黄九
垌……光听这些品种的名字
就让人垂涎。

富田薯业基地负责人梁
家杰拿出 8 个优选品种向记
者 展 示 。 这 些 番 薯 各 有 特
点，有些软糯丝滑，适合鲜
食，最佳的食用方法是烤和
隔水蒸。除了直接食用，梁
家杰的工场将番薯加工成一
系列产品，如番薯干、番薯

饼、番薯预制菜，淀粉含量高
的品种则加工成番薯面等制
品 ，满 足 消 费 者 的 不 同 需
求。当地民间有将老番薯藤
制作成祛湿凉茶的习俗，梁
家杰与制茶师合作，采用绿
茶工艺试制番薯茶，口感甘
香醇和，别有一番风味。

基地种植的番薯除了以
块根为食用，还培育了两个
以吃叶子为主的品种，它的
特 点 是 常 年 产 出 鲜 嫩 的 叶
子。番薯叶的采收期长，需
求稳定，收益较高，是番薯产
业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此外，基地还尝试把番薯和
牵 牛 花 等 同 一 科 的 花 卉 嫁
接，选育观赏花卉。

三产融合，打造
番薯立体产业格局

云城区番薯产业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点是三产融合。
该区农水局产业信息股的高
级农艺师邓栩雯介绍，目前
云城区番薯种植规模逐年扩

大，前锋镇、南盛镇、腰古镇
等番薯种植面积约 1.3 万亩，
产量约 1.96 万吨，预计总产
值达 7821 万元。当前云城区
正在打造全省特色优质番薯
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改良
本地现有品种，引育特色新
品种，制定并推广标准化种
植 技 术 ，生 产 优 质 特 色 番
薯。在邓栩雯的描绘中，云
城区的番薯一二三产业高度
融合示范区，有全省特色优
质 番 薯 标 准 化 种 植 示 范 基
地，支持本地食品深加工企
业开发多元番薯精深加工产
品，还要依托美食（番 薯）旅
游季等活动，创建云城番薯
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12 月 20
日举行的云城区第七届乡村
美食 (番薯)旅游季活动，地点
正在前锋镇大江头村。据透
露，今年的美食（番 薯）旅游
季活动丰富多彩，将举办特
色农产品展销、云城区“番薯
王”和云城区“十大特色农产
品”评选等活动。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
年旅客吞吐量
首次突破
800万人次

12 月 3 日，在位于湛江徐闻
南华农场26队一片香蕉园里，工
人黎华月正给膝盖高的香蕉苗施
放有机肥。蕉园的主人叫陈杰
文，土生土长的徐闻蕉农。

曾经，被称为“中国香蕉第一
县”的湛江徐闻县，众多农户因黄
叶病而选择放弃种植香蕉。陈杰
文却洞察到了香蕉产业的潜在机
遇，并选择逆流而上。通过深入
观察市场和采用创新种植技术，
他不仅扩大了香蕉产业规模，提
升了产品品质，还进一步拓展了
市场。陈杰文的逆袭和创新，为
他本人积累了财富，也为当地经

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其他蕉
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逆流而上深耕香
蕉种植

陈杰文是徐闻县下桥镇高东
湾村村民，初中毕业后前往深圳
打工，凭着聪明能干，他很快脱颖
而出，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随
着收入的提升，他萌生了创业的
念头。

2002 年，陈杰文返回高东湾
村 ，协 助 父 亲 管 理 家 族 企 业 。
2006年，他用父亲租赁的57亩坡
地开始种植香蕉，尝试农业创
业。彼时，由于其极易受到台风
侵袭及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香

蕉种植被视为一场赌博。
尽管如此，陈杰文的种植版

图不断扩大。2009年，他又种植
了400亩辣椒。由于种植和管理
得当，农产品收益逐年上涨。随
着产业做大，陈杰文成立了广东
丰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7 年前后，徐闻香蕉产
业遭遇了严重的黄叶病，该病由
尖孢镰刀菌引起，主要通过土壤
传播，导致香蕉植株叶片变黄，许
多人放弃种植香蕉，徐闻的香蕉
产业大规模萎缩。”

就在大多数人选择放弃种植
香蕉时，善于思考的陈杰文通过
观察超市中的香蕉品种和了解全
球供应状况，特别是对国际香蕉
产业巨头“都乐”进行深入分析

后，他认为市场对香蕉的需求依
然旺盛，货源紧缺。

反复论证后，陈杰文决定逆
流而上，坚持在他人退出的领域
深入耕耘，进一步扩大香蕉种植
规模。他将香蕉种植规模从最初
的 57 亩逐步扩种至目前的 2500
多亩，现在每天均有约一百吨的
香蕉从公司运出销往全国各地。

提升产品质量接
轨国际市场

针对香蕉种植中黄叶病的挑
战，陈杰文尝试采用大量有机肥
料改良土壤，并精心挑选未被种
植过的土地作为种植基地的策
略。

他的做法是，每株香蕉放有
机肥 15 公斤，通过有机肥料“养
地”，并采用大公司培育的优质
苗 木 减 少 黄 叶 病 对 香 蕉 的 影
响。陈杰文告诉记者，施用有机
肥料后，黄叶病得到了有效遏
制，每亩香蕉产量可达 4 吨左
右。据透露，丰耘公司今年香蕉
的总产量达到7500吨，纯收入达
1200多万元。

而云南客商权富聪的加入，
则加速了陈杰文香蕉王国的转型
升级，并与国际接轨。

权富聪，云南文山人，曾负责
老挝磨憨口岸的香蕉进口业务。
2022 年 6 月，权富聪参观并了解
了陈杰文的香蕉园后，参与进了
丰耘公司的销售环节。凭着多年

在进口贸易实践中培养出的对香
蕉品质的敏锐鉴别力，以及对国
际市场的洞察力，权富聪提出了
一系列建议，包括聘请专业包装
团队、引入先进分拣技术等，推动
徐闻香蕉与国际市场接轨。

香蕉产业的做大做强，也直
接带动了当地就业。陈杰文透
露，公司每年支付给工人的工资
总额达到六七百万元，有效缓解
了周边地区的就业压力。

“虽然公司规模日益扩大，但
香蕉产量远未满足市场日益增长
的需求。目前，公司已计划瞄准
国际市场，明年再增1500亩香蕉
种植。”陈杰文向记者透露，预计
明年香蕉产量将从 7500 吨增加
到12000吨。

创新种植技术，扩大种植规模，
拓展国际市场 徐闻蕉农陈杰文：行业“逆行者”建起“香蕉王国”

云浮云城立足优越自然条件打造三产融合体系

延伸特色产业链条 小番薯成就大产业
云浮市云城区良好的水热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宜番

薯的生长。随着“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当地立足优越
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科普观
光、休闲旅游于一体的三产融合体系，番薯特色产业不
断提质升级。12月4日，羊城派乡村直播间走进云城区
前锋镇大江头村，一窥云城番薯的品质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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