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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开平推动“马冈优品”行政区品牌建设

做大做强“马冈优品”
企业农户增产增收

今年3月28日，江门开平“马冈优
品”行政区品牌培育建设工作正式启

动。5月9日至10日，“马冈优品”行政区
品牌培育建设营运体系启动，“马冈优品”物

流配送中心和“马冈优品”线下旗舰店正式启用。
据了解，当地在培育、建设“马冈优品”品牌

过程中，以著名的马冈鹅产品为“龙头”，带动其
他农产品发展，从原料供应向“产地直供”转变，
力争到2025年，马冈鹅系列产品产值达 100亿
元，其他系列产品产值达到10亿元，并发展更多
自主品牌，实现“马冈优品”做大做强、企业农户
增产增收的目标。

提起马冈镇，人们第一时间
想起的大都是马冈鹅。开平市
吉丰马冈鹅畜牧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健梁介绍，作为广东四大名
鹅之一，马冈鹅体型大小适中，
肉质嫩滑、可口，是广东人餐桌
上的佳品。

据悉，目前马冈镇共有马冈
鹅养殖场（户）350家，饲养母鹅
50 万只，年生产纯种马冈鹅苗
600 万对，肉鹅 400 万只。马冈
鹅苗、肉鹅的销售范围覆盖广东
省以及周边的广西、江西、湖南
等省份。

而记者在走访时了解到，除
了鹅以外，马冈镇还出产众多优
质农产品。如在当地盛行了数
百年的地方特色小吃马冈凉粉，
以天然烧仙草为主要原料，口感
清爽；用大米为主要原材料制作
而成的马冈濑粉，口感韧滑；马
冈辣木苗爽口、清香、无丝，富含
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氨基酸
及多种矿物质。此外，释迦果、

火龙果等特色农产品均品质优
良、风味独特。2021年，马冈镇
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不仅如此，马冈镇还拥有一
座面积达 6000 平方米，拥有数
千头荷斯坦黑白花奶牛的牧
场。该牧场位于马冈镇黄屋村
委会，由开平市粤顺牧业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记者日前前往该
牧场采访，只见牧场中心有一座
转盘挤奶系统，奶牛随着系统转
动慢慢进入系统隔栏内，工人们
为奶牛装上挤奶设备，等系统挤
到一定量的鲜牛奶后，设备自动
脱落，工人们便对奶牛进行消
毒、护理。最后，奶牛又从出口
处有序回到牛棚。场长张宝生
告诉记者，公司投资约400万元
引进这套设备，提高产奶效率。

“现在，我们牧场的母牛年单产
鲜牛奶水平超过 10 吨，在广东
奶牛养殖业界属于较高的饲养
水平，乳脂肪、乳蛋白、菌落总数
等各项指标均优于国标水平”。

“尽管马冈镇名优特产众多，
但零散碎小的生产方式，难以实
现优质优价。”提起马冈镇的农业
发展状况，马冈镇委书记张诗存
说出了“瓶颈”所在。

以马冈鹅为例，记者了解到，
虽然马冈鹅在广东及周边省份占
有相当的市场份额，但由于产品
结构单一、产业链条不长、品牌建
设力度不够，产品附加值没有充
分挖掘出来。“比如说，产业链条

短制约了当地马冈鹅产业的相关
议价能力。”广东省华昌马冈鹅有
限公司总经理梁炎彬说，对于已
经上规模、上轨道的养殖企业来
说，就算自己想去做屠宰环节的
工作，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冷链储
存设备，便难以开展。许多中间
商正是抓住了这个“痛点”，通过
手中持有的市场渠道进行议价，
这样一来，养殖企业的经济效益
就会受到影响。

有业内人士坦言，目前马冈
镇本地养殖户只做原料供应商，
缺乏终端商品与消费者直接对
接，长此以往发展潜力有限。与
马冈鹅类似。粤顺公司牧场生产
的鲜牛奶，目前也只作为生产原
料供应给国内某品牌乳制品生产
商和中国澳门企业。其他如凉
粉、濑粉、水果等特色产品，生产
方式传统，企业规模偏小，单靠自
身的发展很难做大做强。

今年 2月 22 日，马冈鹅产业
行政区品牌建设调研座谈会在开
平召开。针对上述问题，与会专
家团队在前期的调研论证基础
上，给出了“行政区品牌建设”这
一条路径。

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会长
李冠霖认为，行政区品牌产品是以
属地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原创
科技成果打造的自主品牌产品，这
种品牌的自主性首先是建立在原

产、原创的基础上并用政府信誉进
行保证，确保了自主产品的真实
性。此外，通过行政区品牌建设，
在质量准入门槛的基础上，建立优
质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有利于推动
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

开平市委、市政府决定以马冈
镇为试点，先行开展“马冈优品”行
政区品牌培育建设。3月 28 日，

“马冈优品”行政区品牌培育建设
公告、品牌标识、第一批产品名录

对外发布。记者了解到，“马冈优
品”行政区品牌是以马冈镇行政区
域内农产品及科研成果为依托，以
马冈镇企业为主体，生产或委托代
加工的名优特产的统称。开平希
望通过打造“马冈优品”行政区品
牌，发挥原产地优势，以马冈鹅为
龙头，带动当地凉粉、濑粉、牛奶、
特色水果等产品共同发展，有效解
决市场主体“小散弱”问题，实现资
源整合、抱团发展。

在 9 日举行的开平市“马
冈优品”行政区品牌培育建设
营运体系启动仪式上，记者注
意到，“马冈优品”物流配送中
心和线下旗舰店正式启用。

据介绍，“马冈优品”物流配
送中心将打造成集冷藏、加工、
交易、运输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产
品运营物流仓，把本地农产品销
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马冈优
品”线下旗舰店将建设成为集产
品展示体验、产品销售、物流配
送、信息追溯、售后服务等功能
于一体的互动平台。

在“马冈优品”线下旗舰店
内，记者看到由马冈鹅加工的
各种产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
白切鹅、豉油鹅、烧鹅等预制菜
产品，由鹅杂加工而成的零食
产品、马冈鹅鹅蛋产品等。此
外，马冈凉粉、马冈濑粉、马冈
辣木苗等入选“马冈优品”产品
名录的农特产，也以终端消费
产品的形式亮相。就连粤顺奶

牛牧场生产的鲜牛奶，也以酸
奶、双皮奶等形式“华丽变身”。

开平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马冈优品”产品营销体系将采
用“统购直销”模式，通过建设

“马冈优品”营销平台，对接生产
基地、生产企业，连通消费者，构
建从生产到分配、交换、消费全
过程、全链条的有机衔接体系。

而“马冈优品”线下旗舰店
的启用，以及众多产品的推出，
反映的正是“马冈优品”行政区
品牌建设推动了地方特色优势
产业由“卖原料”向“卖商品”

“卖品牌、服务”的转变。
开平市牛山龙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日光认为，“马
冈优品”行政区品牌培育建设，构
建了新的发展平台，为当地农企
做大做强注入了新动能。“接下
来，我们将抢抓机遇、抢占先机，
主动参与‘马冈优品’行政区品牌
培育建设，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作为全国首个镇级行政
区品牌，“马冈优品”的培育建
设，直接把“高大上”的品牌建
设与最基层的镇级行政区相
连，对于引领乡村产业振兴、
推进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
进共同富裕都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我 们 在 马 冈 镇 调 研 发
现，马冈鹅是马冈镇最具有
市 场 张 力 的 原 产 地 优 势 资
源，但是马冈鹅产业仍然存
在小、散、弱问题，种质资源
高地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标准化、绿色化、有机化、数

字化养殖亟待推进。开平
市马冈镇作为马冈鹅的原

产地，尽管也获得了国家地
理标志认证，但马冈镇却不
能从马冈鹅产业中获得相应
的财税收入，鹅企和属地百
姓也获益甚微。

而培育建设“马冈优品”
行政区品牌，充分挖掘马冈
鹅、牛奶、竹器、濑粉、凉粉、
特色水果等优势资源，集聚
形成内生增长高能动力源，
将是当地推动全镇乡村振兴
的“突破口”。马冈镇优势资
源为切入点，按照“行政区品
牌+产业集群”新理念，推动
形成优势产业集群，也将打
造出全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主引擎”。

来之不易的“网红村”

马冈特产不止“鹅”

“零散碎小”难提质

“马冈优品”破“瓶颈”

由“卖原料”转向“卖商品”

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会长李冠霖：

“马冈优品”将成乡村振兴“突破口”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彭纪宁 通讯员 谭婷婷 谭耀广

最近，位于珠海市斗门区莲洲
镇的莲江村彻底红了，因为“一家
一品”的售卖模式，这里成了一条

“网红村”。但是“网红村”来之不
易，离不开一群依托乡村振兴成果，
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以“农旅融合”
为发展路径的新业态开拓者的努力。
珠海市乡创乡村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陈满意，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2015 年，珠海市斗门区南
澳村举办了首届南澳樱花节，
一条长约 1.5 公里的樱花长廊，
让近400亩的土地，变成了花的
海洋。这是陈满意及其团队在
珠海斗门的第一次“农旅融合”
尝试。

“当年筹备南澳樱花节的
时候，时间比较紧迫，任务也比
较繁重，短短一个星期，从策划
到实施，我们能做的只有全力
以赴。”陈满意说道，“最终，在
白蕉镇政府和南澳村村委会的
帮助下，团队带领30多位村民，
累计接待游客逾10万人次。”

自此，陈满意和她的团队
开展了更广泛的“农旅融合”实
践。汇华博雅南澳度假村、虾

山大院精品民宿……由他们精
心策划、创新打造的项目在斗
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随着
项目运营愈发成熟，陈满意的
团队对“农旅融合”有了进一步
的思考。怎样能够更好地与村
民合作，继而带动村居经济？

“一家一品”项目的雏形诞
生于 2019 年，为探索如何建设

“村企民”利益共同体应运而
生。项目让村民在家门口当起

“掌柜”，经营以艾饼、糖水等特
色美食为主的摊档，陈满意和她
的团队则负责邀请消费者前来
体验，收集反馈，研究其可行性。

虽然只是一次尝试，但如
陈满意所说，这就是“一家一
品”故事的开端。

2019 年，在珠海市妇联的牵头
下，陈满意参与了斗门区的“创美庭
院”巾帼行动项目，“一人带一户，一
户带一片，一片带一村”的全域创建
效果逐渐显现，一个个内外兼修的美
丽庭院也就此诞生。“过程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陈满意坦言，“从一开始
的村民不理解，到后来的越来越多人
参与，离不开耐心的交涉和反复的沟
通。”

由于有了“创美庭院”的经验，
2020年，陈满意有幸成为代表莲江村
参加乡村振兴大擂台的一员。经验
的累积、眼界的开拓，让陈满意对未
来有了更清晰的规划。2021 年 11
月，在莲洲镇的指导和支持下，陈满
意及其团队对“创美庭院”加以利用，
发展起了庭院经济。立足于莲江村，

“一家一品”和“农夫集市”项目规划
方案正式落地。

4月 29日，笔者来到莲洲镇莲江
村看见，陈满意等人正在进行莲江村
双创项目“五一”假期正式对外运营
前的最后一次动员会。动员会结束
后，陈满意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落实，
她走进街头巷尾一一细心检查，工作
结束时已是傍晚。漫步在焕然一新
的莲江村，陈满意说，自己既紧张，又
兴奋，脑海中总是不禁地设想明天此
处的场景。

4月 30日，莲江村19家“一家一
品”和 40家“农夫集市”正式敞开大
门，静待四方来客。在此之前，陈满
意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成立管理
团队、对村民进行培训……所有的
努力，都将在“五一”假期呈现。

5月 2日是项目正式对外运
营的第三天，莲江村迎来了人流
的小高峰。面馆、炖汤馆、柴火
小笼包……门庭若市，大家都
忙得不可开交。看着村民因
游客到来而洋溢的笑容，陈
满意对脚下所走的路更加坚
定。

未来，陈满意及其团队
计划把更多具有莲洲镇本
地特色的产品，与村、企、
农三位一体的共建合作
创业模式相结合，为实
现 农 村 更 美、村 民 更
富、产业更强注入源源
动力，这也意味着陈
满意将继续为开拓

“农旅融合”新发展
而不懈努力……

“一家一品”的逐步实现
文/图 梅尔 卢翔晖 小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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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冈镇当地一养殖场内养殖的马冈鹅

“马冈优品”线下旗舰店

“明星葡萄”抢鲜上市
“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元代女

诗人郑允端笔下的葡萄甚是生动。初夏，在别处想
摘到它不容易，但在珠海，却能让你“抢鲜”一步。

种植曾遇挫折

五月的杨庄葡萄园，满目
皆是郁郁葱葱的绿，田间的野
花野草肆意生长，鸟儿在林间欢
快鸣唱，相较于盛夏时节家家户
户采摘游客络绎不绝的喧闹，此
刻庄园内生机勃勃的景象更有一
种清幽之美。走进杨庄葡萄园，一
串串诱人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此时
的葡萄园主人杨光华，正在葡萄架
间忙碌。

20世纪90年代，“庄主”杨光华就
从四川来到广东打拼，初期的事业落点
却不是在葡萄园。杨光华说，当年冲着
井岸步行街的繁华，租下了一个摊位贩
卖酸辣粉，每日的生意也很红火。虽
然如此，他却觉得不太如意……多番
思考后，他决定拾起当初所学的农业
学专业的知识，开始种植葡萄。

葡萄园的选址颇有讲究。“以前
有老乡在靠海的地块开了葡萄园，结
果因容易遭遇水淹，而收成不理想，
最后没能坚持下来。”杨光华说，自己
跑了珠海斗门好多村庄，最终才选择
了莲洲镇东湾村的这片土地。“我平
时种植上遇到问题，除了自己看书钻

研，还会联系有种植经验的老乡和朋
友，一起探讨学习”。

杨光华说刚开园的时候，葡萄比
较难推销出去。他就苦心钻研栽植
技术，不断总结积累经验。每年种植
葡萄的施肥时间和施肥位置都已经
牢记于心。当自家果园结出的葡萄
串串颗粒饱满，汁水甜美，杨光华种
葡萄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摸索新鲜品种

随着消费者观念的改变，水果的品
质与特色更被关注。他们追求的不仅
仅是早期的巨峰葡萄，五颜六色、口味
不一的多个品种也逐渐受青睐。杨光
华也留意着市场的风向，及时引进了
一批阳光玫瑰和玫瑰香品种的葡萄。
除此之外，他还在如何错位上市上，也
动起了脑筋。在不影响质量的基础
上，尝试逐步将果实的成熟期提前。

“让葡萄提前成熟不是难事。”有
着八年多的实践积累，再加上多次赴
各地的学习取经，杨光华很有信心。
他提升了葡萄园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让葡萄吸收更多的养分。同时，还搭
起了大棚，让种植环境的温度可控
制。当葡萄打果时，还套袋防虫，减
少农残。

掌握“种植密码”的杨光华果然
如愿：杨庄葡萄园的葡萄提前了近一
个月上市！而且品相好，甜味足。他
笑着说：“现在的阳光玫瑰葡萄可能
更符合游客的口味，这两年都很受欢
迎。”此外，“不安分”的杨光华还琢磨
起新鲜“玩法”，在葡萄架下种下了西
瓜，而且已经有了收获！

阳光下，绿叶葱茏之间，如宝石
般的葡萄缀满藤蔓。杨光华和葡萄
园的故事还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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