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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新 闻白 沙白 沙

乡间行乡间行乡间行乡间行记者记者记者记者
JI ZHE XIANG JIAN XING

“潮境萝卜鲜嫩又清甜，好吃！”
“我们特意从澳门过来体验一下，很
热闹！”12月21日，第四届台山白沙
萝卜温泉美食嘉年华在台山市康桥
温泉度假村开幕，不少来自大湾区的
游客前来共赴“冬日+萝卜”之约。

白沙萝卜温泉美食嘉年华是白
沙镇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品牌活
动，已举办四届。活动逐步打开知名
度，也逐步擦亮该镇潮境萝卜农产品
品牌，为农户提供了多元销售平台，
更为白沙镇全域旅游增添色彩。

目前，白沙镇正以“百千万工程”
为契机，奋战开启新赛道、引领新发
展、开创新局面，采取“旅游搭台、经
贸唱戏”的形式，与大型企业联合开
展大型旅游推介和会展活动，政企联
动宣传白沙旅游，进一步提升白沙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让更多的人走进白
沙、感受白沙、畅游白沙，将白沙打造
成真正的“旅游强镇”。

白沙萝卜温泉美食嘉年华举行

尝萝卜 泡温泉 相约最美白沙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通讯员 白沙宣

“今年的潮境萝卜供不应求！”在
白沙潮境村的众亨、虎山等地，无论是
水田萝卜还是山地萝卜，这里的萝卜
销售，都已近尾声，市场十分火热。

“我们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种植，各合作社对接市场，利用订单
种植模式稳定销路。在今年冬至前，
白沙的潮境萝卜已经销售完毕。虽然
受天气影响产量少，但需求量大，价格
也比往年高一些，价格在每公斤3.6元
至4元之间，市场依然火爆。”白沙镇供

销社理事会主任刘志强介绍，白沙镇
供销社发挥好联农带农作用，不断增
强镇村两级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

白沙镇潮境地区的土质七分沙、
三分泥，适宜种植沙土萝卜，种植出来
的萝卜营养丰富，入口润嫩幼滑，多数
集中在冬至前后及春节前后上市。近
年来，潮境萝卜广受大湾区市民的关
注，成为台山著名的土特产。

为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探索
强村富民公司抱团发展新模式，今年，

白沙镇潮境强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成立，整合资金资源、盘活资产，凝
聚乡村经济致富合力推广、运营潮境
萝卜农产品品牌，建立潮境萝卜种植
规范，打造场地，搭建供需双向桥梁，
以科学方式推动潮境萝卜做大做强。

“随着知名度的打开，潮境萝卜出
现了供不应求现象。成立‘强村公司’
后，我们计划打造上规模的潮境萝卜
种植基地，以科学种植模式增加萝卜
产量，满足市场需求。”黄伟新是台山

市白沙镇潮境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也是台山市白沙镇潮境强村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他表示将以
提质增产为目的，推动“强村公司”运
营。

白沙镇党委委员、冲泮村驻村第
一书记陈焕豪则表示，白沙镇将继续
积极探索强村富民公司市场化运作新
模式，打开当地特色农产品广阔的销
售市场，让农村群众享受乡村全面振
兴新成果。

“今年的台山白沙萝卜温泉美食嘉年
华规模更大，宣传更广，人气也更旺了，作
为旅游企业，看到政府搭台带旺镇域旅
游，我们也会积极配合。”台山市侨都温泉
旅游有限公司股东会主席倪功大说。

台山市侨都温泉旅游有限公司运营
的康桥温泉度假村是大湾区一流的休闲、
养生、健康、浪漫的旅游度假胜地，作为白
沙镇全域旅游的龙头企业，康桥温泉度假
村已承办四届萝卜温泉美食嘉年华，整合
农文旅资源于一体，让游客感受充满白沙
特色的旅游体验。

记者了解到，台山白沙萝卜温泉美食
嘉年华12月21日至24日举行。为了延
续特色旅游体验，12月25日至31日，康
桥温泉度假村将以白沙萝卜温泉美食嘉
年华为契机，接力举办美食嘉年华，持续
丰富冬季温泉旺季游体验。

在嘉年华活动期间，市民、游客除了
能参与“泡温泉、尝萝卜”等主打活动外，
不用奔走就能在活动现场品尝“恩平烧
饼”“汶村五味鹅”“海宴斑斓条”等五邑地

区特色美食，并参观台山非遗文化展。
在美食一条街，记者看到路上还有以

西村舞草龙、黄氏传统锻刀技艺等台山市
级非遗项目为亮点展示的宣传板，让游客
在旅游途中感受白沙镇的传统文化。

“为了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活动还邀
请了白沙西村村民前来舞草龙，展示白沙
的文化底蕴，还增加各种文艺汇演，如台山
非遗主题文艺汇演等，增加游客、市民的体
验感，丰富度假区的旅游业态。”倪功大介
绍，多年来，白沙镇大力推动旅游发展，把
旅游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传统文化
发展紧密结合，以点带面，做大做强全域旅
游，为本地旅游企业搭建平台，增强信心。

“我是从开平过来的，冬天正是泡温
泉的最佳时节，又遇上美食嘉年华，让我
们的出行更加有乐趣了。”游客郑先生说。

游客黄洁连则表示，早就听闻潮境萝
卜，这次特意过来参加嘉年华活动，一尝
为快，“嘉年华活动有美食、有演出、有烟
花汇演，泡温泉之余还能有这么多联动体
验，很赞！”黄洁连期待每年都能来参与。

“第四届台山白沙萝卜温泉美食嘉年
华如约而至，这是宣传多彩白沙的靓丽名
片、展示多彩白沙的重要窗口、共享多彩白
沙的广阔平台。”以今年的嘉年华活动为契
机，白沙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大举
办萝卜温泉嘉年华、美食嘉年华等传统节
庆活动的力度，将各种旅游要素围绕节庆
主题加以组织整合，营造浓烈的旅游氛围。

举办嘉年华活动，推广温泉游与增加
潮境萝卜知名度，仅是白沙镇推动特色产
业、融合农文旅全面发展的一个缩影。一
直以来，白沙镇紧扣台山市委、市政府关于
推进全域旅游建设要求，深挖白沙特色资
源，先后成功举办华侨恳亲会、摄影比赛、
旅游文化节等大型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对
外形象，全面激发了全域旅游建设活力。

整合资源，白沙镇共打造出白沙“四

大旅游线路”，包括以康桥温泉度假区、
“三家半”农庄等项目为核心的温泉农旅
线路；以观遍486幢碉楼、2000多幢洋楼，
听遍白沙名人传奇为核心的华侨文化线
路；以探寻西村革命根据地，重走18位英
烈故里为核心的红色教育线路；以下屯丁
龙祖居、潮境龙蟠村、邹村土梨岗村为核
心的历史人文线路。“四大旅游线路”展现
了白沙镇丰厚旅游资源的魅力、潜力和吸
引力，成为不少游客的旅游打卡目的地。

借力今年白沙萝卜温泉美食嘉年华
平台，白沙镇将继续深挖人文历史深厚底
蕴，接受赤坎华侨古镇辐射带动，串点成
景、连珠成线，激发白沙镇碉楼洋楼醉人
迷人、景区景点美轮美奂、乡村侨村古香
古色的全域旅游魅力，让美丽的“风景”变
成“前景”，助推“百千万工程”出实效。

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

提升白沙全域旅游魅力

潮境萝卜人气旺

都斛菜花：

延续百年老品种 留住祖辈老味道

延续百年的菜花老品种
菜花，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蔬菜，又被亲切地称为花菜。它的中文
名是花椰菜，原产地在地中海东部海
岸。不过，你或许不知道，这个看似普通
的蔬菜，其实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19世纪，菜花首次传入中国，从此
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然而，在那
个年代，菜花种子几乎都是舶来品，中国
本土并没有自己的菜花种子，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然而，在广东的都斛镇竞丰义城村，
这个问题从未存在。这个地方与菜花自
100多年以前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不
缺菜花种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
地的菜农们坚持种植古老的菜花品种，
守护着这份独特的农业遗产。

“听村中的老人说，100多年前，有
一位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老华侨，带着菜
花种子，在台山寻找适合菜花生长的地

方。他从台城出发，沿途寻找，最终发现
我们村最适合种植菜花。”都斛镇竞丰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文瑞明回忆道。

这位老华侨不仅带来了珍贵的菜花
种子，还向当地村民传授种植菜花的技
术，并与他们分享了种子。从此以后，竞
丰义城村的菜花种植便开始了，历经百
年，从未更改。甚至周边的大纲、都阳、
银塘等村也纷纷加入种植菜花的行列中
来。

据了解，都斛镇西北有高山所挡，冬
季气候温和，东南临南海，冲积土层肥
松，非常适合菜花种植。竞丰义城村的
菜花，因为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生长
得非常快，一般立秋前后下种，种植七八
十天便可收获，而且色白似玉、味甜脆
口，备受赞誉。

如今，竞丰义城村的菜花已成为当
地的骄傲，吸引了无数食客和商家的关
注。而这里出产的菜花，也成为台山特
产之一，驰名海内外。

“很多商家都盯着我们这里的菜花
来买。”文瑞明说。

守护古老菜花品种的村庄
竞丰义城村的菜花之所以广受欢

迎，其独特的口感功不可没。而决定蔬
菜口味的两大关键因素，分别是品种与
种植方式，其中品种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与常见的菜花相比，竞丰义城村种
植的菜花有其独特之处。它的茎部较
长，花球较为松散，而口感更是清甜爽
口，与众不同。然而，在过去的一段时
间里，这个品种的菜花由于经济效益不
高，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据了解，其
他品种的菜花单颗重量普遍在1到2公
斤，而都斛菜花单颗重量大多不到1公
斤。因此，周边许多村庄的村民纷纷放
弃种植，唯有竞丰义城村的村民始终坚
守。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种菜花。也
曾试过种其他品种的菜花，但是感觉没

有这个好吃，所以最后还是选择这个品
种。”当地菜农区伯坦陈。

为了保护这一独特的老品种，竞丰
义城村的菜农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
们精心挑选出最大、最好的母株进行留
种，通过一系列工序如收集、挑选、晾晒
等，将下一年的种子保存下来。这种对
菜花的执着与热爱，可以说是达到了“痴
迷”的程度。“我们收集的菜花种子，就算
是放了几十年，都还可以种植。”文瑞明
自豪地说。

据了解，竞丰义城村每年种植的菜
花分为早、中、晚熟三造，种植面积约1
公顷。早熟的菜花通常在11月份开始
上市，中晚熟的则在晚造水稻收割后种
植，赶在春节或年后上市。

“虽然我们现在种植的面积还不大，
但我们正在努力引导村民扩大种植规
模，以打响‘都斛菜花’的品牌，让更多人
能品尝到这里的特色菜花。”文瑞明充满
信心地说。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陈方
欢 通讯员/黄盈智）“今年我们试行
乡村治理积分制，经过一段时间的探
索实践，通过走村入户宣传、公平公
正考核、给予适当奖励等方式，有效
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现在乡村更美丽、乡风更文明
了。”近日，都斛镇大纲村在村党总
支的组织领导下开展村民积分兑换
活动，推动家风、村风、民风全面提
升，大纲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欠荣对记者说。

“过去，个别村民对村庄的公共
事务不够关心，如何提高村民参与乡
村治理的积极性，一直困扰着我们
村。”李欠荣说。为激发村内群众参
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今年以来，大
纲村积极谋划，广泛收集群众意见，
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结合村规民约和
实际情况，制定了《大纲村村规民约积
分管理实施方案》。方案将农村基层
治理各项事务转化为量化指标，与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等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有机结合，明确
正面加分事项和负面扣分事项。通
过建立积分累积兑换奖品机制，鼓励
村民参与村级治理、为村庄事务建言
献策，获得相应积分，激发群众自我
参与、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积极性，
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向善的生活理念。

“平常我们管理好自养禽畜、做

好门前‘三包’、参加志愿活动都可以
获得积分，用于兑换生活用品”“每一
项都有积分，也不用担心会漏，有专
门的人负责计分、登记”……积分制
试行后，大纲村内形成一股攒积分、
争积分、比积分的热潮，除了做好自
家基本的门前屋后卫生清洁、自养禽
畜管理外，不少村民还主动通过参与
志愿服务、村道清洁、河道治理等村
级事务获取积分。在积分制管理的
带动下，农村基层治理逐步由“村里
事”变成“家里事”，由“要我参与”变
成“我要参与”，推动大纲村基层治理
形成新气象。

12月20日，在积分兑换活动现
场，20余位村民用积分兑换了洗衣
液、毛巾、雨伞等奖品。“虽然我们村
开展积分制管理试点时间不长，但效
果十分显著。”李欠荣说。

“自从实行乡村治理积分制以
后，村民间的矛盾纠纷少了，村庄更
加平安和谐。”不少村民还反映，他们
在参与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同时，也参
与了平安建设，成为平安乡村创建工
作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据了解，接下来，都斛镇将持续
夯实党建基础，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
模式、新路径，探索推广积分制，激发
群众参与积极性，引领乡风文明蔚然
成风，让“小积分”兑出和谐宜居的美
丽乡村新风貌。

都斛镇大纲村：

用活用好村民积分制
助力基层治理

积分制让村民获得物质奖励的同时收获荣誉。

在台山市都斛镇竞

丰义城村，有一种传承了

上百年的菜花品种——

都斛菜花，在食客中广为

流传，深受喜爱。

昨天，记者在竞丰义

城村见到，100多年前在

都斛种下的第一个菜花

品种，如今依旧被大量种

植。菜农们坚持自己留

种，让祖辈相传的种子延

续了下来。

▼菜花丰收，
菜农喜上眉梢。

◀菜农悉心
照料菜花，为上市
做准备。

供不应求

搭建平台

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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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还能品尝活动现场还能品尝““恩平烧饼恩平烧饼””等五等五
邑地区特色美食邑地区特色美食。。游客体验拔萝卜游客体验拔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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