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地方特色美食是天南海北“老饕”们热议的话题。

台山市深井镇濒临南海，地处珠三角西南端，山海相连，水天一色，资源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美

称，是“吃货的天堂”。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地道的深井美食取材山海，四时风物皆能入菜，蚝、虾、蟹、鸡、烧

鹅、浪糍、豆沙……深井的美食，以其鲜活的色香味烙印在的每位食客的感官记忆中。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方欢 通讯员 黄豆 钟健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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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镇多措并举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因地制宜力促资源变现

依山傍海美食众多
深井镇成“吃货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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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生蚝：鲜甜味美让人垂涎
深井镇地处镇海湾北部，全镇有75公

里海岸线，有着极其宽广的咸淡水流域，是
理想的天然蚝场。乘着快艇，向红树林深
处驶去，沿途看到海面上漂浮着整齐的浮
排，蚝苗寄生在上面，自然成长。

眼下正是生蚝上市时节，工人们从水
里拉起已经可以上市的生蚝，通过渔船运
到岸上，守候在岸上的工人，有的用斧子砍
去生蚝外壳的淤泥，有的则负责用刀子从
蚝壳中分离出蚝肉。随着一只只生蚝从黝
黑的蚝壳里亮出真容，柔软的蚝肉在阳光
下呈现通透润泽的牛奶色。

那么深井镇出产的生蚝何为上品？好
事的食客总结出“一大、二肥、三白、四嫩、
五脆”五大评判标准。

深井出产的生蚝品质上佳，吃法也有
多种选择，生蚝鲜食、蒜蓉蒸生蚝、香煎生
蚝、姜葱炒生蚝、胡椒水浸生蚝……各种做
法，各吃各的味。

此外，深井生蚝还可以制作成蚝油、蚝
豉、生晒金蚝等产品。其中蚝油是生蚝经
煮熟取汁浓缩，加辅料精制而成。蚝油味
道鲜美、蚝香浓郁、黏稠适度，营养价值高，
亦是配制蚝油鲜菇牛肉、蚝油生菜、蚝油粉
面等传统粤菜的主要配料。生晒金蚝则是

生蚝没有经过水煮，在阳光和北风的作用
下，晒至六成干的海味干货。生晒金蚝的
口感和香味非常独特，是粤菜中烹饪佳肴
的高级食材。

浪糍：长在滩涂上的美味
万亩红树林，鹭鸟舞翩跹。初到深井

镇，很多人都被这里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
所吸引。

深井镇红树林面积约1000公顷，是广
东省内面积最广、规模最大的红树林区之
一。辖区内的广东台山镇海湾红树林国家
湿地公园，是江门首个红树林湿地公园，于
2017年底成功获批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
试点。

红树林除了具有观赏性外，其果实
也是一种美食。每年7-9月，一串串像
蚕豆一样的果实挂满红树林枝头，当地
人称之为“浪糍”“浪皮果”“榄钱”。浪糍
虽然相貌平平，但极具营养价值和药用
价值，富含维生素C、维生素E和一些超
氧化物歧化酶，具有清热、利尿、凉血败
火功效。浪糍常用于与鲜虾、白贝或排
骨等一起煲汤，汤水入口清甜，回味无
穷。此外，晒干的浪糍还是当地人十分
重要的汤料，多数搭配黑豆来煲汤，如黑
豆浪糍干陈皮煲猪骨、黑豆浪糍干老姜

煲塘鲺等，有人还会用浪糍干、黑豆、老
葱头煲水当凉茶饮用，据传有预防感冒
的功效。

柴火豆沙：细腻香甜的“牛屎饼”
豆沙作为一种特色食品，历史悠久，在

我国各地广受欢迎。在台山深井、海宴、川
岛等沿海各镇，豆沙制作技艺流传已久，其
中深井柴火豆沙最广为人知。

柴火豆沙的制作大致需要11天时间，
每一步均为人工制作，工序有选料、洗豆、
浸豆、煮豆、搅拌成浆、3次过滤、压榨、炒
制4小时、回油3天、煮糖浆、糖浆静止7
天。

煮好的柴火豆沙，有色泽黑红光亮、
细腻香滑的特点，因远观与以前农村常见
的湿牛粪相似，在台山民间戏称为“牛屎
馅”。经称馅、包馅、木格打饼、抹蛋液、烘
焙等工序做成的豆沙月饼，同样被唤作

“牛屎饼”。名虽俗气，但在二十世纪八九
十年代，“牛屎饼”仅出现于中秋、婚嫁等
重要场合，被赋予团团圆圆、甜甜蜜蜜等
美好寓意。

目前，深井柴火豆沙制作技艺已是江
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为更好保护传
承深井柴火豆沙制作技艺，以陈超雄为代
表的年轻人正积极和政府沟通，结合台山

“粤菜师傅”工程的发展，争取开设柴火煮
馅岗位人才培养基地，扩大柴火豆沙传统
工艺的传承队伍，并在坚持传统工艺的基
础上推陈出新，让深井柴火豆沙历久弥新，
行稳致远。

美食飘香：乡间宝藏店值得“打卡”
深井的美食，不仅仅是生蚝、浪糍、豆

沙如此简单，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数不尽
的食材和调味，成就了深井美味。

如当地盛产的软鳞（海鱼），侧看像蚬
鱼，远观像乌耳（鲻鱼），蒸、煎、焖、浸……
各类渔家风味做法皆有，其中以清蒸较为
鲜甜。

丰富的林业资源，让深井出产的生态
鸡也有别于其他地方。朝饮露，暮宿林，食
野草，辅以五谷杂粮加餐，以及日常散养奔
跑，让深井出产的生态鸡肉质紧实、鲜美，
不论是做白切鸡、豉油鸡，还是炖鸡汁等，
都让人垂涎欲滴。此外，深井的青蟹、烧鹅
等也十分值得一试。

要想品尝到深井的美食，位于深井镇
石桥头的OK渔庄、河滨路12号的豪华大
饭店、小江圩的湖心酒店、蟹山村68号的
聚福农庄、河滨路深井客运站北侧的棠记
海鲜大排档等，都是值得去打卡的美食宝
藏店。

“以上是三合镇发展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
经验做法，在这里作总结推
广，希望能引导鼓励各村（社
区）主动作为，坚持因地制
宜、创新模式、拓宽渠道，大
力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同时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这是台山市三合镇
2024年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现场推进会的一幕，会
上，三合镇党委书记赖开颜
为各村（社区）鼓劲加油。

三合镇党委贯彻落实
“党建引领 富民兴村”部
署，在全镇探索建立村干部
奖励报酬与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成效挂钩机制，发挥优秀
先进村的引领作用，带领落
后村共同进步，进一步激发
村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促进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推动
乡村振兴。

这也是三合镇大力培育
农村集体经济特色产业，积
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发
展新模式，不断推动“百千万
工程”落地见效的缩影。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通讯员 三合宣

因地制宜
凤歧村发展魔芋种植业
“随着健康饮食普遍流行，魔芋在

市场上受热捧，区别于传统农产品，魔
芋的应用前景广，通过多方合力，我们
在北联凤歧村探索打造魔芋种植产
业。”源野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许联
辉介绍道。

北联村位于三合镇北部，主要以种
植水稻为主，兼生产花生、番薯、火龙果
等特色农产品，曾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
示范村”“台山市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为进一步将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作为深
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助力产业振兴、提
高北联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去年，北
联村与台山市源野种养专业合作社合作
开展魔芋种植项目，积极探索“合作社+
村经联社+农户”发展新模式。

“多次走访乡村企业，深入基层群
众，实地调研了解，以‘政企合作’的模
式，探索出一条魔芋种植道路。”三合镇
镇长陈革锋介绍，魔芋种植由北联村委
会负责种植区域内的土地平整、起垄、施
肥、搭建遮阳棚、购买农膜并盖膜、日常
田间管理等，源野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

提供种植各环节的技术指导、提供和种
植种苗、采收种子与成品以及保底收购
等。

北联村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利用凤
歧村约4.43公顷（66.5亩）撂荒耕地为试
点建设魔芋种植示范基地，引进珠芽金
魔芋品种，带动周边村民参与魔芋种植，
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带动农户就业致富。

“项目预计总投入66.5万元，预计
每年为村集体带来13万元收益。目前，
项目已完成土地起垄，正在播种，预计月
底前完成种植。”北联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朱振扶介绍。

开拓创新
西华村探索种植佛手果
佛手果口感清脆清爽，含有丰富营

养，既是蔬菜，又是水果，还具有较高的
药用价值，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西华村位于三合镇西部，由于产
业基础较差、社会资本投入力度不足
等原因，西华村级集体经济基础比较
薄弱。

如何充分利用耕地，提高西华村级
集体经济？2023年底，经西华村“两委”
干部共同商讨，决定以“村党组织+农
户”的合作模式探索发展佛手果种植项
目，并与村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积极探
索一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的路
子。

“这个项目前三年预计总投入成本
约56.9万元，总收入约95万元，总利润
约38.1万元。”西华佛手果项目负责人、
西华村党委书记黄树昌介绍，西华佛手
果项目引进种植广佛手果品种，按佛手
果市场收购价1元/公斤（市场价1-2
元）计算，首年佛手果产出约600公斤/
亩，预计收入 11.4 万元；次年产出约
2000公斤/亩，预计收入38万元；第三
年产出约4800公斤/亩，预计收入45.6
万元。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土地平整工
作，预计在春节前后种植树苗。等收成
时，黄灿灿的果实挂满枝头，将成为带动
村民致富的‘黄金果’。”黄树昌期盼道。

科学谋划
走出发展新路子

除了凤歧村打造魔芋种植产业，西
华村探索种植佛手果，三合镇还有不少
村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路子。

如新安村委会推进魔芋种植项目，
在新安永昌村种植珠芽金魔芋，项目首
年生产成本约1万元/亩，项目预计总投
入15万元，预计总收入21万元，总利润
6万元；次年种植成本降低（剔除魔芋种
子购买成本），项目效益较首年有所增

加。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三合镇

温泉村委会与该镇的海沣苑主题餐厅合
作在温泉松咀村、安乐村开展鸡爪芋种
植，项目首年生产成本约6000元/亩，预
计总投入10.8万元，与海沣苑主题餐厅
签订保价收购合同，以保底价1元/公斤
收购，预计总收入18万元，总利润7.2万
元。

以“供销社+村委会+农户”模式，那
金村委会拟开展花生种植项目，在那金
永华村种植面积约3.33公顷（50亩），项
目生产成本约1800元/亩，农户保底收
益300元/亩，预计总投入10.5万元，收
购价格约 2.35 元/公斤，预计总收入
11.75万元，总利润1.25万元。

接下来，三合镇将通过多渠道、多路
径，持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一是盘活
资源。东联村盘活闲置的洋澜小学校
舍，引入专业机构打造军事体育培训基
地；二是做强产业。引进高经济价值项
目——凤乡玉怀文旅项目，推动温泉村
周边村民就业、实现增收；三是拓宽思
路。鼓励和引导各村创新思维，转变观
念，变单纯依靠收取承包租赁费为采
取合作入股、保底分红的模式，逐步提
高产业性收入的占比。如将市级扶持
薄弱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资金，投入
至河东禽业有限公司产业扶贫收益项
目，以促进东联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的
发展；四是村企合作。引进企业、农民
合作社、种植大户进行规模经营、连片
开发，以北联魔芋项目为试点建设魔
芋种植示范基地，积极探索“公司+村
经联社+农户”发展新模式；五是三级
联动。积极探索以镇主推、村主抓、供
销社辅助的三级联合发展模式，高效
推进农业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如
那金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帮扶效
能，整合零碎分散的撂荒地，与台山市
供销社共同探索建设保价订单花生种
植试点项目，依托台山市供销系统为农
服务平台，为农产品提供稳定的销售渠
道。

←三合镇全力推动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发展特色种植业。

三合镇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现
场推进会开在希望的田野上，鼓舞士气。

浪糍虽然相貌平平，但极具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深井柴火豆沙色泽深井柴火豆沙色泽
黑红光亮黑红光亮、、细腻香滑细腻香滑。。

朝饮露，暮宿林，食野草，深井镇出产的生态鸡肉质紧实、鲜美。

深井生蚝鲜甜味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