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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推动“江门优品”走向全国
以品牌培育赋能乡村振兴

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是要发现
和重塑县镇村价值。江门是广东农业大
市，农产品价值实现既是县镇村价值重
塑的重要一环，也是其中的难点堵点。

近年来，江门着力做好“土特产”
文章，积极推进品牌建设，在开平先行
先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县级
行政区品牌“开平优品”，培育全国第
一个镇级行政区品牌“马冈优品”，逐
步拓展出独具江门特色的行政区品牌
矩阵，以品牌示范引领“接二连三”，赋
能现代农业价值实现。

今年以来，我市将“打造好‘江门
优品’”写入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大力推广“开平优品”做法，积极打造
“江门优品”市县镇三级矩阵，以直播、
电商等形式带货出圈，以品牌培育赋
能乡村振兴。日前，我市正式印发实
施“江门优品”品牌建设方案，并召开
新闻发布会专题解读，重点阐释“江门
优品”品牌建设方案有关出台背景、近
期计划、优势基础、协调整合、运营管
理等内容，推动“江门优品”走出江门、
走向全国。

文/图 毕松杰

农业大市资源为“江门优
品”品牌打造“站台”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江门作为广
东省农业大市，常年粮食、水产品、肉类、
蔬菜等农产品产量分别约为99万吨、85
万吨、35万吨和200万吨，约占大湾区
的1/3、1/4、1/5和1/8，是粤港澳大湾区
重要的“米袋子”“菜篮子”“海鲜铺子”，
为“江门优品”品牌打造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

2023年，江门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632.63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排
全省前列。2023年，陈皮、大米、鳗鱼、
马冈鹅、茶叶、禽蛋等六大特色优势农业
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达696亿元，同比
增长30.3%，实现三年倍增目标，现代乡
村产业体系蓬勃发展。

早在2019年，我市就成功创建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市，是广东省内仅有的
两个地级市之一；2021年，成功创建广

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成为全省唯一
的“双安双创”地级市。近年来，我市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四
个最严”（即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为遵
循，以让人民吃得放心为目标，咬定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不放松，取得明显
成效。2022—2023年度，我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江
门优品”的产品源自江门市，原材料也源
自江门市，良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
也为“江门优品”产品质量提供了保障。

江门丰富多元的农业大市资源，也
孕育了众多的农业品牌，如“新会陈皮”

“台山大米”“马冈鹅”等。截至2023年
底，我市共培育有机产品37个、绿色食
品38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6个、“粤
字号”农业品牌113个，培育省级以上名
特优新农产品49个（其中国家级13个），
整体数量位列全省前列。在选品方向

上，“江门优品”的选品主要面向现有的
绿色优质农产品，同时在县级优品的基
础上再遴选，真正做到优中选优。

今年建成10个重点产品
团体质量标准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我市已成立
“江门优品”建设工作专班，负责统筹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江门优品”品牌
建设的部署，近期计划加快推进标准化
建设、加强品牌保护、实施数字化溯源管
理、深入开展营销推广等重点工作。

标准化建设是衡量农产品质量高低
的重要标志。我市将针对大米、茶叶（红
茶、绿茶）、鳗鱼制品、马冈鹅制品、生蚝、
蓝龙虾、南美白对虾、咖啡、山泉水等产
品，在今年7月底前建成“江门优品”10
个重点产品的团体质量标准，确保有标
可依。

农业品牌需要培育，更需要保护。
“江门优品”品牌采取双Logo的方式进

行商标保护（即“江门优品”标识+运营
企业注册商标），由江门市农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控集团”）授权合
作企业使用商标，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将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侵权行为，大力保护

“江门优品”品牌。
一份农产品可视化的“档案”，是“江

门优品”最好的广告。我市将实施数字
化溯源管理，“江门优品”产品的生产企
业在产品上市前要登录广东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开具产品承诺达标
合格证或质量安全追溯码（电子标签），
消费者通过手机扫一扫即可快速获得产
品的生产信息，保障产品质量。

为更好地营销推广“江门优品”，我
市一方面将举办线下推广活动，例如近
期将举办“江门优品”品牌发布仪式，下
半年将组织“江门优品”参加国家农交
会、省农博会，让“江门优品”走出江门、
走向全国；另一方面将结合“江门优品”
线上平台建设，通过各大电商平台全面

开展线上宣传推介，提高品牌知名度。

强化品牌建设资源协调、
力量整合

“江门优品”的建设，相当于为江门
市农产品建立了一个整体形象打造平
台，在其背后，离不开有关部门单位的协
调资源、整合力量，发挥自身优势，进一
步优化供给，以赋能“江门优品”建设。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凭借农资农
技、冷链物流等网络资源优势，市供销社
将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供销社联动和

“双线运行”机制，构建标准化“供销农
场”生产体系，为陈皮、大米、马铃薯、水
产品等江门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提供农
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从源头打造稳
定的标准化农产品供应链，为“江门优
品”提供物美、质优、放心的选品支持。

同时，市供销社还致力于农产品和
城乡商品流通网络建设，打造了江门供
销名特优新农产品体验馆、侨润商超、侨
润消费帮扶馆、新供销塔百奇等一批遍
及江门城乡的线下门店，在京东、抖音、
淘宝等主要网络平台开设线上门店，建
成覆盖江门地区的农产品直供配送网络
平台。目前，正在推动建设江门供销专
卖店、专卖场、专卖柜，构建江门供销立
体式销售网络，大力支持“江门优品”进
驻供销系统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并借力
全省、全国供销渠道资源，推动“江门优
品”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市国资委作为“江门优品”运营单位
的行政主管部门，也将紧扣“优”字主题，
加强指导和管理，合理调配各类资源，确
保“江门优品”运营单位在资金、人才、物
资、技术等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促进其
健康发展。积极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和外
部资源，为运营单位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服务，如政策扶持、市场信息、营销场地、
宣传广告等。

同时，市国资委还将鼓励、支持运营
单位加强与省内外同类企业、科研机构
等的交流合作，共享资源，拓展视野，共
同探讨“江门优品”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提升品牌竞争力。指导运营单位持续推
进品牌保护，加快商标注册，协助打击假
冒伪劣产品等相关工作，保护“江门优
品”运营单位的合法权益。

围绕“江门优品”制定综
合性推广营销计划

农产品品牌建设不只是注册一个商
标、一个Logo、一句口号，很多中小企
业、合作社、新农人也期望能享受到品牌
带来的福利。“江门优品”既要获得流量，
又要得到长足发展，离不开健康有序的
运营和管理。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作为“江门优
品”运营单位的母公司，市城市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将根据“江门优品”品牌建
设方案，结合农控集团的发展实际来细
化建设方案，并指导做好“江门优品”的
战略规划，确保“江门优品”品牌与城市
发展整体战略相契合，推动品牌的长远
发展。为推动“江门优品”品牌建设，该
集团将进一步优化“江门优品”运营单位
的组织架构，下一步将研究探讨设置“江
门优品”独立运营机构，确保管理层次清
晰，职责分明，提高管理效率。

作为“江门优品”运营单位，农控集
团制定了综合性推广营销计划，将深入
挖掘“江门优品”背后的文化故事和品
牌内涵，通过品牌故事的情感营销，增
强消费者对“江门优品”品牌的好感和
认同。开展市场调研，了解消费者需
求，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策略。强调

“江门优品”产品的独特性和高品质，通
过包装创新、产品认证等方式，提升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

销售过程中，农控集团将利用线
上+线下多元化渠道进行推广，其中线
上加强与电商平台（抖音、视频号、小程
序等）合作，开展直播带货、专题促销等
活动，利用大数据和搜索引擎优化提升
线上曝光率；线下将在重要商圈和旅游
景点设立“江门优品”体验店，积极举办
和参与品鉴会、展销会等活动，增强品牌
与消费者的互动。

同时，农控集团将与媒体建立良好
合作关系，通过新闻报道、专题访谈等形
式提升品牌形象，利用公关活动提升品
牌曝光度。通过媒体直播平台，进一步
做好“江门优品”的宣传和带货。寻求与
本地及其他地区优质企业、旅游景点等
建立合作联盟，通过跨界合作，共同推广

“江门优品”。

江门丰富多元的农业大市资源，孕育了众多的农业品牌，为“江门优品”品牌打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图为江门农博会
上展示的琳琅满目的五邑农产品。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
江消宣） 4月19日9时44分，江门台山
市劳教所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台山
市消防救援大队台城消防救援站消防员
迅速到场，救出被困的3人。

据介绍，台城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
后随即派人赶赴现场处置。消防员抵达
现场后发现，现场为一辆小轿车和货车
对向相撞。由于冲击力过猛，货车和小
轿车的车头都严重受损，导致货车内2

人被困，轿车内1人被困。消防员随即
查看被困人员的受伤情况，在确定周边
环境安全后立即组织施救，将被困者转
移至安全位置并交由医务人员进行救
治。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具

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江门消防提醒广大驾驶人员，近期雷

雨天气导致路面湿滑，开车时要注意控制
车距，减速慢行。在农村道路行驶时，切
勿超速行驶，避免造成碰撞或者追尾。

两车对向相撞3人被困 江门消防紧急救援

记者到新会区睦洲镇探访林玄辅墓及林玄辅纪念楼时发现——

这里有个新会版“赵氏孤儿”的故事

林玄辅墓及林玄辅纪念楼。林金鸣 摄

九旬华侨回乡发现祖屋变他人“新居”

多方联调
为华侨守护家乡“根魂梦”

返乡华侨发现祖屋被出租
“这是我的房子，你们赶紧出

去！”清明时节，陈伯在祖屋前与村民
吵得不可开交。见状，斗山镇综治中
心工作人员联系到斗山法庭庭长刘
伟赶到现场调解。

原来，陈伯年幼时便跟随父亲到
美国生活工作，留下老屋交由亲戚打
理，直至今年回乡祭祖才发现，幼年
时的家早已被“鹊巢鸠占”。再经打
听，得知房屋已经多人转手，具体流
转链条已难以考究。现在唯一能确
定的是，房屋是由“二房东”刘某出租
给了现任租客邱某。

“合同还没到期，凭什么叫我
搬？”租客邱某手持租约大声质疑。

“我当时接过房子出租权，还付了转
手费呢！你要拿回房屋，得先给我补
偿损失！”刘某也不甘示弱，称其不仅
为“盘下”这间房屋支付了若干转手
费，后期对房屋进行修缮还花费了近
5000元。林林总总，刘某要求陈伯
支付经济补偿5万元方可“取回房
屋”。

“这是我的家、我的根！”听到刘
某提出的巨额补偿要求，陈伯气得直
跺脚。再想起当年父母灶前温粥、兄
弟壁上涂鸦的快乐时光一去不复返，
物是人非，令陈伯更是难以释怀。

多方联动成功调解
“一栋侨房，牵涉了物权归属、租

赁合同、无因管理等法律关系。”听完
三人的倾诉，刘伟心中大概有了底，
迅速联合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
侨联等部门，研究制定了调解方案。

“房子是亲人留给老人家的唯一
念想，陈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房屋所

有权人，是有权主张返还房屋的。”
“索求补偿也要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
据。”这天，调解团队把陈伯、刘某和
邱某召集在一起，进行了一场面对面
调解。刘伟首先从情理角度，将房子
对于陈伯的意义娓娓道来，再结合民
法典等有关法律规定，向刘某、邱某
二人进行了释法说理。

“如果不是我在管理修缮，这破
房子早就塌了！”听完刘伟的分析，刘
某虽没有了之前的剑拔弩张，但依然
愤愤不平。“我一把年纪了，你叫我搬
去哪里？”邱某也表达了自己的无奈。

“老一辈说得好，老房子有人住
百年不倒，没有人住三年就塌，陈伯
的房子情况大家也清楚，没有刘某、
邱某的维护，是撑不到今天的。”刘伟
指出，刘某与邱某虽不是房屋的所有
权人，但客观上对房子起到了一定的
维保作用，才能让这座充满亲情回忆
的房屋历经风雨屹立不倒。

“其实这么久没回来，看到房子
被保护得这么好，我内心还是很欣慰
的。都是乡里，不计较了，你放心住
吧！”听刘伟分析完整件事的来龙去
脉和法律规定，陈伯主动提出同意一
次性补偿刘某5000元，并将房屋收
回，租给邱某继续居住。“住了这么
久，我也有感情了，这下最好，不用搬
家了！”邱某说。

见陈伯同意了调解方案，三人激
动地握手言和，老巷里的门廊边上终
于迎来了久违的笑声。

近年来，台山法院坚持把非诉讼
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深入挖掘村
居自治、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多方
调解力量，引导当事人利用快速经济
有效的非诉方式解决纠纷，推动打造

“无讼村居”新“枫”景。

清明时节，回到台山市斗山镇祭祖的九旬华侨陈伯
刚回到镇上，顾不上歇息便直奔老屋，谁知推开那扇久违
的大门，却意外发现祖屋已成为他人“新居”。

带着一头雾水，陈伯来到斗山镇综治中心求助，在该
中心和台山法院斗山法庭的联合调解下，顺利为陈伯收
回房屋，守住了其在家乡的“根魂梦”。

江门日报记者/凌雪敏 通讯员/关艳莹 何奎
古墓为文物保护单位

充美村靠近睦洲市场，与睦洲墟镇
连为一体，是新会远近闻名的古村，有多
棵挂牌的百年古树名木。暮春之际，这里
树影婆娑、风影摇曳，不时有蛙声虫鸣。

村口不远处，有一座规模宏大、保存
较完好的古墓，这就是林玄辅墓。古墓
由圆拱坟头、弧形拜台及后土护墙组成，
长约7米，宽约4米，通高约4米。古墓
用全石砌筑，高大的拜台基由红砂岩砌
筑。墓堂古碑石上刻有“宋赐进士柱国
上大夫琼州太守考始祖玄辅林公合墓”
等楷书字样，山手两侧则镶嵌着碑记和
墓志铭，记载着墓主勤王及被托孤之事。

村民告诉记者，林玄辅及其夫人的
合葬墓，始建于元代，明、清进行过重修。

据悉，这座古墓是新会仅有的几座
元代墓葬之一，2004年被新会区人民政
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林玄辅的故事可歌可泣
林玄辅何许人也？通过《新会县

志》、族谱及文史资料记载，以及林桂友
的讲述，一段情深义重、可歌可泣的故事
浮出水面。

林获，字玄辅，原籍福建，宋末琼州
太守，文武双全。宋元崖门海战，南宋战
败后，到新会崖山勤王的林玄辅受生死
之交、宋室皇族赵必次（一说“赵必樘”）

托孤，把两位孤儿赵良駖、赵良騘分别改
名为林大奴、林二奴，收藏养育于新会睦
洲，并视为己出。1283年，林大奴与林
玄辅之子林桂山聚兵万余起义，抗元复
宋，后失败遇害，此事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广东乡土新历史教科书》中也有记载。
此后，林玄辅的后人及赵氏余脉的后人
便躬耕于新会睦洲的充美村、南芬村等
地，直到明初，林二奴的后人迁徙至新会
古井及台山浮石等地后，才恢复赵姓。
据赵氏族谱记载，赵氏后人为报答林玄

辅存孤大恩，凡有祭祀祖先，一定要先祭
林公，再祭自己的祖先，此例一直延续至
今。1947年古井《山头月刊》所登载《浮
石世伯到乡参拜恩祖玄辅祠》一文，生动
报道了这一幕。

林桂友说，因为林玄辅等人充满民
族气节，义薄云天，新中国成立前，这段
故事还被编成粤剧，在民间广为流传。

林玄辅墓附近，还有一座郑将军墓，
是新会区不可移动文物。墓碑上所写

“郑俤”，与《获公嘱书》中所写的“家人郑

俤”为同一人。《获公嘱书》还嘱咐林氏后
人和睦相处，各安本分，莫贪酒色，各事
农桑，莫惰耕织，各勤诗书等。“这些言语
苦口婆心，情深意切，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对我们做人做事至今仍
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林桂友说。

以文物古迹凝聚乡贤
沧海桑田，岁月更迭。林玄辅的家

国情怀被后人所崇拜和敬仰。在海内外
林氏后人的慷慨捐助下，古墓旁的林玄
辅纪念楼得以修建，并于今年1月举行
落成庆典。今后，这里将成为一个联络
乡亲情感、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
地。

“每年重阳节前后，林玄辅墓都会迎
来海内外乡亲的祭拜，这是我们凝聚乡
情乡愁的重要纽带。”林桂友说，遗憾的
是，附近的林氏祖祠如今破损严重，已经
开始倒塌，希望能想办法尽快修缮。

负责当地文物、宣传工作的睦洲镇
党委委员梁瑞文深感保护好文物古迹、
宣传好乡土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他说，
文化乃乡土根之所系，未来将把林玄辅
相关的文物古迹、生活环境、纪念建筑等
串珠成链，进一步完善，打造成教育研学
基地，以此凝聚乡贤，建设家乡。同时，
他希望广大乡贤继续发挥乐善好施、爱
国爱乡的精神，助力“百千万工程”，为家
乡发展贡献力量。

元杂剧《赵氏孤儿》所讲述的春秋时期晋国贵族赵氏的故事久远流传。
近日，记者在新会区睦洲镇充美村，也听到一个宋末元初新会版“赵氏孤儿”
的故事。

与该故事相印证的是，该村月角山下的新会区文物保护单位——林玄辅

墓。古墓的旁边，是林玄辅纪念楼，新会区林玄辅古墓文物中心就在这里办
公。“先祖林玄辅甘冒生命危险，抚养宋宗室赵必次的遗孤，含辛茹苦，九死一
生。而赵氏后裔心怀感恩，永志不忘。这段侠义故事让我们很感动，也很自豪，
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故事。”新会区林玄辅古墓文物中心理事长林桂友说。

江门日报记者/吕胜根 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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