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井镇探索富民产业品牌建设之路

把小云吞做成大产业

近日，由古井镇强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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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 打造富民产业品牌

推动古井云吞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
品牌影响力是关键。“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实施以来，古井镇深入学习运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以党建为
引领，充分发挥强镇富村公司作用，撬动社
会资源，做实做细古井云吞这篇“土特产”
文章，推动乡村振兴。

去年，古井镇政府引导岭北村对原岭
北购销站实施改造，建立古井云吞生产基
地，打造古井云吞体验店。同时，围绕古井
烧鹅、古井云吞、新会陈皮等特色产业，持

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加强文旅招商推介
工作。此外，通过举办古井镇乡村旅游文
化节、2024年古井镇非遗优品品鉴推广活
动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活动，打造特色
乡村游品牌，进一步拓宽古井云吞产业发
展路径。

“古井云吞生产基地建成后，古井云吞
的产量从过去每天15-20公斤增加到150
公斤。此外，销售网络也从古井镇扩展至
新会城区、蓬江区、江海区，甚至有广州、香
港和澳门等地的客人专门过来购买。”古井

云吞生产基地负责人黄绍扬高兴地说。
古井云吞“产得好”，还要“销得好”。

为将“古井云吞”品牌做大做强，古井镇争
取各方社会力量和资金支持，以强村公司
为主导，整合乡村资源和社会资本，在古井
镇霞路村烧鹅街、会城街道碧桂园商业街
打造了“古井优品”专卖店，保证味道正宗、
食材新鲜。

“古井优品”专卖店总经理赵郁新认
为，这种方式不仅增强了村集体经济的“造
血”功能，也为古井云吞的产业化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一村一品”蓬勃发展，
“在专卖店的助力下，预计古井云吞产业每
年产值能达到500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
20万元”。

下一步，古井镇将继续以古井云吞、古
井烧鹅为抓手，通过开发农耕体验、乡村民
宿等业态，引导古井云吞产业与康养、旅
游、科普、娱乐等产业融合发展，将“古井云
吞”打造成富民产业品牌，为村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经济收益，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
富裕贡献更大力量。

古井云吞制作技艺成为区级非遗

在新会区古井镇，古井云吞这一传统
美食正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制作工艺，在“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推动下，成
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富民增收的新载
体。

据古井镇文体服务中心负责人赵学东
介绍，古井是新会历史文化名镇，饮食文化
源远流长，尤其以古井烧鹅、古井云吞等享
负盛名，“古井云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
时期，源于南宋小吃馄饨（广东称“云吞”），

它保留着宫廷菜制作精良的特点，又有浙
江菜清淡偏甜的味道，还根据本地口味进
行了改良。云吞皮薄如蝉翼，馅料鲜美可
口”。

如今，古井圩镇及各村有不少古井云
吞店“老字号”，如古井圩镇人民美食店、百
搭云吞店、利富强云吞店，长沙村的祥兴云
吞美食店，南朗村的国强云吞店，背坑村的
富强云吞店等。

古井云吞不仅是美食，更是文化。古

井云吞的制作技艺已经传承至第四代，在
2024年9月，“古井云吞制作技艺”成为新
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古井云吞的制作包括严格选料、制作
肉馅、和面做皮、熬制高汤、包制云吞、水煮
云吞六道工序。特别在原材料的选择上非
常讲究，从肉馅到面皮，都经过精心挑选和
处理，以确保产品品质。同时，结合现代管
理，确保每一道工序都卫生安全。”新会古
井云吞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李丹桂表

示。
为传承和发展这一富有乡村特色的传

统美食，古井镇将古井云吞制作纳入中小
学的劳动课堂，中小学生在课堂上亲手制
作古井云吞，在实践中学习和传承这一地
方特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同时，将古井
云吞制作融入青年干部教育，促进古井云
吞文化的传播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
认识这一地方特色。

位于古井镇烧鹅街的位于古井镇烧鹅街的““古井优品古井优品””专卖店正式营业专卖店正式营业。。 古井镇政府供图古井镇政府供图

文/图 冯瑶君 古井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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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会城碧桂园商业街的位于会城碧桂园商业街的
““古井优品古井优品””专卖店专卖店。。 赵国沛赵国沛 摄摄

““古井优品古井优品””专卖店一开专卖店一开
张张，，就受到食客的热捧就受到食客的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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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任晓盈） 11月19日，新会区工业园
区企业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在陈皮古道举
行。会议表决通过《江门市新会区工业园区企业联合会社会
团体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爱平当选会长。新会区委常委温家林
出席活动。

据了解，新会区工业园区企业联合会是政府与企业之间
沟通的桥梁，旨在为园区企业构建一个温馨的“家”，更好地
促进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为工业园区的总体建设、区域
经济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

近年来，新会三大“万亩千亿”产业园区的建设不断取得
新进展、实现新突破。多位企业家纷纷响应党委、政府号召，
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温家林代表区委、区政府，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新会
发展的企业家表示诚挚的敬意。他表示，希望企业家能提振
发展信心，深耕优势领域，狠抓产品和技术创新，以全新面貌
和更强实力抓住新一轮经济发展红利。希望新会区工业园
区企业联合会会长和副会长单位带头做好表率，带领各会员
单位“拧成一股绳”，形成更加强大的发展合力。

新会区工业园区企业联合会成立

搭建政企沟通桥梁
力促实现互利共赢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简家琳 通
讯员/团区委） 11月 16日，由团新会区
委、新会区双水镇文发农业种植场联合举
办的“秋季限定农耕”体验课程顺利举
行。活动以“青年夜校+亲子研学”的形式
开展，近80人一起沉浸式体验秋收的乐
趣。

“手要向上抓，这样粗糙的稻叶才不
会擦伤我们的手。”“镰刀要紧贴着水稻的
根部，平着向内割。”活动中，青年学员、亲
子家庭拿起工具，走进田野，在文发农业
种植场负责人张永发的指导下，学习农具
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水稻收割技巧。

收割、捆扎、搬运……随着课程的进
行，学员们渐渐熟练起来。只见他们挥舞
镰刀，在田埂上来回穿梭，很快，连着稻穗
的稻秆堆成了小山。学员们纷纷表示，这
次课程很有意义，通过体验水稻收割，他
们学习到了生产劳动方面的知识，真正感

受到了田间劳作的艰辛，明白了“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谛。

活动现场，张永发还为学员示范如何
利用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张永发表示，采
用现代农机和新技术，可以极大提高务农
效率，降低农民的工作强度。学员们对现
代化农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打破了此前对
农业、农村、农民的固有印象。

据悉，受益于文发农业种植场的集约
化、规模化生产，其所在村的村集体每年
租金收入增加12万元，每年带动农户就
近从业人数60人次。

张永发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此类活
动，吸引更多青年关注农业现代化，继而
回到农村，开创新事业，为“百千万工程”
贡献青年力量。

新会举行“秋季限定农耕”体验活动

吸引青年归田创业

江门日报讯（记者/黄胜） 11月 16日，
“燃动乡村未来·奔赴双水精彩”2024年双水
镇奋进“百千万工程”欢乐跑暨儿童友好主题
活动在双水镇龙脊村、桥美村举行，近千名运
动爱好者欢乐开跑。

当天上午10时，参赛者们从双水镇巴贝
高庄园出发，途经全国“一村一品”桥美果蔗基
地、龙脊碧道、长涧村古村落写生基地等双水
镇“地标”，及“桥美蔗海”“麦冲秋日”“龙脊碧
道”“长涧水乡”4个打卡点，最后返回巴贝高
庄园。

据悉，本次欢乐跑活动全程约6.5公里，结
合双水镇旅游、文化、产业等元素，以景引路、

以景串线，展示该镇聚力“百千万工程”取得的
美丽乡村建设新成果。活动设置有“甜蜜暴击
——桥美果蔗”“美味烧鸡——龙脊鸡”“欢乐
DIY——山地风筝”“套龙龙——蕉树龙”等具
有双水镇特色元素的游戏摊位，还设置了留影
区、美食区等，参赛者可以沿途领略双水镇独
特的自然风光，了解双水镇丰富的历史文化底
蕴，感受“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乡村发生的
新变化。

“现场很热闹，氛围很棒！这次欢乐跑活
动在‘家门口’举办，又正好是周末，我就报名
参赛了。”家住双水镇的梁女士对记者说。

近千名运动爱好者在双水镇欢乐开跑

领略独特自然风光
分享乡村发展成果

近千名运动爱好者一起欢乐跑。 双水镇供图

青年学员学习收割水稻青年学员学习收割水稻。。

江门日报讯（记者/黄胜）为切实解决城镇低收入家
庭、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11月18日，新会
区2024年度第二批保障性住房摇珠分配活动在新会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顺利举行，16户轮候家庭喜获配租，切实摇出

“安居梦”，筑起“幸福家”。
据悉，本次摇珠分配的房源位于新会区三和苑、民和苑

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包含套间、一房一厅和二房一厅等户型，
均含基本装修，并配备一个摩托车位。小区内电梯、管道燃
气、电瓶车充电站等配套完善，房屋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1
元至7元不等，将大大减轻困难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为
确保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工作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新会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邀请了圭峰会城、新会区民政局、新会公
证处及新闻媒体对摇珠工作全程进行监督、公证。

“新房位置很好，还有电梯，真的感激党和政府。”摇到三
和苑一房型的谭先生眉开眼笑，他表示，之前在外租房租金
较高，获配公租房后，他的生活压力将大大缓解。

据了解，摇珠结束后，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还将对
拟通过的保障对象在社区、街道公示栏和区政府网站进行全
面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及时为保障对象办理入
住手续并做好后期动态管理、服务工作。

“接下来，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和应保尽保的原则，全力以赴做好做细做实住房保障
工作，让真正需要住房的困难群众‘住有所居’，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会区2024年度第二批保障性住房
摇珠分配活动举行

16户家庭圆“安居梦”

江门日报讯（记者/简家琳 通讯员/新博宣） 11月16
日，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新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指导，新会区博物馆、新会区楹联学会主办的“新会书院迎
春楹联展暨新会楹联学会第十届会员作品展”在新会书院开
幕。

楹联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独特的文学载体，是中国古典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会自古以来文风鼎盛，楹联文化底蕴深
厚，群众基础扎实，大儒陈献章、文化巨匠梁启超等历史文化
名人，都在新会留下了众多的名联佳句。2014年，新会成功
创建“中国楹联文化之乡”。经过多年的努力，新会的楹联文
化建设风正帆悬，楹联文化人才辈出。当天开幕式上，新会楹
联学会向新会区博物馆、新会书院赠送贺联，向新加入中国楹
联学会和广东楹联学会的会员颁发证书。

据悉，本次展览持续至2025年2月15日，共展出作品
140多副。展览作品由新会楹联学会、新会楹联书画院会员
以及各级楹联文化教育基地的师生创作，内容围绕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会区第九届葵乡文化艺术嘉年华、新
会荣膺“中国楹联文化之乡”十周年和新会各地方人文特色
等主题，充分展现新会国学文化薪火相传的方兴未艾之势。

新会区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创新推进楹联文
化建设，普及楹联知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发挥楹联文化“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
以文兴业”的作用，持续擦亮新会“中国楹联文化之乡”名片。

新会国学文化薪火相传

140多副
楹联作品展出

江门日报讯（记者/任晓盈）日前，崖门镇收到辖区柑
农黄伯的求助，自家的新会柑成熟，但他因中风无法开展柑
果销售工作，担心柑果滞销，希望政府帮忙打开销路。

收到求助后，崖门镇利用官方微信视频号“乡遇崖门”发
布推广视频。“来自崖门黄冲村的黄伯由于身体原因无力管
理柑果园，现以每公斤10.6元的较低价钱清出。有兴趣的朋
友可以在评论区联系我们。”视频中，主持人黄丽琴用心推介
黄伯的新会柑。

视频发布两天内，就吸引不少消费者到柑园现场摘果，
卖出近300公斤的鲜果，成功为黄伯解了燃眉之急。“正所谓
人多力量大。黄伯还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新会
柑已基本卖完，他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感到又惊喜又感动，对
爱心人士的支持表达了感谢。”崖门镇“乡村CEO”余进东高
兴地告诉记者。

“摘了250公斤，付了2650元。”黔邑羊肉粉店负责人余
海燕在崖门镇做生意，她在网上刷到求助视频后，马上联系

“乡遇崖门”的后台工作人员，并到现场参与摘柑。“我觉得摘
新会柑很解压，拿起剪刀，‘咔嚓’就是一个。”余海燕表示，既
买到“靓柑”，又帮到了黄伯，她很开心。

爱心助农，手有余香。目前，黄伯种植的新会柑已基本
销售一空。

崖门镇牵线搭桥助农解困

老伯家新会柑
一下子卖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