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江门中心城区到礼乐街道，可以明显
感受到这里的快速发展。各品牌的小汽车在
道路上飞驰，多个知名楼盘在此落地。事实
上也是如此，从2012年到2021年末，礼乐街
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57%，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1.48%，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长21.35%。2012年产值亿元以
上企业8家，2021年产值亿元以上企业12家，
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连续8年在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考核中名列第一名。

远离街道中心，置身于村落当中，也会
讶然地发现：曾听父辈常提起的礼乐甘蔗，
只能在一小片一小片的散地上看到，蔗叶林
海似乎只存在父辈的回忆当中。

雪颜是礼乐街道东红村人，90后的她，
记忆里的村子都是甘蔗的香甜。“小时候我
走路去田里，一路上都是甘蔗。我家那时也
种甘蔗，可是后来价格越来越低，有一年贱
卖也卖不出去，后来家里就改种瓜果了。”雪
颜说，那时种的基本是黑皮甘蔗。

从小在乌纱村长大的村民曾耀华也有
着相同的记忆。“我小时候就跟着父亲到地
里种甘蔗，那时我们这里的人几乎每家每户
都在种甘蔗，过去这里一片全是甘蔗地。”站
在自家农庄门前，礼乐街道乌纱村村民曾耀
华指向门前的东环二路，顺着道路一直往
前，那里曾经尽是青葱翠绿的甘蔗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礼乐甘蔗最辉煌

的时候，那时每到甘蔗收获的季节，地里总是
异常热闹，不少人慕名前来问价收购，甘蔗地旁
停满了卡车，装完车直接运到北方销售，行情好
的时候最高卖到3.6元/公斤。”回忆起过去的辉
煌，曾耀华不无骄傲。当时礼乐的村民都相
信，甘蔗能成为帮助村民们过上幸福生活的

“甜蜜”产业，发家致富的日子仿佛就在前方。
但谁也没想到，甘蔗很快就从“宝贝”变

成了“弃儿”，曾经的“甜蜜的事业”变成了
“甜蜜负担”。

当时，礼乐种植的多为榨糖用的糖蔗，
主要靠外地收购商收购后运往外地销售。
收购商与蔗农之间并没有稳定的合作联系，
甘蔗市场行情好时，收购商们趋之若鹜，蔗

农不愁销售。反之，遇上淡季则鲜有人前来
问津，蔗农只能看着满地的甘蔗束手无策。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江门周
边地区、广西、云南等地开始大兴甘蔗种植，
外地甘蔗产量的增加，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收购商纷纷选择到距离更近、成本更低的甘
蔗产地收购。

21世纪初，礼乐蔗农感受到巨大“打击”，
当年甘蔗几乎无人问津，只能贱卖或者送人，
为了处理地里的甘蔗，蔗农用尽手段。“辛辛
苦苦忙碌了一整年，又搭人力又搭钱，最后一
场空。”曾耀华说，那时很多村民觉得不划算，
干脆就任由甘蔗烂在地里，从此之后不少村
民开始改种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

如今，礼乐的甘蔗种植再也不复当年荣
光。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为满足消费者
的新需求，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正变得多元
化，并不断萌生出新业态。现在，到礼乐各
个生态园游玩成了不少江门人的选择。所
谓生态园，更像是脱胎于过去的“农家乐”，
只是其更具备农村观光旅游色彩。江海一
家大型生态园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旅游
观光生态园不同于天然景区，也不同于一般
的农村旅游。现代农村旅游观光生态园的
建设有规划，运转服务有规范，产品有标
准，经营有利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颗新
星。

以江海区都市农业生态公园为例，其中
既有特色种植、养殖、果树、花卉及加工等产

业，还配备了简单的游戏设施，网红打卡地
等要素，能更好地吸引周边城市游客。江海
区都市农业生态公园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此前荷香园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游玩
打卡，不少市民也流连于附近的乡村绿廊，
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

2020年7月，江海区对外发布“七彩南
堡—荷乡生态园—萤火虫之夜”全免费主题
乡村旅游新路线，精心设计的线路中不仅有
魅力十足的荷花、五彩斑斓的彩虹村，还有
温馨浪漫的萤火虫之夜……英南村以小桥
流水的乡村景致、马卡龙乡村房屋以及大型
的艺术墙绘为载体，打造别具特色的人文乡
村风景区，来自五邑地区以及周边省市的大
批游客对此赞不绝口。礼乐街道优化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探索开发农旅项
目，串联田园生态游、休闲公园游、农家美食
游等乡村旅，年均带动观光游客30多万人
次。

江门市葡萄协会前会长邓成暖见证了
大批礼乐葡萄生态园的兴起。他表示，生态
园、葡萄采摘的兴起不仅解决了客源，还提
高了农民的收入。久而久之，以旅游业为切
入点，礼乐街道以江门东站为核心，大力发
展城郊型都市特色农业和休闲旅游度假业，
开辟葡萄观光农业旅游项目，发展以家庭观
光、休闲为主题的近郊假日旅游，为市民提
供休闲娱乐的旅游项目，刺激和带动提供周
边地区旅游消费和服务的交通、餐饮、商业
等行业的发展。

谭耀成是礼乐街道英南村村民，从1979
年就开始种植甘蔗的他，几乎经历了礼乐甘
蔗市场的所有变化。“过去种黑皮甘蔗，主要
销往外地，用作榨糖，还有些地方会用来煲
水。后来没人来收了，开始转内销，主要种
黄皮、291等果蔗品种。果蔗具有皮薄水分
足的优点，十分合适直接食用。”说起甘蔗品
种，他说得头头是道。全面改种果蔗品种
后，礼乐甘蔗主要销往周边地区，鲜少销往
外地。

“我认识的蔗农，没有一个低于50岁
的。”谭耀成说，种植甘蔗几乎成为蔗农心中
的一根鸡肋。“地在这里，不种浪费，种了利
润不高。年纪大的人，不好找工作，也希望
自由些，就自己种了。”谭耀成目前种了6000
平方米的甘蔗，是他从不愿意种地的亲戚那
租过来的。他算了一笔账：肥料大约每公斤
6.8元，在5到8月，基本需要每月施两次肥，
每次施肥需要数百公斤；防治虫害疾病的药
每瓶70元到80元。“这些年，肥料价格几乎
涨了一倍；药涨价不明显，但容量越来越‘精

致’了。”谭耀成说，虽然成本每年递增，但甘
蔗收购价格几乎没变，“两元一公斤的价格，
十年未变。”他粗略回忆后说道。一年的收
成约为每66.67平方米（1亩）7500公斤，虽
然还没有到收获的时候，谭耀成按照往年算
了算：“今年还行，应该不亏。”

蔗农余伯也感同身受。余伯有一大片
甘蔗，不久前有收购商来采购，给出了2.1
元/公斤的价格，但余伯觉得利润不多，甘蔗
也未完全成熟，他打算再观望一段时间。“很
多人改种柑了。相对来说，甘蔗成本低一
些，大约每66.67平方米（1亩）七八千元左
右；种柑的话则是万元起步的成本。”余伯
说，种柑并不是包赚不赔的营生，虽然近年
来市道较好，但也会突然遭遇“寒冰期”。

离开甘蔗地，走进江会水果批发市场。
这里果品琳琅满目，各种来自国内外的优质
水果让人看花了眼。甘蔗的摊档，几乎在市
场边缘地带。这里显得安静许多，档口中摆
着成捆成捆的甘蔗，有青皮的，也有红皮的，
几个商人坐在椅子上闲聊，静静等待着客人

上门询价。
甘蔗档老板老刘是礼乐人，做甘蔗生意

已有20多年了，一直以来销售的都是礼乐本
地甘蔗。“今年卖得还行，差不多2.6元/公
斤，算是高的了。”老刘指着一扎扎近3米长
的甘蔗说，他销售的品种都是果蔗。前来批
发的有本地和周边地方的超市、水果店，一
个销售季可以卖出数千公斤甘蔗。“拉到外
省销售，物流、劳动力成本会增加，按现在的
价格销售就会亏损，所以我们都是就近销
售。”老刘说，“现在礼乐种甘蔗的人越来越
少了。”老刘介绍，近年外地的甘蔗逐渐增
加，吸引了不少批发商收购，本地水果型甘
蔗销售将更难。

与老刘相反，对面甘蔗摊档的老板老吴
销售的是来自番禺的甘蔗。“我都是过去找
当地人带路，买了之后找车拉过来。”谈起今
年批发的行情，老吴表示，现在每天大概能
卖一千多公斤，之前高峰时能卖两三千公
斤，甚至五六千公斤。“甘蔗的主要销售方式
还是以马路市场为主，虽然已成传统，但这

种方式落后而且很被动。”此外，在老吴看
来，与其他水果相比，甘蔗比较麻烦，咬一口
就得吐一口渣。随着时代发展，果品选择
多，甘蔗越来越不受追捧。

在白沙农贸市场，甘蔗被放到摊位不太
显眼的位置，价格从每公斤4—8元不等。“买
的人不多，最近起风了，天气转凉，有些人会
买回去做羊肉煲汤。甘蔗最好卖的时候应
该是过年，江门有买甘蔗过年的习俗。”摊主
林老板告诉记者，甘蔗一直都不是他店铺里
的主要销售产品。

“我也种了一些甘蔗，主要是用来哄孙
子。在过去，我有着差不多1万平方米的甘蔗
地。”在礼乐东红村，有2000多平方米柑园的
吴伯感慨道：“农民靠天吃饭，果贱伤农，果贵
容易引起扎堆，也很容易伤农，只能在缝隙中
求生存。”在他的柑园，除了躲在一角的几棵
甘蔗外，还有些蔬菜零散分布在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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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访中，蔗农吴伯曾说：“我不会让下
一代继续做农民。我唯一期待的就是土地
被征收，卖出去，赚一笔退休金。”这让人印
象深刻。在城郊经济繁荣发展的速度下，特
色农产品是否只能接受退市命运？在发展
都市休闲生态农业等新业态发展中，如何更
好发挥特色农产品优势，凸显地方特色？

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江门市委副主
委、江门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科长
黄家河认为，农产品的更替，主要是市场在
推动。“以甘蔗种植业为例，糖蔗基本转移到
了广西，以广西崇左市为例，至少有2600多
平方公里的甘蔗种植面积，种植规模大，运
输成本低，相对而言，江门的市场竞争力不

足，便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黄家河再以礼乐街道为例，目前，“缤

纷英南”“向民葡萄”“向东桃花”“丰盛蔬
菜”“武东腊味”等已成为礼乐街道美丽乡
村新名片，“一村一品”，提高品牌附加值，
让当地农业取得了更好的发展。打响品
牌、提升农副产品附加值之余，礼乐街道还
通过集中流转土地，推进农业朝着高精尖、
规模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以礼乐高速
出入口附近的达华农业生产基地为例，该
基地租用农户的土地进行集中管理，实现
规模化、机械化种植，该基地的芹菜亩产值
达到6万元。

同时，黄家河认为：“如今，新农业更注

重技术、规模以及设施等因素。新农业的发
展，简单来说就是农业工业化，这需要一定
的支撑。”黄家河说，在市场的催化下，农业
只会发展得越来越规模化、专业化。对于一
些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特色农产品，更倾向于
一种农业文化保护。“例如规划一片区域，专
门种植这一类农产品，保存地方回忆。”黄家
河举例，曾红极一时的白沙菜心、滘头大蔗，
也成了当地人们的记忆符号。

双水镇有一家新会区水润果蔗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理事长黎锡强通过线上线下多
渠道推广双水甘蔗，拓宽销路，打造“黎田邑
亩”有机果蔗品牌，如今成效显著。为了保
证黄皮果蔗的品质，黎锡强和社员们一起发

布了甘蔗种植的规范、技术，向农户发放种
植指引。此外，黎锡强会定期到田里查看甘
蔗的种植情况，杜绝使用违禁高毒农药。同
时，他还定期向农户讲解新型种植方式，
介绍有机化肥、微生物制剂的用法。现
在，双水镇出产的黄皮果蔗批发价格约为
3.5元/公斤，是10年前的数倍。据介绍，销
往上海的黄皮果蔗，市场价格更是上升到20
元/公斤。

黄家河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在未来将会
成为一种现代职业，他们的文化程度、种植
技术等方面都要强于老一辈农民。“‘甜蜜的
事业’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代发展，
不断出现新的业态。”黄家河说道。

“甜蜜的事业”渐成“甜蜜负担”

“甜蜜的事业”“含糖量”偏低探访

礼乐葡萄园大量兴起礼乐葡萄园大量兴起，，葡萄成了葡萄成了
礼乐的另一张名片礼乐的另一张名片。。

““甜蜜的事业甜蜜的事业””渐成渐成““甜蜜的回忆甜蜜的回忆””
——从礼乐管窥江门甘蔗种植业的转型升级

在老江门人的记忆里，很难绕开一部名为
《甜蜜的事业》的电影。这部于1979年上映的
电影，以江门为取景地拍摄。江门河网密布、
土地肥沃，一直有种植甘蔗的传统，江门与甘
蔗有着解不开的缘分。伴随着电影上映的热
潮，甘蔗与江门形成“IP互绑”，“甜蜜的事业”，
在江门有了特定的语境——它指的就是甘蔗
种植。直到今日，甘蔗都是江门盛产的经济作
物之一。

然而，“甜蜜的事业”这几年在一些地方渐
渐成为“甜蜜的回忆”。不少甘蔗产区一开始是
产量不稳定、忽上忽下，如今干脆直接改行搞别
的产业。

“过去礼乐每个村子都种有甘蔗。每到收
获季节，天南海北的收购商齐聚礼乐，十分热
闹。”江海区礼乐街道英南村原党支部书记谭
其新回忆说，礼乐甘蔗刚上市，就在市场上打
出了名头。有外地收购商特地来到礼乐收甘
蔗，再通过船运到广州，最后通过火车运往全国
各地。

“甜蜜的事业”为什么渐成“甜蜜的回忆”？
随着城郊经济的快速发展，特色农产品是否只
能接受退市的命运？近日，记者多次走访礼乐
等甘蔗产地，探讨其中变化原因。同时，记者也
发现“甜蜜的事业”2.0版正在萌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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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

变化 “甘蔗林”里萌生新业态

观察 “‘甜蜜的事业’不会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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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耀成是英南村村民，从1979年就开始
种植甘蔗的他几乎经历了礼乐甘蔗市场的
所有变化。

在江会水果批发市场，今年甘蔗的价格约为每
公斤2.6元。

甘蔗是 20世纪 80年代礼乐的重要经济作物，种
植广泛。（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