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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龙州携手推动粤桂协作结硕果

兴“甘牛”产业 育致富“金牛”

近日，在广西龙州甘牛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甘牛公
司”）养殖总园内，一排排贴
有“粤桂协作”标识的标准化
牛棚首先映入眼帘，一头头
长得膘肥体壮的牛正悠闲地
吃着草料，村民们有的忙着
清理牛栏，有的熟练地往食
槽里投喂草料。

绿，是龙州的现代主题
色；牛，是鹤山帮扶龙州的重
要硕果，鹤山、龙州两地携手
打造的龙州甘牛生态循环产
业链项目如今正迎来蓬勃发
展，成为当地村民“金牛”。

粤桂地缘相近、人文相
亲。鹤山、龙州两地协作已
经走过近6个年头，鹤山市
按照“龙州所需，鹤山所能”，
从产业、住房、教育、医疗、乡
村振兴等领域全线发力，助
推两地协作取得显著成效，
两地人民携手绘就奔赴高质
量发展的壮丽画卷，结下深
厚情谊。

江门日报记者 谌磊
通讯员 阮继亮 麦娥英

引入项目
带动村民养牛致富

龙州甘牛生态循环产业链项目，是
鹤山、龙州两地落实粤桂协作精神的重
要成果和成功实践。据了解，在推进粤
桂协作的过程中，鹤山利用“小资金”撬
动“大投资”，为龙州引进一批优质产业
项目。广西龙州甘牛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甘牛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甘牛公司董事长温兆轩是鹤山市龙
口镇的养牛专业户，他既有养牛技术，又
有销售渠道。2018年9月，因为看好龙
州发展养牛产业的前景，温兆轩在龙州
注册成立甘牛公司，启动龙州甘牛生态
循环产业链项目。

据悉，龙州甘牛生态循环产业链项
目致力于打造“甘牛”品牌，通过“政府管
建、企业管牛、农户管养”“企业+村级养
殖小区+家庭农场”“贷牛还牛、借牛还
牛”等创新模式，带动全县群众通过养牛
增收致富。

据了解，目前，甘牛公司养殖总园常
年存栏各类肉牛和母水牛3000多头，吸
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42人，其中，14人
是脱贫户。

除了向养殖户提供就业岗位和饲料
外，甘牛公司还通过村级养殖小区、家庭
农场等多种合作模式，让农户从过去的

“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近年来，龙州
县创新实施“政府管建、企业管牛、农户
管养”的“三管”合作模式，让养牛成为群

众创业致富的好门路。
得天时地利，乘政策春风，越来越多

的村民发展起“牛经济”。截至目前，龙
州县各乡镇建设养牛小区3个，每个可
存栏300头；家庭农场410个，每个存栏
规模5-30头，带动800多名群众养牛，
其中脱贫户超90户，每户年均纯收入超
8万元。

在龙州县龙州镇新华社区北门二队
养殖户黄文龙的家庭农场里，10头安格
斯母牛或吃草或打盹，还有两头刚出生
的小牛犊。黄文龙干劲十足，穿梭在牛
舍里，做好清扫、拌料、喂食工作。

“公司引进良种母牛调理好并配种
受孕6-7个月后，以一般母牛的市场价
格卖给农户，2-3个月后，母牛便可产
崽。这样既能缩短农户饲养周期、降低
养殖风险，也扩大了养牛规模，增加农户
收入。”甘牛公司养殖部经理段世朋说。

“小牛犊断奶后，公司以每头4500
元的价格回收，政府再补贴农户1300
元；母牛停止生育后，公司按增重重量，
以每公斤28元的价格回收，多方面保障
农户养母牛的收益。”温兆轩补充道。

“养殖保险则让养殖户吃下‘定心
丸’。病死牛有保险兜底，赔付金额为每
头2万元，保险费用养殖户自付30%，政
府补贴70%。”龙州镇党委书记叶圣环
说。

据了解，龙州县正大力推广“百千
万”户养牛模式，重点扶持良种繁育和改
良。甘牛公司支持农户养5000头良种

能繁母牛，既能进一步增加农户收入，又
能壮大龙州本地良种牛繁育杂交基础。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培育出适合广
西本地养殖的肉牛和母水牛。”温兆轩
说。

农作物“边角料”变废为宝
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我们投喂的饲料是用本地甘蔗尾
叶和玉米秸秆制作的，这些农作物‘边角
料’富含粗纤维、蛋白质和维生素等营养
成分，适口性好，是养牛的优质草饲料来
源。”段世朋说道。

“目前，龙州县种有超533.33平方
千米的糖料蔗和玉米，每年产生的甘蔗
尾叶、玉米秸秆等达80万吨，这些以往
让农户头疼的农作物‘边角料’，如今因
为养牛产业的发展，反而变成助农致富
的‘香饽饽’。”叶圣环开心地说。

本地丰富的草饲料来源为生态循环
养牛规模化、产业化打下基础。作为龙
州县最大的养牛基地，2022年，甘牛公
司统一、大量收储龙州本地甘蔗尾叶和
玉米秸秆，使得甘蔗尾叶的价格攀升至
每吨180元。机械化作业，是变废为宝
的“助推器”，甘蔗尾叶和玉米秸秆等农
作物边角料经基地饲料加工区的粉碎和
发酵，成为营养丰富的饲料，既保障了养
殖场的饲料供应，又使村民享受更大红
利。

“一头牛‘牵’出一条种养循环产业
链，我们致力于扶持和培育家庭农场，并

且统一回收各养牛小区、家庭农场产生
的牛粪。牛粪可制成有机肥料，可在甘
蔗、玉米地还田，还可销往市场。”温兆
轩说。用村民们的话说：“好得很，甘
蔗、玉米能卖钱，想不到秸秆也能卖个好
价钱。”

据了解，2017年以来，省、江门、鹤
山三级共同投入粤桂协作资金4233万
元，重点支持开展龙州甘牛生态循环产
业链项目，形成资产归龙州县集体经济
所有。通过粤桂协作资金收益分红以及
甘牛养殖基地租金，2022年，龙州县从
甘牛公司获得经营性收益504.75万元，
按需分配给县内47个脱贫村集体经济，
支持发展村内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培育
村集体经济产业、提供村内公益性岗位
等，直接带动脱贫村增加集体收入，惠及
26153名脱贫户。

接下来，鹤山将继续高质量落实对
口协作各项工作，与龙州一道，共同奏
响“鹤山争当广东县域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和“龙州争创广西高质量发展先进
县”的协奏曲，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
县域典范。鹤山将持续发挥制造业具
备一定基础的优势，健全完善两地劳务
输出对接机制，持续加强消费协作；积
极促进鹤山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
技术、资本、人才与龙州的特色优势相
结合，推动双方产业共建、产品共销、旅
游共推，让鹤山—龙州协作精准落地，
办更多两地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
过”的好事实事。

江门日报讯 （文/图 记者/张舜
同 通讯员/郭银芳）为营造“关心国
防、尊崇军人”浓厚氛围，在“八一”建
军节来临之际，鹤山市持续开展“党
建引领·拥军圆梦”活动，帮助退役军
人实现“微心愿”，解决他们的急难愁
盼问题。

据了解，为精准对接退役军人需
求，今年6月，鹤山各级退役军人服
务机构积极做好前期入户走访，精准
对接退役军人需求，共整理退役军人

“微心愿”50个。6月25日，鹤山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倡议书，号召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单位、企业、团体认
领退役军人“微心愿”，凝聚社会各界
力量，为困难退役军人解决实际问
题，把温暖和关爱送到老兵心上，让
他们更有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昨日上午9时，鹤山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工作人员到龙口镇福迳村看
望退役军人冯老伯，并为他送上落地
扇、电视机等生活用品，了解他的生
活情况。据悉，冯老伯是孤寡老人，
由于体弱多病，他平时的休闲活动就
是看电视，然而，他家中的电视机较
为老旧，经常出现故障。此外，在此
前的入户走访中，鹤山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发现冯老伯居住的房
屋存在楼体倾斜、墙壁常年渗水的问

题。对此，该局迅速启动应急救助机
制，筹集鹤山市住房重建救助资金8
万元，为冯老兵重建房屋。目前，冯
老兵借住在亲戚家中，房屋重建工程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预计工期3个
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感
谢鹤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帮我重修
房屋，我十分期待住进新房子。”冯老
伯说。

据悉，连日来，鹤山各界爱心集
体和个人积极认领退役军人“微心
愿”。鹤山市鹤华中学、鹤山市科工
商务局、鹤山市民政局、鹤山市气象
局等部门单位人员进村入户，为老兵
们送去洗衣机、风扇、米油等生活用
品。鹤山市“最美退役军人”李松德
以个人名义认领了6个“微心愿”，并
将捐赠物资送到困难退役军人手中，
传递“老兵帮老兵”的温暖。截至目
前，已有30名退役军人圆梦“微心
愿”。

接下来，鹤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将继续以退役军人实际需求为导向，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走访调
研、倾听心声等方式，常态化收集他
们的“微心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的困难事、
烦心事，不断提升服务退役军人的温
度和广度。

鹤山市持续开展“党建引领·拥军圆梦”活动

精准对接需求
点亮老兵“微心愿”

江门日报讯（记者/谌磊 通讯
员/谢燕婷 杨翠婷）近日，鹤山市第
六届水暖卫浴五金行业职工技能大
赛举行，大力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
搭建相互学习和竞技比拼的平台，提
高职工技能水平。

据了解，本次大赛比拼的内容
为水龙头拆卸，10名能工巧匠同台
竞技、大展身手。比赛要求参赛者
在8分钟内完成水龙头各种配件的
拆卸，包括把手、壳体、阀芯、软管、
起泡器，用时少、数量多、质量优者
获胜。经过激烈角逐，江门市千科

卫浴科技有限公司职工何苑红获得
第一名。

水暖卫浴五金产业是鹤山的龙
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区域特色明
显。近年来，鹤山党委政府始终重视
创新驱动与质量提升，培养技能人
才，推动产业壮大。如，通过举办比
赛，让广大职工大显身手，激发广大
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潜能，提升职
工技能水平；推动新时代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助推水暖卫浴五金行业从业
者提升技能，进一步掌握现代化科学
技术。

江门日报讯（记者/何雯意 通
讯员杨文娟） 昨日，“粤美·家
园”——鹤山市“益童悦读”公益阅读
服务项目启动，进一步激发全民读书
热情，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打
造“书香味、学习范、创新型”文明城
市，助力鹤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
及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

据悉，“益童悦读”公益阅读服务
项目将持续至今年12月，在鹤山市
省级儿童友好基地——鹤山市图书
馆，以及各镇（街）妇女儿童之家、任
溶溶书屋等地开展，助推县、镇、村三

级儿童阅读与亲子教育创新升级。
接下来，鹤山各镇（街）妇联将加

强联动共建，充分发挥任溶溶书屋
（农家书屋、自助图书馆）作为基层阅
读阵地的效能，积极组织开展亲子共
读、童书分享会、读书征文等阅读活
动，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开展，传播家
庭文明正能量，在全社会营造人人爱
阅读、家家有书香的良好环境。同
时，深入实施“书香飘万家”家庭亲子
阅读行动，广泛宣传亲子阅读理念，
加强家庭亲子阅读指导服务，帮助家
长儿童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江门日报讯（记者/谌磊 通讯
员/何思伟 张莹莹） 6月29日，鹤山
市印刷协会第五次会员大会暨第五
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举行。鹤山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张镇就参加活动。

张镇就强调，实施制造业当家
“一把手”工程，是鹤山抓经济工作、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各级各
部门要围绕“三个一”，厚植高质量发
展的信心和底气。

打造一个印刷产业基地。完善
政策环境，健全多层次印刷产业体
系、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及多元化人才
培养结构，擦亮“中国印刷产业基地”
金字招牌。

建设一个创新中心。以雅图仕

创建“中国儿童读物印制创新研究中
心”为契机，加大儿童益智书、立体书
等开发力度。发挥雅图仕、鸿兴、精联
等童书印刷龙头企业的“链主”带动效
应，推动鹤山童书产业发展。

守住一条安全生产底线。牢固
树立生产安全意识，建立健全安全管
理体系，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标准。
加强印刷内容安全管理，落实印刷业

“五项制度”，坚持正确思想方向，守
好意识形态阵地。

据悉，印刷产业是鹤山乃至江门
的重要产业，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
展，鹤山已经构建江门最大的印刷产
业集群，连续3年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近百亿元。

鹤山抓好“三个一”

擦亮“中国印刷产业基地”
金字招牌

水龙头拆卸哪家强？
鹤山市第六届水暖卫浴五金行业
职工技能大赛见分晓

“益童悦读”公益阅读服务项目启动

让书香“飘进”千万家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心单位为退役军人点亮“微心愿”。

▶龙州甘牛生态循环产
业链项目渐成规模。

受访者供图

▲甘牛养殖总园内，职
工正在投喂饲料。

受访者供图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谌磊 通
讯员/朱强 唐景华）可爱的咏春手办、
咏春文化魔方、手工制作的龙舟模型、精
美的鹤山狮艺摆件……近日，在咏春梁
赞故里鹤山古劳水乡，一批融合鹤山咏
春拳、狮艺及“三夹腾龙”等非遗元素的
现代文创产品惊艳亮相，展现鹤山传统
文化魅力，让广大市民群众和游客得到
不一样的体验。

炎炎夏日，鹤山古劳水乡旅游区游
人如织。跟着人潮一路来到上古劳圩
滨水商业街，一处正在筹建的文创产
品展示馆吸引不少游人，馆内部分文
创产品已经上架，包括龙舟模型、狮头
摆件、咏春木人桩笔筒、钥匙扣、玩具
魔方等。

“我们以龙舟、咏春、狮艺三大非遗
项目为基础，开发了12款文创产品，融
入地域特色，创新设计形式，让更多年轻
人通过文创产品更加深入地了解鹤山非
遗文化内核。”古劳镇相关负责人说。据
了解，鹤山邀请鹤山籍在校大学生参与
设计这批文创产品，重点突出三大非遗
项目的文化内涵，展示鹤山优秀传统文
化，不仅注重审美价值，也注重实用功
能，让文创产品既“表里如一”，又“与众
不同”。

近年来，鹤山把非遗传承保护与文
旅开发相结合，为文化产品和文化资源
赋能，越来越多鹤山文创产品受到年轻
人青睐，让更多人认识、了解鹤山优秀传
统文化。

鹤山推出系列非遗文创产品

让年轻人与传统文化更亲近

鹤
山
非
遗
文
创
产
品
吸
引
眼
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