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浪翻涌，谷粒飘香。
新会区晚造水稻已陆续进入收

割期，趁着天气放晴，农户们组织联
合收割机收割稻谷，争分夺秒抓紧抢
收，确保颗粒归仓。

11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新会区
罗坑镇芦冲村，站在田埂上看到，金
黄的晚稻绵延成片，金灿灿的稻穗颗
粒饱满，沉甸甸的，把稻秆压弯了

“腰”。清爽的秋风拂过，带着芬芳清
新的稻香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在田间地头，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
气，忙着收割。农机手驾驶着收割机
在田地间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秸秆
原地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现场一派
忙碌喜人的丰收景象。

晒谷场上黄澄澄的一片，映在人
们眼中漾起一阵暖意。“趁着好天时，
要尽快把稻谷收割晒干入库。”芦冲
村大耕户林旋彬与家人在开阔的晒
谷场上来回翻动着收割好的新谷粒，
竹耙推拉之间，每颗稻谷都能享受到
最充足的阳光。今年58岁的林旋彬
是新会区优质水稻品种种植示范户，
拥有中级种植师职称，他坚守田间30
多年，耕种经验丰富。今年，他种植
了约10.7公顷（160亩）水稻。“我已
经收割了将近六成，希望能尽快完成
收割工作。”林旋彬正紧锣密鼓地准
备着下一轮收割工作，他预计，今年
的晚稻亩产能达到450公斤左右。

“我种植了5个水稻品种，其
中以万香占1号和春油香占
20号为主。”春油香占20

号是新引入的品种，林旋彬以良田为
基础，以经验为指导，用好新品种、新
技术，他在田间巡视，轻抚着田间的
稻穗告诉记者：“我试种这个品种发
现，它的长势很好，分裂得好，灌浆也
足，结穗率高，而且它的禾秆硬度也
够坚硬，抗倒伏，株型好，米质也好。
这样的米受各大米厂青睐，我们农户
也能卖个好价钱。”

近年来，新会区以稳定粮食生
产为抓手，除了大力推广种植水稻
优质品种，还积极推广农机使用，
提供优质的农业指导服务。“政府
大力支持农户购置农业机械，支持
我们采取全程机械化耕种，补贴力
度较大，大大节省人力成本，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林旋彬说，新会区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也很支持
新品种推广，每一造都下到田间提
供技术指导。据悉，该中心已与林
旋彬进行沟通，他种植的这约2.67
公顷（40亩）春油香占20号稻谷将
全部留作种子，向更多农户推广种
植优质水稻品种。

“区农业农村综合
服务中心还会做好
种植期间农
作物病
虫

害预测，定期开展育种育苗、病虫害
防治等各类农业技术培训。”江门市
新会区兆峰水稻专业合作社技术人
员文明德为各大粮企试种超200个
水稻品种，在区农综中心的支持下，
他所种植约5.3公顷（80亩）水稻在
病虫害高发期前已经用药，防控效果
很好。

据了解，今年新会区晚造水稻种
植面积约10667公顷（16万亩），以南
晶香占、万香占、春油香占、莉香占等
适合本地种植的高产优质品种为主，
目前全区水稻已收获约四成，“由于
抽穗期间雨水偏多，而且晚造后期稻
飞虱为害，禾苗长势不太好，今年新
会晚造水稻种植同比减产约20%。”
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吴
贵崇告诉记者，“今年晚造谷价较上
年 同 期 有 所 下
降，每百斤约少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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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俗语道：“谷熟就柑
熟”，在水稻晚造收获季，新
会陈皮之乡也迎来了新会柑

“二红”采摘期。
新会气候宜人、土地肥

沃，孕育出果皮绵厚、油泡粒
大、油室饱满的新会柑，而新
会陈皮正是以新会柑皮作为
原料，经炮制而成的陈年贮
藏品。每年农历寒露至小雪
期间（10-11月），正是新会
二红柑的采摘时期，此时的
新会柑果开始着色，但未完
全着色，呈黄绿或黄红色，生
理仍未充分成熟，采收加工
晒制而成的柑皮，就是二红
皮。

走进岭南臻宝天马圈枝
柑园，果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

新会柑，阵阵柑果清香
扑面而来。

只

见采摘好的二红柑经过清洗、
三瓣开皮等工序后，一块块柑
皮被整齐地摆放在竹编簸箕
上晒制，二红阶段的果皮呈黄
绿或黄红色，在阳光的照耀
下，果皮色泽更加鲜艳。据
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健
荣介绍，二红柑多糖含量
高，橙皮甙、油室大小和饱
满度介于青皮和大红皮之
间，晒制出的陈皮色泽呈黄
褐色至黄棕色，二红皮有青
皮的辛香，又有大红皮的温
润，经三年陈化，可作一般
煲药用途，或作普通肉类调
味料使用。

岭南臻宝产业链柑园分
布于新会核心产区，皆位于
银洲湖和西江、潭江“三水相
汇”，咸淡水交汇处，地势开
阔平坦，土壤有机肥沃，新会
柑种植面积超 66.67 公顷

（1000 亩）。“在柑园
的日常管理中，

我 们 采 用
适 合

种

植新会柑的有机肥料进行施
肥，用人工除草、生态防虫等
技术保障柑果的品质，同时
以先进的智能化水肥一体化
系统实时监测基地的小气候
和土壤的湿度，并自动进行
水肥补足。生产出来的新会
陈皮品质佳、口感好、香气浓
郁。由于气候因素，今年的
柑果量相对减少，但果实个
头较大，我们柑园的鲜果价
格将会有所上涨。”陈健荣介
绍道。

作为中国著名的陈皮
之乡，新会已有近千年的陈
皮生产历史。目前，新会区
已形成集柑橘种苗繁育、果
品生产、陈皮深加工与开发
利用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
链，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全区新会柑种植面积
超9333公顷（14万亩），带
动超7万人就业，人均增收
超2.2万元，2022年新会陈
皮全产业链产值达 190 亿
元，预计今年将突破230亿
元。值得一提的是，在二红
柑、大红柑陆续成熟之季，
新会区将举办第六届新会
陈皮文化节，让新会陈皮之

香飘至全国乃至全球各
地，进一步打响新会

陈皮文化节这一
品牌。

随着北风
吹起，大鳌镇十围村荷塘的荷叶
逐渐枯黄，而此时，真正的美味

“宝藏”藏在了水下……眼下，正
是第二造大鳌莲藕丰收时节，11
月7日，记者在大鳌镇十围村的
藕田里，看到藕农们身着连体

“水衣”，忙着采收藏在荷塘里的
大鳌莲藕。

该村莲藕种植户卢先生种
植莲藕约1.3公顷（20亩），当天
一大早，卢先生穿戴好装备深入
荷塘采挖莲藕，虽然荷塘表面有
水浮莲遮盖，但是经验丰富的挖
藕人，凭借水面上的荷叶茎枝就
能判断水下莲藕生长的位置，精
准地用高压水枪冲走附近的淤
泥，俯身入水挖出莲藕，还确保
了藕身光洁、完整，不一会儿，挖

藕
人 身

边 的 塘 面
上浮起了一条条

壮硕的大鳌莲藕。
眼见采收成果颇丰，卢

先生的妻子随即下水，将浮在水
面的大鳌莲藕收集装筐，拖到靠
岸处进行清洗分拣。随着表面
的淤泥被清刷，白白胖胖的大鳌
莲藕展现于人前。

据农户介绍，大鳌莲藕藕身
肥壮，藕段多数为三至四节，一
支莲藕大约重0.5-1公斤。挑
选优质的大鳌莲藕也有窍门，首
先拿起莲藕看表皮，有纹理等显
得“老身”的莲藕相比表面光滑
的更粉糯，上手有厚重、沉实感
代表淀粉质含量高，切开后能闻
到阵阵莲藕清香，由于淀粉质含
量高，会有明显“沾刀”的感觉。

第二造大鳌莲藕自农历八月
十五开始陆续采收，一直供应至
春节前，目前，种植大鳌莲藕的农
户大部分是接到订单再进行采
收的，既能保证新鲜程度，也能保

障农户收益，近
期在当地市场和

超市售价为 2- 2.5
元/公斤。目前，大鳌镇

种植莲藕面积达200公顷
（3000亩），亩产超 1250 公

斤，主要销往本地及广州、深圳等
城市，近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
合发展，在香港的超市也能买到
新鲜的大鳌莲藕，丰富了湾区老
百姓的菜篮子。

据悉，大鳌镇地处西江流域，
四面环水，一年四季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土地肥沃，灌溉用水为无
污染的西江水，优越的自然环境
对发展大鳌莲藕等绿色食品生产
十分有利。大鳌莲藕肉质疏松幼
嫩，清甜可口，淀粉含量丰富，营
养价值高，具有清热解暑，降血糖
等功效，广受市场欢迎。2021
年，大鳌莲藕成功入选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

大鳌莲藕还是国家绿色食
品，远近驰名。近年来，大鳌镇
经过品种改良，提高种植技术含
量，一年种植两造莲藕已经成为
普遍。第一造在每年的1-3月
种植，于 6月前后开始采摘上
市，剩下较小的藕会作为“藕种”
再次栽植，到农历八月十五前后
上市。第一造口感爽脆清甜，而
第二造的莲藕肉质更加细腻和
富含淀粉，口感松软粉糯，广受
市场、群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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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记
者走进崖门
甜水萝卜种植
基地，只见连片的
田间里挤满错落分
布的萝卜缨（萝卜叶），
翠绿的萝卜缨在阳光下舒
展，一片生机盎然。农民们在
一旁加紧灌溉、除杂草，期待雪
白的萝卜“破土而出”，盼着今年
有个好收成。

甜水萝卜有“中国最甜萝
卜”之称，其茎块大、直立、近圆
柱状，长约35-45厘米、直径约
8-10厘米、重约2.5-3千克，皮
色雪白、口感清甜爽口、嫩滑无
渣，在崖门甜水村已有200多年
栽种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新会特色农产品之一。

据史料记载，甜水萝卜在清
朝嘉庆四年（1799年）已开始栽
种，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甜
水萝卜与众不同，皆因其独特
的地理条件与气候环境特殊。
据甜水村党支部书记李国辉介
绍，种植甜水萝卜的主要地域
范围地处古兜山脚的盆地上，
古兜山每年的降雨量达3000毫
米，丰富的雨水被茂密的森林
吸收，渗入到地下的矿层，把丰
富的矿物元素溶解在水中，然
后再汇入甜水坑，滋润了甜水
坑边上的土地。同时，甜水村

附
近 的
土地全是
幼沙和泥浆组
成的沙浆粉田，土质
松软，疏松肥沃，透气性强，
吸入水分适中，加上耕作层深
厚，又有火烧底作田底，不易渗
水，非常适合萝卜生长。甜水
村村民利用交贝石特殊的土质
种萝卜，又引甜水坑的甜水来
浇灌，于是培育出具有特殊品
质的土特产——甜水萝卜。

民间素有“冬吃萝卜夏吃
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说法，一
到冬季，萝卜就成了家里的常备
蔬菜。甜水萝卜在每年8月下旬
播种，至来年4月前末造，每造生
长期为3个月。有“冬至卜”和

“大头卜”两个品种。“冬至卜”在
冬至基本收割完毕。“大头卜”在
春节前后，或到农历二月前收割
完毕。值得一提的是，为助力

“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崖门镇

今年计划在甜水村上游
和横水高沙村选取优质天然富
硒地块，扩展约 13.3 公顷（200
亩）白萝卜种植，预计增产50万
公斤以上的优质萝卜，预计在元
旦至明年春节期间陆续上市。

近年来，随着新会区乡村
振兴战略不断推进，甜水萝卜
在国内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各
地游客、旅行社将冬至前后到
甜水村拔大萝卜作为每年旅游
的“固定节目”。“每年甜水萝卜
上市时，种植基地都车水马龙，
热闹非凡，很多村民依靠种植
甜水萝卜走上了致富之路。”李
国辉说。

昨日立冬，天气慢慢转凉。新会本土特色农产品陆续迎

来收获季，晚稻收割、新会二红柑上市、莲藕成熟、甜水

萝卜即将采摘，稻谷黄、新会柑“红”、莲藕“粉”、萝

卜田绿……它们拥有各自的“限定色”，新会的

“冬色”也随之上新，绘就出色彩绚丽的好“丰”

景。

“冬色”上新

策划/冯瑶君
文/图 任晓盈 简家琳 殷浩轩

新会大地一片好“丰”景
晚造水稻成熟晚造水稻成熟，，稻穗饱满稻穗饱满。。

种植户对刚出水的大鳌莲藕进行清洗分拣种植户对刚出水的大鳌莲藕进行清洗分拣。。绿油油的萝卜缨在阳光下舒展绿油油的萝卜缨在阳光下舒展，，一派生机勃勃一派生机勃勃。。

二红新会柑皮在阳光的照耀下二红新会柑皮在阳光的照耀下，，色泽更加鲜艳色泽更加鲜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