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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虾过来了！”11月5日下午4
时许，位于新会区大鳌镇东风村路口处
的东风冰店格外热闹，一个接一个满载
对虾的网箱从车上卸下来，拇指宽的对
虾在绿色的虾笼里活蹦乱跳。店内，数
十名工人有条不紊地接过网箱，然后在
工作台上分拣刚刚捕捞上来的大鳌南美
白对虾，争分夺秒赶着把一筐筐新鲜的
对虾送往销售点，空气中弥漫着的尽是
鲜虾的淡淡咸味。

南美白对虾是广东人餐桌上的常见
美食。大鳌镇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河网
密布，四面环江，是广东南美白对虾主产
区，每年供应着珠三角地区超一半需求
的鲜活南美白对虾。今年前三季度，大
鳌镇水产产值约10亿元。

作为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南美白对虾专业村，大鳌镇东风村立足
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一只虾”水产
养殖工程，延伸和完善养虾产业链，发展
现代装备渔业和水产加工集聚区，带动
全村近350人从事虾类养殖。据了解，
东风村现有1家水产专业合作社、2家水
产运输公司，通过企业带动，实现南美白
对虾产业产、供、销一体化发展。2023
年，大鳌镇东风村村集体收入达1088万
元，南美白对虾产值超4500万元。

沿着乡道深入东风村，随处可见一
方方规整的虾塘。眼下，不少虾塘已盖
起大棚，一台台忙碌的增氧机正在塘中
兢兢业业地工作。“现在大多数塘里刚收
了虾，养殖户们正紧锣密鼓地做好下一
造‘越冬虾’的养殖准备工作。”在塘边，
东风村农技员胜哥说道。

据了解，冬棚养殖优势

显著。对比传统养殖模式，其过程更可
控，抗风雨、冷空气能力更强，全年可不
间断养殖3-4造，亩产400-500公斤。
如今，南美白对虾产业在东风村风生水
起，村民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

南美白对虾销售中介林哥告诉记
者，当前，大鳌30头的虾每公斤36-38
元，25头的每公斤42元，市场行情相对
稳定。随着养殖技术的不断发展，养虾
业渐成规模，形成品牌，养殖户能够盈
利，并有效带动从事虾类养殖相关工作
的村民增收致富。

“我干对虾分拣工作5年了，一眼扫
过去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好虾。”本地分拣
工人吴姨一边说着，一边忙着手里的
活。她告诉记者，分拣工每天的工作是
挑出鲜活的、符合规格的对虾。“拣虾的
工作不难，只要肯做就能赚到钱。我每
天上工两场，能拿到一百多元的工钱
呢。”吴姨笑道。

东风村积极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凭借
优质的对虾，吸引大量客商在上市季节
前来。“大鳌镇南美白对虾产量高、品质
好，我们这次预计采购5万公斤左右。”湛
江市松泉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同时，记者了解到，东风村配备水产
品运输车队直接服务外部客户，形成了
辐射江门其他地区及珠海、中山等周边
城市的水产转运中心。“随着交通条件的
不断改善，和养殖装备、养殖技术的更新
应用，我们将做大做强‘一只虾’工程，南
美白对虾产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
景。”大鳌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办事员黄悦
珍介绍说。

岁至金秋，葵乡大地上，瓜果飘香，一幅幅美丽生动的丰收盛景徐徐展开。
岭南的秋，丰收的甜。当前，新会区粮食长势旺盛，“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农村和

谐稳定，农民幸福安康，本地特色农产品相继迎来收获，乡亲们喜迎丰收的硕果。满满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正是新会秋收的底色、底气。
丰收场景处处见，丰收喜悦处处闻。本期报道聚焦新会秋收的柑围、蔗田、虾场、橙

园，带大家共探秋捕、寻秋摘、晒秋获，一览秋色无边，感受岁稔年丰的喜悦。

葵乡农事忙 风吹瓜果香
邀您共品丰收的“味道”

策划/简家琳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简家琳 任晓盈 钟珍玲 冯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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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泽镇沙冲村，山坡上
到处都是碧绿滴翠、长势喜人的
脐橙树。一路走过，脐橙的果香
沁人心脾。进入11月，大泽镇
逾80公顷（1200亩）脐橙上市，
处处弥漫着诱人的香甜和丰收
的喜悦。

在沙冲村贵贤庄园的大泽
脐橙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漫山
遍野的脐橙正由绿变黄，圆润饱
满的果子挂满枝头。工人在果
树间穿梭，忙着采摘果实。果园
内，老板忙着选果打包装箱；果
园外，等待的货车敞开车斗，等
待鲜果装车。

沙冲村共种植脐橙20公顷
（300亩），脐橙树成为该村名副
其实的农业“当家树”。贵贤庄
园自2014年起开始种植脐橙，
果树树龄已有11年。“我们这里
的脐橙10月开始上市，现在果
园已经订了四成。”贵贤庄园负
责人之一陈琼华告诉记者，庄园
种了4.67公顷（70.05亩）脐橙，
今年，已有来自深圳、珠海、佛山
的熟客采购，目前的售价是每公
斤18元。

“11月是大泽脐橙的集中
采摘旺季，脐橙个个果实饱满，

吃起来甜而不腻、口感清甜、无
核无渣，一直备受群众和市场青
睐。”沙冲村党委书记刘行道介
绍，沙冲村的脐橙全部在山坡上
种植，果树有间距，日晒更充
足。每棵果树挂果约30-40公
斤。大泽脐橙果型饱满、果肉饱
汁，除了科学的种植技术外，也
离不开有机肥的“精心呵护”。

据大泽镇农办介绍，大泽镇
共有脐橙种植面积80多公顷
（1200多亩），主要分布在沙冲
村、张村村、大泽村、田金村、同
和村。为了做旺脐橙销售市场，
提升“大泽脐橙”品牌知名度，每
年11月，大泽镇都会举办脐橙
采摘节活动。今年的采摘节活
动举办了大泽“土特产”展销、

“八镇联动”农产品展销、“江门
三点三精彩之旅”推介精彩文旅
活动和农趣体验活动等，以橙为
媒、以旅会友、以节联商。

记者从大泽镇获悉，今年前
三季度，大泽镇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7.51亿元，同比增长7.2%，排
名全区第一。特别是，大泽脐橙
作为大泽镇首个省级“一村一
品”品牌，逐渐壮大，年产值达
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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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游客购买脐橙、体验采摘脐橙
的乐趣，大泽镇推出大泽脐橙农文旅线路。
据悉，大泽脐橙农文旅线路包括红色研学游
和休闲乡村游线路2条，串联大泽镇的各个景
点和脐橙果园。

● 红色研学游
新会古典家具城（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大泽镇同和村（同和公园—周汉华试验
梯田—周恩来视察新会大泽乡五和二社社委
会旧址）—大泽村石船山脐橙种植基地—大
泽镇田金村（田金革命烈士纪念碑公园—中
共新鹤县工委旧址—周达尚故居）—大泽镇
五和村（郑潮炯故居）

● 休闲乡村游
新会古典家具城（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牛勒龙舟公园—大泽镇田金村（时光文
化实践营地）—大泽镇张村村陆顺脐橙种植
场—大泽镇沙冲村贵贤庄园大泽脐橙种植基
地——滨江公园

金秋时节，新会区双水镇
桥美村黄皮果蔗也迎来上市
季，果蔗之乡的“甜蜜”事业蒸
蒸日上。

来到双水镇桥美村蟠龙
里，这里有连片的蔗田，黄皮
果蔗长势喜人，笔直的果蔗排
成列，黄灿灿一片，成为乡间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走到蔗
田，沁人心脾的香甜扑鼻而
来。过了霜降，果蔗的甜度持
续提升。站在田头，砍一棵新
鲜的果蔗，咬一口，清甜的蔗
汁瞬间盈满口腔，最是解渴。

桥美村是全国“一村一
品”果蔗示范村，也是新会区
最大的黄皮果蔗种植基地。
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
置为黄皮果蔗创造了良好的
生长环境。桥美村种植黄皮
果蔗已有150多年历史，产出
的黄皮果蔗甘甜多汁、香味浓
郁。

“我们家三代人都种黄皮
果蔗，随着‘双水黄皮果蔗’的
品牌闯出名堂，果蔗种植行情
和前景都变得更好了。桥美
村党委还积极和高校合作，为
我们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经
过多次改良，黄皮果蔗的品质
和产量都得到大幅度提升，市
场竞争力更强。”桥美村蔗农
莫凤如告诉记者。他是土生
土长的桥美村人，种果蔗超30

年了。如今，到了果蔗结糖的
关键时期，他每天都在田头忙
碌。“今年的气候不错，有利于
果蔗生长，目前已经有广州、
中山、成都等地的客商前来，
不少客人都想要提前预订，价
格每公斤2.6元，行情还算不
错。果蔗陆续上市，我要一直
忙碌到明年春节前后。”莫凤
如说。

正如莫凤如所说，在桥美
村，黄皮果蔗甜蜜润人心，实
实在在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今年该村黄皮果蔗产值有望
突破6000万元。依托黄皮果
蔗种植基地，桥美村建立了

“合作社+基地+农户”生产模
式，大大提高种植面积的规模
化水平和管理技术的规范化
水平，还尝试引入电商平台开
展直播带货，更加直接有效地
将“双水黄皮果蔗”这个品牌
推广出去。

“结合‘百千万工程’实
施，我们计划以‘甘蔗文化’为
主题，建设蔗甜驿站、爱情长
跑道、蔗甜观光台、糖馆等文
旅体验空间。同时，依托巴贝
高预制菜产业园的科学布局，
研发加入黄皮果蔗的菜品、汤
包、饮品等，让这个特色农产
品从农田走上餐桌，打造又甜
又靓又好玩的桥美村。”桥美
村“两委”工作人员莫丽芳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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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区已进入晚造水稻收获阶段
江门日报讯（记者/任晓盈 通讯员/新农农）金秋时

节，新会区水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为准确把握粮食生
产情况，进一步优化新会区水稻品种结构，10月下旬以来，
新会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持续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晚造
水稻实收测产工作。

金黄的稻穗粒粒饱满，风吹过阵阵稻香。在古井镇岭
北村的稻田上，一派丰收景象。据介绍，该片稻田是新会区
优质丝苗米水稻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也是新会区2024年
粮食高产创建项目的种植田块，晚造种植面积为8公顷
（120亩）。测产现场，农业专家组成测产小组，现场随机抽
取三处稻田进行人工收割后，再对水稻株的行距、株高等主
要数据进行测量，从而综合统计分析。最终，测算出该示范
区净湿谷亩产507公斤。

望着金灿灿的稻田，古井镇岭北村的水稻种植户李卉
妍乐开了花。她兴奋地说：“我晚造种植了万占香丝苗8
号、万占香丝苗1号、南晶香占和春油占。因为今年气候比
较好，产量很不错。”

新会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测
产能有效反映出晚造水稻的亩产情况及总产量，可为推广
水稻优质品种提供有力依据，并为全区粮食稳产增收奠定
基础。”

当前，新会已进入晚造水稻收获阶段。下一步，新会区
将继续全面摸清区域内水稻生产及种植现状，为优化新
会水稻品种结构做好数据支撑，实现
水稻的提质增产增收。

秋日的陈皮香，
是独属于新会的味
道。11月初的暖阳
下，新会柑由青开始转红，外皮呈黄绿
相交或黄中带绿。从树上剪下一颗二
红柑，沉甸甸的手感，代表了丰收的希
望。11月6日，记者走进位于圭峰会
城的岭南臻宝天马圈枝柑种植基地和
天马七村宝蕊围种植基地，直击新会
陈皮产业一年中最令人心情澎湃的时
刻——采摘二红柑。

走进位于天马英洲围的岭南臻宝
天马圈枝柑种植基地，一半金黄一半
绿的二红柑在阳光下显得更加耀眼。
工人用小刀在果皮上竖划三刀，把果
皮平均开成三瓣，轻旋果肉取出，空气
中散发出微微的果香。取出果肉的三
瓣果皮是晒制二红皮的原料，新会人
通常会把果皮翻开，让橘白部分充分
享受阳光浴，使得果皮自然脱水萎蔫。

“二红柑既有青皮的花香，又有大
红柑的甜香，今年特别受外省消费者
的喜爱。目前，我们二红柑的订购量
已接近90%。”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
技集团董事长、岭南臻宝品牌创始人

陈健荣表示，今年，岭南臻宝天马
圈枝柑种植基地的新会柑总

体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三成，
目前鲜果价格基本与去

年持平，以圈枝二红
柑为例，价格大

概是每公斤
40元。

“ 今 年 ，
我们运用科
学种植模式，
让新会柑产量有所提升。使用自主研
发的农用可控降解高分子材料除草
布，加上专用的新会柑有机肥，实现了
柑果产量、质量‘双提升’。其中最令
人欣慰的是，很多树龄超10年的老树
也结出了丰硕果实。”陈健荣向记者介
绍道。

在天马七村宝蕊围种植基地，头
戴草帽、手裹手袖的工人们正在果园
里穿梭，挑选出成色好、饱满的新会
柑，随后，“咔嚓”一声，剪下目标鲜果，
投进塑料桶里，整个过程干脆利落。
该基地负责人、“塞口”商标持有人陈
荣俊告诉记者，今年，新会柑产量普遍
比去年高，果树长势较往年更为旺盛，

“今年的鲜果市场大受热捧，目前，我
们的二红柑鲜果已基本订购完毕，已
经采摘了大概五成的鲜果。我们会留
下一部分柑果继续生长，用于制作大
红柑皮。”

当天，天马七村宝蕊围种植基地
迎来了一批来自浙江、宁波、山东的客
人。陈荣俊介绍，近期，越来越多此前订
购了鲜果的客人专程到果园参观。

“近年来，新会陈皮越来越火，但
外地人始终对新会陈皮并不是太了
解，因此很多人选择实地到访果园，了
解新会柑的种植、生长、加工情况。”陈

荣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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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捕捞的南美白对虾活蹦乱跳刚捕捞的南美白对虾活蹦乱跳。。1111月初的暖阳下月初的暖阳下，，新会柑由青开始转红新会柑由青开始转红，，外皮呈黄绿相交或黄中带绿外皮呈黄绿相交或黄中带绿。。

蔗田里蔗田里，，蔗农向游客蔗农向游客
推销黄皮果蔗推销黄皮果蔗。。 大泽镇逾大泽镇逾8080公顷脐橙公顷脐橙““甜蜜甜蜜””上市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