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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开心能亲眼看到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开通，
有幸见证了历史！”12月11日，澳门台山同乡会
理事长、华侨文化研学中心项目负责人林陈红霞
在参加黄茅海跨海通道通车仪式后激动地说，“相
信黄茅海跨海通道通车将给江门带来巨大的‘流
量’。乘着‘大桥经济’东风，未来我们将迎接越来
越多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港澳、珠海的客
人。”

林陈红霞是澳门籍台山乡亲，此前在澳门从
事旅游工作多年，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今年，
在江门台山市端芬镇政府的热情招引下，林陈红
霞和同样是澳门籍台山乡亲的余立一决定盘活位
于端芬镇海口埠、当时正在闲置的东陵学校，启动
中葡文化融合文旅项目——华侨文化研学中心的
建设。

目前，华侨文化研学中心已经基本完工。正
门处新建了一堵浮雕墙，墙上各种图案散发着葡
式风情，正门主建筑大楼外墙则采用竖条隔断的
中式装修风格，旁边是一栋多个拱门相连的小型
葡式建筑物，多个建筑物混搭中葡风格，透露着设
计者独特的心思。

林陈红霞介绍，华侨文化研学中心项目计划
投入达1000万元，建设包括多功能活动室、展厅、
文化体验馆、研究室、宿舍、客房等。同时，原学校
体育馆将改建为海口埠游客服务中心，并配套景

区公厕、大型停车场、充电桩等基础设施。
海口埠，是当年端芬人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

谋生的起点，被称为“世界记忆名录银信纪念地”
和“南粤古驿道出海口纪念地”。2022年3月，海
口埠被正式确定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百年后的今天，乘着“大桥经济”东风，位于海
口埠的东陵学校被重塑为集华侨文化交流、学术研
讨、教育培训及特色零售于一体的华侨文化研学中
心，成为大湾区游客畅玩侨乡文化首站。该项目计
划于2025年1月正式对外迎客。

“黄茅海跨海通道通车后，澳门与江门台山之
间的距离大大缩短，澳门学生、游客过来研学、旅
游都非常方便。”林陈红霞表示，“我们已经做足准
备，全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

据悉，华侨文化研学中心将积极引进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机构开展合作运营，搭
建艺术创作、学术研讨、教育培训等华侨文化交流
平台，目前已与暨南大学文学院、五邑大学文学院
共建侨乡文化体验与教学基地，与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
学院共建华侨文化研学基地，与江门市职业
技术学院共建侨乡文化写生、
导游孵化和暑期

社会实践基地。
林陈红霞对未来充满信心，她表示，黄茅海跨

海通道的开通将吸引更多大湾区游客前来江门台
山市游玩，同时吸引更多投资者前来投资兴业。
她特别提到，这里未来有望成为港澳养老产业的
重要承接地。

华侨文化研学中心的建设，是我市高起点、高
标准规划建设以侨文化为特色的“开平—台山”农
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生动实践。

2024年8月，“开平—台山”被确定为全省6
个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之一。我市坚持
高标准规划，围绕“建设岭南侨乡风韵、精彩山水
文城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总体定位，立足两地资
源优势、产业布局、重点片区和重要节点，在充分
整合现有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开展“开平
—台山”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规划编制，注重协
同、错位、联动发展，探索打造农文旅融
合发展的“江门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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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贯穿南

北，实现资源调配，孕

育了扬州、苏州等繁

荣古城；丝绸之路联

结东西，彰显“商路精

神”，促进了国际间的

文化共鉴与共同发

展。

时移世易，二者

的交通与经济功能虽

已有不同，但其所蕴

含的“互联互通精神”

依然具有宝贵现实意

义。

区域互联，交通

先行。黄茅海跨海通

道连接的，不仅是各

个城市的“朋友圈”，

更是产业圈、生活圈

和高质量发展圈。

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联结着经济和情

感的纽带，跨越黄茅

海“延长”港珠澳大

桥，把江门与港澳、与

世界紧紧相连。江门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米袋子”

“海鲜铺子”的作用进

一步发挥，源源不断

的“江门优品”不断保

障和丰富港澳同胞的

餐桌供应。

我们可以看到，

跨海通道作为连接区

域的枢纽，已不仅是

传统意义的交通设

施，更是带动区域发

展的“黄金通道”。黄

茅海跨海通道有效衔

接珠海横琴自贸片

区、高栏港经济区和

江门大广海湾经济

区，让粤港澳大湾区

各兄弟城市间的产业

联动更紧密，有助于

构建“一核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新格局。

我们可以看到，

时空距离缩短，生活

半径扩大。拥有丰富

海岛资源、厚重侨文

化底蕴的江门，将用

热忱的服务欢迎全世

界的游客前来“打

卡”。无论是“走大

桥、游大桥”、还是江

门深度游，“大桥时

代”下更多旅游场景

将变得触手可及。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米袋子”“菜篮子”和
“海鲜铺子”，江门用粤港澳大湾区1/6的土地生
产了1/3的粮食、1/4的水产品、1/5的肉类和1/8
的蔬菜。其中，江门供港澳蔬菜和冰鲜家禽占内
陆供港澳总量的 30%，蛋制品占港澳市场的
90%，是港澳生鲜食品主要保障供应城市。

对于消费者而言，农产品的“鲜”度至关重
要。为确保这一点，近年来，江门积极打造国家骨
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推进冷链物流发展。黄茅
海跨海通道的建成通车，进一步拉近了江门与珠
海、澳门、香港的距离，缩短了物流时间，保证了农
产品的新鲜度和品质，让江门特色农产品能快速
运送到深圳、珠海、香港、澳门等城市，进而辐射更
广阔的市场。

位于江门台山市斗山镇的台山天业冷链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山天业”）是台山最大的冷
库项目，由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江

门市供销合作联社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台山
市供销合作联社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合资设
立，于2023年投产运营，主要为水产品、冷冻食品
等提供冷藏服务。

台山天业依托天业集团冷链网络及客户资
源，立足农产品产地市场，补齐台山地区冷链物流
服务短板，为江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奠
定基础，带动了区域农产品生产加工、冷链仓储、
物流运输等配套服务及产业发展。

“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开通，将对台山天业产生
积极影响。”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集团有限公司江
门地区负责人表示，黄茅海跨海通道有助于吸引
更多外地食品类企业和资源向台山集聚，形成产
业集群效应。而台山天业作为当地冷链板块重要
组成部分，将享受到区域发展带来的资源和机遇，
提升该公司在冷链物流行业的竞争力。

该负责人还表示，目前，台山天业的主要业务

集中在台山周边区域及珠海等地。借助黄茅海跨
海通道，珠海至江门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缩减
至约30分钟，物流运输时间有望实现显著缩短，台
山天业也能更好地链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将
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展至珠三角乃至港澳地区。

大道通，机遇来，百业兴。江门海洋渔业发
达，是多种经济鱼、虾、蟹、贝、藻类的繁育基地，成
功培育出南美白对虾、花蟹、青口等一大批名优特
色水产品。其中台山鳗鱼、台山蚝、台山青蟹等已
成为“国字号”水产品，斗山镇已发展为全国最大
的鳗鱼养殖和出口基地之一。

“通过黄茅海跨海通道，可以进一步将台山当
地优质农产品、水产品运输至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地区
负责人表示，台山天业将立足江门丰富农业资源
优势，为农产品在流通环节提供全程冷链保障，推
动江门特色农业和海洋经济的发展。

江门拥有大湾区近三成的大陆海岸线，船舶
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条完整、基础扎实，是全省海洋
资源大市、重要造船基地。“大桥经济”机遇下，越来
越多“向海图强”的企业，开始借“道”布局谋未来。

4个月前，由威立雅海洋环境工业（广东）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威立雅”）参与建造的江门首座现
代化养殖平台——“台山1号”，成功投放至江门台
山川岛乌猪洲高冠海域。这是广东省首个入级中
国船级社（CCS）的大型养殖装备，以养殖金鲳鱼为
主，预计年产量达37.5万公斤，将为水产市场带来
丰富的渔业资源。

看向更广阔的“深蓝”未来，威立雅依托拥有全
球最大的15万吨级机械化梳式横向滑道及配套船
台设施的优势，目前在海工装备制造、循环经济等
方面正加强与珠海、深圳等地企业合作。其中，由
该公司参与承建的来自珠海的全球首创水体自然
交换型养殖工船——155米深远海养殖工船已进
场开工。

现如今，黄茅海跨海通道开通，威立雅也正加
快做好“大桥+”这篇大文章。据威立雅副董事长
刘国红介绍，由该公司投资建设位于粤澳（江门）产

业合作示范区内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正大力
引入高端海工电子信息配套产业和先进海工装备
企业，主要为海工、交通、机械等装备配套智能化生
产。“全部建成投产后，园区企业预计年产值超100
亿元。”刘国红说。

黄茅海跨海通道正式通车，打通了大广海湾
经济区的“生命线”，资源要素更大程度地自由流
动，也让更多其他城市的船舶与海工装备企业，把
目光看向了江门。

大广海湾经济区，海洋专属经济区域面积近3
万平方公里，拥有能通航万吨级海轮的黄金水道，
具有建设30万吨级以上大型深水港的条件。

早在几年前，在业内率先提出系统“浮岛+”概
念的深圳市海斯比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斯比”）就看到了江门的自然资源禀赋以及船
舶与海工装备产业基础优势，在江门台山市开展了
浮岛项目的建设。

目前，海斯比的首个移动浮岛项目已在江门
台山市完成建造工作，将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海洋
经济发展相关工作中。在江门大力推进建设大广
海湾发展的背景下，海斯比也计划接下来在江门建

立深海装备制造基地。
“海斯比期望借助大广海湾的资源优势，发展

壮大万亿级市场规模的移动浮岛产业，与江门实现
‘双向奔赴’。”海斯比副总经理林伟东说。

黄茅海跨海通道通车后，邻近的深江经济合作
区等园区平台与深圳、香港等地的空间距离大幅缩
短，江门目前也正加快与深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
龙头企业对接，与深圳“20+8”产业集群发展需求衔
接，其中就包括海洋产业。例如，9月底，深圳·江门
海洋产业合作发展座谈会在江门召开，两地共商深
江海洋产业战略合作；10月底，被誉为“中国海洋第
一展”的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在深圳举行，江门是
广东唯一应邀参展的地级市，在展示自身的同时，
还通过专场推介会，加深了与业内的联系。

据了解，当前江门在新会银洲湖区域、台山广
海湾区域正谋划建设1000公顷海工装备产业园，
加快建设广东最大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重点发展
高技术船舶及游艇、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等海工装
备产业。其中，新会区计划依托古井镇、沙堆镇、崖
门镇现有产业片区，台山市则计划在广海湾经济开
发区临港经济板块规划建设产业园。

喜迎黄茅海
跨海通道开通

新一批鮸鱼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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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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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陈素
敏） “鮸鱼良种在台山海域
的茁壮成长，验证了我们研究
的正确性。如今，随着黄茅海
跨海通道的开通，中山大学与
江门台山市的合作之路将更
加宽广。”中山大学—台山海
洋发展优势种业与智慧养殖
联合研发中心（以下简称“联
合研发中心”）主任、教授卢建
国满怀感慨地说。12 月 11
日，新一批重量逾 2 万公斤的
鮸鱼良种被成功投放至台山
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台山 1 号”桁架式养
殖平台。当天，记者跟随联合
研发中心相关负责人一行来
到投放现场，了解“台山 1 号”
的良种投放、养殖情况。

阳光洒落，上川岛海域波
光粼粼。“台山 1 号”巍然屹
立，3个巨大的网箱中，数万条
鮸鱼欢快地穿梭其间。此时，
满载着新一批鮸鱼良种的运
输船缓缓驶来，与“台山 1 号”
并肩而立，在工作人员的操作
下，这些承载着希望的鮸鱼良
种陆续被投放进网箱。

据联合研发中心团队介
绍，这些鮸鱼良种均为利用基
因组精准选育技术，通过对与
鮸鱼生长及抗病性紧密相关
的重要功能基因进行深入分
析与挖掘，精心培育而成的、
具备更高耐受力和免疫力的
优质养殖品种，能更好地适应
台山海洋牧场的水域环境。
经过实地调研和水样检查，联
合研发中心团队还发现，相较
于近岸海域，“台山１号”所处
海域的微生物饵料更加丰富，
且水质和养殖环境较稳定，培
育出的鮸鱼肉质更加鲜美，产
量也更高。据了解，在今年10
月 1 日成功投放的首批鮸鱼
良种已逐渐长大，将在明年春
节前后上市。

为了保障鮸鱼良种的健
康成长，联合研发中心以“台
山 1 号”为平台，打造了智慧
养殖融合模式，通过精准把控
鮸鱼的生长动态，实现了精准
化和精细化养殖。“台山 1 号”
智慧养殖融合模式的最新成
果还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4 年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上亮相，
赢得了海洋学界专家和业界
人士的广泛关注与赞誉。

卢建国表示，随着“台山1
号”养殖技术的日益成熟，相
关技术将有望在更多重力式
深水网箱中得到应用，进一步
推动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而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开通，更
是为中山大学与江门台山市
的交流合作，以及“台山 1 号”
的产品运输带来了巨大的利
好。

台山海洋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符泳表示，该公司
未来会不断探索新的养殖技
术与模式，联合研发中心也将
加快推进台山智慧海洋牧场
数智化平台的搭建，并通过详
细监测“台山 1 号”的养殖情
况，对生态环境效益进行持
续、长期的跟踪和评价，不断
提升产品品质，逐步建立更完
整的健康养殖体系，助力台山
海洋产业的持续升级与创新
发展。

威立雅依托
其拥有全球最大
的 15万吨级机械
化梳式横向滑道
及配套船台设施
优势，在海工装备
制造、循环经济等
方面加强与珠海、
深圳等地企业合
作。 郭永乐郭永乐 摄摄

江门台山市端芬镇海口埠江门台山市端芬镇海口埠———世界记忆名录银信纪念地—世界记忆名录银信纪念地、、南粤古驿道南粤古驿道
出海口纪念地出海口纪念地。。 郭永乐郭永乐 摄摄

工作人员往“台山1号”
投放鱼苗。 陈方欢 摄

近年来近年来，，江门积极打造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江门积极打造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推进冷链物流发加快推进冷链物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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