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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泽镇持续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

释迦果种植为村民带来“甜头”

个头大、果肉甜，吃

起来有冰淇淋的口感

……走进新会区大泽镇

沙冲村福兴果园，6.67

公顷（100亩）的释迦果

树喜迎丰收，工人们忙着

摘果、分果、包装，准备将

释迦果发往客户手中。

作为冬令精品水果，

目前，在新会，释迦果的

田头批发价为每公斤

16-30元，采摘季将持

续到明年3月中旬。近

年来，大泽镇整合当地资

源，鼓励抱团发展，不断

推动精品水果产业发展

壮大。“精品水果产业在

为农户创造丰厚经济收

益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

战略注入了强劲活力。”

大泽镇农业农村办公室

负责人林淑芬表示。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冯瑶君

释迦果树“爬”满山坡
连日来，虽然持续降温，但沙冲村福兴

果园内依然热火朝天，工人们熟练地用果剪
将成熟的释迦果从枝头剪下。放眼望去，释
迦果树沿着山坡间隔种植，每棵果树约1.5
米高。

记者看到，果树下，有一直延伸到树根
的水管和喷头。只要一按开关，水便直接均
匀地滴在果树下，让果树“吃饱喝足”。

为何要给果树安装滴灌设备？福兴果
园负责人蓝俊友告诉记者，在山坡上种植果
树，如果要人工浇水，引水困难且耗时，成本
高，效果有时也不理想。滴灌设备虽然一次
性投入大，但可以将水精准地输送到每一棵
果树根系，长远来看，省时省力省心。

记者看到，每棵果树挂果10-20个不
等，果实每个都如拳头大小。“现在摘下来的
果还不能吃，需放三五天，摸着感觉软了，才

能吃。”一位工人一边摘果，一边介绍道，“释
迦果果肉香甜，口感软滑。”

据介绍，福兴果园去年开始种植释迦
果，引进的是毗邻沙冲村的鹤山市址山镇一
释迦果园3-5年树龄的果树，种下当年已结
了少量果实，今年开始进入稳定挂果周期。

为了和海南、云南以及广西等释迦果大
产区错开集中上市时间，福兴果园的技术员
通过剪枝促花促果，实现错峰上市。

“我们通过人工授粉，让果树按照计划
时间分批挂果。采摘时间从11月中旬持续
到明年3月中旬，有4个月的时间。”福兴果
园技术员曾凡洪表示，只有这样，释迦果的
售价才能稳定在一个区间，不至于波动太
大。

推动精品水果产业发展
很多人都知道，释迦果属于精品水果，

市场售价历来不低。蓝俊友表示，种植释迦

果的人工成本很高，尤其是授粉和套袋两项
工作任务繁重，要一棵树、一棵树地去完成，
不能马虎。“全年授粉时间约3个月，挂果
后，为了防止果实被虫子、小鸟盯上，要对每
个果实进行套袋保护，涉及果树5000多
棵。”蓝俊友说，“套袋后，果实会长得更加圆
润，糖分也会更加充足”。

蓝俊友算过，养一棵释迦果树，一年的
成本为七八百元。一直以来，果园主要是在
线下的熟客中售卖，少量在网上售卖，今年
预计产量达2.5万公斤，3年后预计可达10
万公斤。

大泽镇沙冲村农业干部刘育辉介绍，
沙冲村多丘陵地貌，有大大小小的山头40
个，多数为沙质土壤，疏松肥沃，光照充
足，非常适合果树生长。目前，沙冲村的
果树种植面积有 166.67 公顷（2500 亩）。
蓝俊友也表示，之所以选择在沙冲村种水
果，一方面是这里离址山镇的释迦果园
近，交通便利，另一方面是沙冲村山头低
矮、坡度平缓、土质疏松，气候和环境都十
分有利于释迦果生长，“栽果树需要肥沃、
疏松、排水性良好的土壤，这里的水土比
较适合释迦果生长，土质含有大量细沙，
不易积水，透气性好”。

同样是精品水果，大泽脐橙今年的售价
为每公斤18元。据了解，沙冲村已种植脐
橙17年，脐橙种植面积逾20公顷（300亩），
2022年获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
村。

每年大泽脐橙一上市，都备受市场关
注。当前，大泽脐橙种植面积逾80公顷
（1200亩），全镇约有大大小小的脐橙果园
15个，主要分布在沙冲村、张村村、大泽村、
田金村、同和村，大泽脐橙每年10月至12
月上市。

近年来，大泽镇积极发挥乡村优势，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家门口”的就业
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壮大村集体经济，
不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产
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林
淑芬表示，“大泽镇将持续做大做强乡村特
色产业，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更好地惠及农
村、农民”。

江门日报讯 （记者/简家
琳 通讯员/新会宣） 12 月 14
日，澳门江门同乡会组织会员
到新会参观交流。新会区委常
委、副区长刘洪斌热情接待返
乡乡亲。

活动当天，同乡会一行首
站来到崖门镇京梅村，先后参
观了蔡李佛始祖馆、蔡李佛文
化广场、出神入化巷、梅花三弄
巷等，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蔡李佛拳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也对家乡的发展有了更加
全面的认识。

“京梅村文化氛围浓厚，环
境也很不错，今天看到小朋友
在学功夫，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我觉得非常好。”澳门江
门同乡会首席常务副会长刘家
裕说。

当天，同乡会一行还参加
了崖门甜水萝卜季暨印象渔港
美食嘉年华活动、参观了新会
陈皮村，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

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澳
门、新会两地之间的友谊，也为
澳门江门同乡会会员们提供了
一个了解家乡、关注家乡发展
的机会。“澳门江门同乡会将一
如既往地利用好这个平台，加
强两地的沟通联系，将两地的
乡亲紧密联系在一起，助力新
会经济发展。”澳门江门同乡会
会长陈少清说。

澳门江门同乡会到访新会

关注家乡发展变化

江门日报讯 （记者/简家
琳 通讯员/区妇联）为持续深
化新会区妇女联合会与香港岛
妇女联会《妇女儿童合作发展协
议》，近日，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
金玲率香港各界妇女代表30人
到新会开展参观交流活动。新
会区委常委陆鲜莲参加活动。

活动中，陆鲜莲代表新会
区，与香港岛妇女联会互赠纪
念品。新会区妇联主席李小玲
代表新会区妇女联合会，向香
港岛妇女联会赠送《梁启超家

教家风故事》读本。随后，交流
团一行前往李锦记新会生产基
地参观，了解李锦记百年发展
历程、现代化生产技术和先进
管理经验。

本次活动推动了香港、新
会两地妇女组织的交流合作。
接下来，新会区妇联将继续在
妇女发展、家庭教育、儿童友好
等方面加强与香港的互动交
流，积极探索妇女组织交流合
作新领域，携手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高质量发展。

香港岛妇女联会到新会参观交流

加强合作 携手共进

江门日报讯 （记者/钟珍
玲） 近日，记者从沙堆镇获
悉，该镇积极创新安全生产监
管模式，成功自主研发“沙堆
镇应急管理系统”，有效加快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提升基层应急管理水
平。这是沙堆镇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
重要举措之一。

走进沙堆镇应急指挥中
心，一张应急指挥图随即映入
眼帘。上面实时显示着辖区安
全监管覆盖范围、企业检查频
率、应急避难场所分布等情况，
通过“数字+科技”赋能，将企业
安全监管、防风防汛等千头万
绪的基层应急管理工作梳理得
井井有条。工作人员通过后台
操作，便可快速调阅企业检查
台账、应急避难场所物资储备
等信息。

据悉，沙堆镇应急指挥中
心工作人员全面摸排辖区82家
企业、8个在建工地、19个应急
避难场所、7个山塘水库、6个临
时森林防火值守点，整合了企
业安全检查、防风防汛、应急物
资等数据，为日常安全监管和
临灾应对提供重要参考，推动
应急指挥实现“一张图”作战。
在研发设计“沙堆镇应急管理
系统”的过程中，工作专班结合
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把重

点监管企业醒目标注出来，切
实做到分类、分级管控；完善

“一企一档”，动态更新企业相
关信息，明确每家企业安全生
产薄弱点，提醒安全监管人员
针对性进行安全指导。目前，
系统共计录入企业信息82家、
安全检查记录348家次、安全隐
患387条。

“之前由于办公室工作人
员较少、专业水平不高等原因，
时常出现检查记录未及时归
档、台账整理混乱的问题，偶尔
还会出现复查不及时的情况。
有了系统的加持，如今，工作效
率大大提升。比如，系统具备
复查提醒的功能，在首页弹出
复查提醒，企业检查内容、复查
任务一目了然，推动事故隐患
排查整改规范化、常态化。同
时，通过隐患数据分析，找准检
查人员日常检查盲点，对之前
关注较少的隐患类型对症下
药，监管效能显著提高。”沙堆
镇应急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梁
永标说。

下一步，沙堆镇将继续借
鉴市、区三防信息系统，结合值
班值守情况，持续录入水库、水
闸、河道、堤坝、森林防火值守
点等重要点位信息数据，联通
各处摄像装备，进一步扩充系
统功能，推动全镇安全工作实
现信息化跃升。

沙堆镇创新研发应急管理系统

辖区安全监管
“一键直达”

广州华立学院结对帮扶崖门镇梁黄屋村

村校合作发展立体种植
“等这片荔枝林成熟后，

可以过来尝一下嫁接改良版
的‘仙进奉’荔枝。”日前，广
州华立学院药学院教授李向
林带领学生团队和记者走进
位于新会区崖门镇梁黄屋村
的荔枝科技助农实验基地，
了解已在当地开展近9个月
的“荔枝+铁皮石斛+红松
茸+荔枝蜜”四维一体立体
种植项目的进展情况。

据了解，李向林教授主
导的“四维一体”立体种植项
目于 2018 年起在广州增
城、汕尾等地开展，用科技手
段助力当地果农增产增收。
今年3月，李向林把成功经
验带到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
区，与离校区不远的梁黄屋
村合作，以该村后山的荔枝
林地作为示范点，带领学生
团队开展新一轮的“四维一
体”立体种植技术推广工作。

3月，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区与梁黄屋
村签订“百千万工程”结对帮扶协议，李向
林教授在村中的荔枝林里选择一片示范区
域，推广“荔枝+铁皮石斛+红松茸+荔枝
蜜”四维一体立体种植技术模式。

李向林坦言：“梁黄屋村原本种植的
荔枝口感比较酸，因此，一直以来收益不
好。而且，这里的很大一片荔枝林长期
处于无人管理养护的状态。为了改善荔
枝品种，我从增城带来了‘仙进奉’品种，
通过嫁接改良本地荔枝品种，这将大大
提高果农收入。”据了解，“仙进奉”荔枝
是广东省名牌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产量高，耐储存，富有独特的蜜香
味，目前市面上的价格大概为每公斤100
元至120元。

记者在梁黄屋村看到，多株铁皮石斛
被包裹在荔枝树的枝干上。李向林介绍
说：“铁皮石斛附生在荔枝树上，能让荔枝
树的树干免受阳光长时间暴晒，同时，铁皮
石斛的根部与树干绑在一起，也可以吸收
空气中的养分。而且，铁皮石斛在这样半

野生的状态下生长，比起大棚种植的铁皮
石斛，药用价值会更高。”

两棵荔枝树之间，被整齐犁好、表面覆
盖着枯叶的地块同样引起记者的注意，这
里便是红松茸培育田。李向林拨开枯叶，
红松茸的白色菌丝便露出来，“除了枯叶
外，我们还会覆盖一层荔枝树的木屑，为红
松茸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现在气温下
降，正是种植红松茸的时候，还有20多天
就会成熟了。”对于此处的示范种植李向林
教授如数家珍。

“李教授带着我们绑铁皮石斛、收集枯
叶培育红松茸。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理
论知识，掌握了种植技术和技巧，还认识了
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广州华立学院江
门校区学生吴奇霖说。

李向林表示，“四维一体”立体种植模
式能够把果园的空间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希望通过推广该技术，真正帮助梁黄屋
村的果农提高收益。

“李向林教授是‘百千万工程’的践行
者，他的研究精神值得我们广大青年教师

学习。我们要继续组建团队，为项目提供
人才和技术保障，发挥学校学科专业优势，
拓展‘四维一体’的农业产值生态链，联合
各级地方政府，扩大种植规模，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科技惠农。”广州华立学院校长刘洁

生表示，未来，该校将以科技服务“三农”为
重要抓手，积极与地方政府、农业企业等合
作，输送一批专家教授深入到田间地头，为
当地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服
务保障，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2018年，李向林在增城区荔城街马屋村开始探索铁皮石斛附生荔枝树项

目。他根据增城的气候及当地农作物生长特点，以自然生长的果园荔枝树为

载体，利用农作物种植技术，在荔枝树的枝干上培育出中药材铁皮石斛，实现

铁皮石斛的户外种植。随后，又创新性地在荔枝树下种植红松茸，为农民开辟

了新的创收途径。在荔枝树开花时节，李向林再加入养蜂环节，让蜜蜂采蜜，

帮助荔枝树提高授粉结果率的同时，也收获了荔枝蜜。荔枝、石斛、松茸、蜂蜜

“四维一体”，打破了马屋村原来单一的收入来源，助力当地农民增收。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任晓盈 ▶绑在荔枝树枝干上的铁皮石斛开花时灿烂明艳。

▲李向林教授为学生讲解红松茸培育技巧。

释迦果采摘季将持续到明年3月中旬。

江门日报讯 （记者/简家
琳 通讯员/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为进一步深化“五个一百”
共建行动，弘扬“奉献、友爱、团
结、互助”的志愿精神，引导退
役军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助
力“百千万工程”，12月13日上
午，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及
下属事业单位区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组织党员干部、侨都星火
退役军人志愿者，到结对共建
单位崖门镇田边村，参与青少
年蔡李佛训练基地揭牌仪式和
情系老兵送温暖活动。

蔡李佛拳作为我国传统武
术的瑰宝，有着深厚的历史底
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当天，
青少年蔡李佛训练基地揭牌仪
式上，锣声镗镗、鼓声咚咚，憨
态可掬的醒狮翻腾舞动，现场
热闹非凡。为了保障揭牌仪式
顺利开展，维护好活动秩序，退
役军人志愿者全程站立在观众
席旁，提醒观众注意安全、文明
观赏。

活动结束后，新会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容剑雄率队
到田边村退役军人华叔家进行

走访慰问，了解他的生活情况
和房屋修缮情况。华叔因中风
后遗症要常年服药，家庭经济
困难，房屋因年久失修，屋顶漏
水严重。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区、镇两级退役军人服务部门
帮助华叔申办了“住房难”帮扶
救助项目。如今，他的房屋经
过修缮后，室内墙体结实，环境
干净明亮，房顶再也不透风漏
水。随后，党员干部、退役军人
志愿者帮助华叔搬运各类家具
和生活用品，并向华叔一家表
达了祝福和问候。

本次活动进一步发挥了党
员干部和优秀退役军人的先锋
模范作用，有力增强基层党组
织凝聚力和号召力。接下来，
新会区将加大力度挖掘和培育
优秀退役军人，在服务社会治
理中践行志愿服务精神，持续
推动退役军人发挥“五种力
量”，即：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可
靠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的骨干力量、支持应急应战的
精锐力量、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的引领力量。

退役军人志愿者积极行动

大力投身社会治理

何为“四维一体”立体种植？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