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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侨都

最近，江门各大蓝莓园的蓝
莓成熟了！一粒粒蓝莓饱满圆
润拥簇着挂在枝头，空气中都饱
含浆果清香。

走进杜阮镇南芦村的醉乡里
农场，空气中弥漫着蓝莓、圣女果
等水果诱人的清香味。其中，蓝莓
种植区尤为引人注目，这里种植了
超1000棵蓝莓树。农场内的蓝莓
个大、汁多、味道美，酸甜适宜，口感
极佳。而且蓝莓树不高，小朋友采
摘起来也十分方便。饱满圆润的蓝

莓身披白色果霜，如“挨挨挤挤”的“蓝
精灵”垂挂在枝头，仿佛在热情地邀请

游客。
醉乡里农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蓝莓

采摘期将持续到5月中旬。漫步果园，游
客可随心挑选最饱满、最诱人的果实，尽
情享受采摘的自由与快乐。蓝莓价格为
34元/公斤。

在开平大沙里·欢茶谷景区，蓝莓也
成熟了。这里的蓝莓又大又甜，大家可
以亲手采摘，体验劳动的快乐。值得一
提的是，大沙里·欢茶谷是集旅游度假和
休闲娱乐的现代农业观光园。在此，可
以亲身体验摘茶、造茶、饮茶和培训茶
艺，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和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

嘉宝果、桑葚、蓝莓缀满枝头 江门农文旅融合“开花结果”

果园变“游园”采摘游正当时
春意盎然，江门迎来一年一度的水果采摘旺季。嘉宝果、桑葚、蓝莓等特

色水果相继成熟，吸引众多游客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感受自然馈赠。近
年来，江门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将农业资源、文化底蕴与旅游体验深度结
合，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银换

踏入坐落于双水镇巴贝高世界比
比亲子乐园内的采摘区域，目之所及，
一株株嘉宝果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
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丰收画卷。
那一串串圆润饱满、宛如“蓝精灵”般的
嘉宝果，密密麻麻地簇拥在枝头，仿佛
在热情地召唤着每一位访客，一同品
味这份独属于春日的甜蜜馈赠。只需
轻轻伸手一摘，这份自然的甘甜便稳
稳落入掌心。

巴贝高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陈健
成表示，此时正是嘉宝果采摘的高
峰期，景区推出了嘉宝果采摘套
票，让游客在游玩亲子乐园的同
时，享受丰收采摘体验。

巴贝高采摘果园不仅是采摘胜地，
更是农文旅融合的典范。巴贝高有亲
子乐园和亲子酒楼，再结合嘉宝果采摘
活动，能满足亲子家庭多重游玩需求，
带动乡村旅游消费。

同样在新会区双水镇，新果皇生态
园内 15000 棵嘉宝果树进入丰产期。
目前，第一趟果已经采摘完毕。第二趟
果预计在20天后，想要采摘的市民游客
需要等待一下了。新果皇生态园负责
人余朝征介绍，该生态园入园门票45
元/人，不限时间任摘任吃嘉宝果，再送
0.5公斤嘉宝果。今年果园通过“直播带
货+现场采摘”模式，因为品质好，所以
不愁卖，今年产量有望达5—6万公斤。

嘉宝果：树间“黑珍珠”引客来

新会区崖门镇康莉桑果园
的 200 亩桑葚迎来最佳采摘
期。放眼望去，成片的桑树上
挂满了紫红的桑葚，十分诱
人。紫红果实挂满枝头，随手
一摘便能品尝到春天的清甜。
桑葚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具
有降脂降压、乌发美容等功
效，是春季养生的佳品。

此时桑葚进入丰产期，迎

来不少游客采摘。游客们提着小篮子在
园中边采摘、边品尝，享受惬意春日时
光。一位带着孩子的游客陈先生表示：

“这里的桑葚又大又甜，孩子玩得特别开
心，还能体验采摘的乐趣，太棒了！”

康莉桑果场负责人欧焯标介绍，目
前正值桑葚成熟期，预计果期将持续到5
月。根据往年的经验，每到周末，就会有
很多家庭前来采摘，享受摘果乐趣。

江门
日报讯 （记

者/李 银 换 ）
近日，江门古劳
水乡旅游区发布

公告称，自 2025 年 4
月 15日起，将恢复门票

收费机制。其中，观光门
票为 98元/张，半价票为

49元/张，1.2米（含）以下儿童免
票入园；岭南风情小镇（游乐套票）为
98元/张，包含景区观光、水上游船、

马术表演。
自2025年4月1日起，江门古劳水

乡旅游区的运营时间将做出如下变更：
周一至周四9：00—18：30；周五至周日
9：00—21：00。

近日，记者到江门古劳水乡旅游区
走访了解到，目前景区正在新建一批游
乐项目，包括过山车、旋转木马等，预计
5月1日正式开放。

据悉，江门古劳水乡旅游区是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是2020—2022年
广东省重点文旅建设项目之一。项目计

划投资50亿元，以“自由流淌的水乡生活”
为主题，将“古劳水乡”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生态旅游度假标杆。项目整体规划
占地约10平方公里，其中主旅游区约3平
方公里，范围包括核心旅游区（包含三大组
团）、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区和咏春文化遗产
活化区。项目建设成熟后，预计每年可接待
游客量达400万—500万人次。2020年一
期首开区率先开放了古劳水乡游客中心、

“横海游梦”游船项目。2022年春节，上古
劳圩滨水商业街、欢乐水乡开放运营，同时，

“横海游梦”游船新添夜游体验。

江门古劳水乡旅游区将恢复门票收费机制

文化独特 资源丰富 交通便利

江门渐成“网红”研学地
从百年侨批里的家国情怀到陈皮里的现代农业密码，从赤坎华侨古镇的骑楼建筑密码到小鸟天堂的生态课堂，江门这座“中国

侨都”正以独特的文化基因与产业优势，掀起研学游的热浪。

研学作为寓教于游的教育新形态，已成为当代学生连接知识与实践的桥梁。如何在研学热潮中脱颖而出，成为热门研学目的

地，打造研学超级IP，对人文底蕴资源丰厚的江门来说，无疑是推动文旅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银换

游走在具有岭南传统建筑特色的
古圩，听流水潺潺，看船来船往，在咏春
会馆感受非遗咏春的魅力，体验习武之
趣；在鱼菜共生基地认识各种农作物，
体验采摘有机果蔬，当一天快乐的“乡
野农夫”；坐水陆两栖飞鱼火车环游童
梦村，坐超级彩虹滑道，投喂萌宠……

3月底，来自佛山一所小学数百人
的研学团来到江门古劳水乡旅游区，在
这里感受自由流淌的水乡生活，体验水
乡研学的乐趣。

江门古劳水乡旅游区运营总监何
波敏介绍，自3月以来，已接待2000多
人次的中小学生研学团队，多来自江
门、广州、佛山等地。结合学生的研学
需求，该旅游区目前开设四大类研学项
目，包括非遗（古法造纸、咏春拳、扎染
等）、手工（蓝晒板印、种子贴画等）、红
色研学（“粮食运输战”“过草地”等）、拓
展（鱼蔬共生知识、小青柑知识、合力建
塔等）。

几乎在同一时间，新会小鸟天堂也
以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成为研学
热门之地。3月31日，新会小鸟天堂同
样迎来数百人的研学团队。东莞市东

华初级中学600余名师生开启为期两
天一夜的岭南文化研学之旅，首站就来
到了新会小鸟天堂。“哇，这片树林栖息
着好多白鹭。”……在小鸟天堂，学生们
实地领略“一棵榕树独木成林，树上栖
鸟千万只”的奇特自然景观。

今年3月以来，位于江海区的长廊
生态园十分热闹。数万名学子踏入
长廊生态园开展研学活动。长
廊生态园内有众多适合学生
研学游玩的地方：奇幻森林
里，以森林为主题，可以
让小朋友在自然环境中
接触众多的植物研学
主题内容；在萌宠长
廊，仿佛瞬间被拽入
了一个充满奇幻与生
机的动物王国。在这
里，学生不仅能近距
离接触动物，还能深入
了解各种动物的习性
与趣味冷知识，收获满
满。

“我们是做‘真’研学，
通过多样化的研学课程体

系，让学生在游中学，潜移默化地学习
到相关的知识。”长廊生态园总经理陈
瑶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该景区已接待
超5万人次研学学生，课程体系结合课
标、地域文化、自然资源，设计多样化的
研学课程，包含自然科普、农耕体验、非

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包括

醒 狮

研学、礼乐龙舟研学等特色
项目）、生命安全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体适能训练与拓
展等多个主题板块，专注于
为学生群体提供高质量的
研学体验，培养学生综合素
质和能力，促进青少年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目前正
在推动醒狮夏令营、龙舟研
学夏令营、AI创作夏令营
等，满足学生多元化的研学
需求。

读 万 卷 书 ，行 万 里
路。相较于传统教育，研
学更强调“走出教室，走进
社会”，打破教室的界限，
将学习场景延伸至更为广
阔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

记者走访了解到，3月
以来，江门文旅市场迎来春
季研学热，赤坎华侨古镇、新
会小鸟天堂、江门古劳水乡
旅游区、长廊生态园、大沙
里·欢茶谷等景区迎来了一批
又一批的研学学子。

作为中国侨都，江门打造广东“网
红”研学目的地靠什么？

我们不妨从选择到江门研学的学
校负责人视角中一探究竟。

东莞市东华初级中
学初二A级级组长忽
新兴表示，选择到
江门研学主要有
两方面原因：一
方面，江门离东
莞车程约1个半
小时，交通比较
便捷；另一方面，
江 门 是 中 国 侨
都，有独特的人文
历史。

由此，不难看出，
江门凭借得天独厚的研学
资源、多元融合的文化底蕴以
及便捷的地理位置，为打造广东“网红”研
学目的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而言，江
门打造广东“网红”研学目的地——

一看文化独特性。“江门拥有独一

无二的华侨文化资源，这在粤港澳大湾
区里是独一份的。”中国策划研究院执
行院长陈荣彪表示，从历史厚度来看，

祖籍江门的海内外华侨华人和
港澳台同胞有530多万人，

侨批档案更入选了世界
记忆遗产；从物质载体
来看，开平碉楼与村
落是世界文化遗产，
赤坎华侨古镇、台
山洋楼等建筑群是
华侨奋斗史的实体
见证。从名人效应
来看，梁启超故居、
冯如航空文化基地等

十分了得，可打造“家
国情怀”“科技创新”特色

IP。
江门旅游行业协会副会长、

秘书长陈文飞表示，江门作为粤港澳大
湾区华侨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是除澳
门外，大湾区中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独
特存在。江门的华侨文化与本地文化

深度结合，为研学活动提供了丰富且极
具特色的素材，让学生能够在研学中深
入了解华侨文化的发展脉络。

二看资源多样性。在陈荣彪看来，
江门有着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性，首先
是中西合璧的民俗，如骑楼建筑、粤剧
侨乡流派，适合开发文化类研学；其次
是非遗活化潜力，新会陈皮制作、葵艺、
蔡李佛拳等非遗项目，可设计手作体验
课程。作为大湾区“后花园”，江门还拥
有小鸟天堂、上下川岛等生态资源，可
开展自然教育，与广深都市研学形成互
补。

“江门研学资源丰富，优势明显。”
陈文飞表示，江门是“天然摄影棚”，拥
有丰富的影视资源。如热门影视剧《狂
飙》让江门走进了大众视野，这些影视
资源为研学活动增添了新的亮点，可以
开发出与影视相关的特色研学课程，如
影视拍摄地探秘、影视文化解读等，让
学生在感受江门独特魅力的同时，了解
影视制作的过程和文化内涵。同时，江
门还是广东的“菜篮子”，农作物和物产

丰富多样，这为研学活动提供了丰
富的实践场景。

近年来，我市研学游有关基础设
施、配套服务建设日渐完善，研学旅行
产品研发和设计不断优化。截至目
前，我市已有45个江门市中小学研学
实践教育基（营）地。其中有40个江门
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包括中
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7个广东省
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拥有5个江
门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

三看地理便利性。在陈文飞看来，
江门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处于“承东启
西”的位置，区位优势明显。交通的便
利为江门研学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2024年通车的深中通道和黄茅
海跨海通道，进一步加强江门与广东东
西部城市的联系，江门迎来“大桥经济”
窗口期、黄金期。

可以说，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格
局中，江门凭借诸多独特优势，在研学
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大
湾区研学市场的一颗耀眼新星。

今年 1月，中国旅行社协会发布
《2024年中国研学旅游发展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报告》发现，中国研学
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且更加趋于理性，
市场需求是推动研学旅游市场规模扩
大的重要因素。重在地化、内容为王、
多业竞合、新派研学是研学旅游市场未
来发展方向。

放眼全国，一些省市开始推出研学
品牌，研学市场区域品牌特征显著增
强。例如，山东省推出“见识齐鲁”研学
旅游品牌，海南省推出“行走天涯研学
海南”研学旅游IP，河南省打造“行走河
南，读懂中国”品牌等。

那么，江门应如何突破同质化竞
争，打造独特的研学IP，吸引全国各地
学子到江门研学呢？

受访的多位专家均认为，江门可围
绕“侨”文化做文章。

陈文飞表示，相比其他城市，江门
具备两大核心IP。其一为“侨”文化IP，

其二为“世遗”IP。江门作为侨乡，“侨”
文化底蕴深厚。从华侨历史到华侨文
化在江门的具体表现，如碉楼、骑楼等
建筑，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江门
应抓住这些核心IP，打造独属于自己的
独特研学游品牌。

陈荣彪提出了具体的做法，他表
示，江门可构建核心IP体系。具体来
看，一方面，注重顶层IP设计。以符号
化形象打造“侨小江”IP形象，如头戴碉
楼帽、手持侨批的卡通人物，贯穿所有
研学场景。以故事化进行叙事，以“一
封侨批的百年之旅”为主线，串联华侨
出海、奋斗、返乡等故事场景。另一方
面，细分IP矩阵。设置主题IP，如“世
界碉楼探秘者”“陈皮小匠人”“启超少
年班”等覆盖不同兴趣群体。设计活动
IP，如年度品牌活动“侨都研学节”等，
包含华侨历史戏剧节、国际青年创客营
等。

陈荣彪还提到，江门应该注重差异

化课程开发。深度沉浸式课程，比如情
景剧研学的开发，如在赤坎古镇实景演
出华侨家族史，学生参与角色扮演与剧
情推理；创意侨乡创客挑战，模拟设计
跨境商品、制定侨乡振兴等华侨创业场
景方案，对接真实企业资源；科技赋能
体验。可以建立数字侨批馆，通过AR
技术让侨批“动起来”，学生可虚拟体验
写信、寄送、跨国汇款全过程。

“此外，江门还可以强化‘侨’文化
标签。”陈荣彪建议，在主题线路上，江
门可结合本地资源设计“一镇一IP”线
路，如台山“海丝侨路”、恩平“航空侨
梦”、新会“红色蔡李佛”等。还可以将
废弃侨宅改造为研学营地，保留建筑风
貌的同时融入现代功能。同时，加强影
视文创的联动，与《狂飙》剧组合作开
发“强哥商战研学”，融入侨乡商
帮历史解读。

“总的说来，江门需
以‘侨’为魂，通

过IP化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情
感共鸣点，以科技、课程、运
营三重创新打破同质化，
促使江门成为大湾区研
学市场的文化地标。”陈
荣彪如是说。

江门文旅市场迎来春季研学热

侨都特色、多元资源与区位优势是亮点

可围绕“侨”文化和“世遗”两大IP做文章

游客在采摘桑葚。

佛山学子到江门佛山学子到江门
古劳水乡旅游区开展古劳水乡旅游区开展
研学活动研学活动。。

学生在长廊生态园学生在长廊生态园
开展研学活动开展研学活动。。

蓝莓：“蓝精灵”缀满枝头

桑葚：紫红果实“酿出”甜蜜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