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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皮黄番薯在灶岗村已有

30年的种植历史，这是大自然给

予灶岗村最好的礼物，也是灶岗

村村民探索和钻研的成果，不少

人品尝过双皮黄番薯后，对其香

甜软糯的口感赞不绝口。

1958年，灶岗村大部分村民

以种植花生和番薯为生，当时的

番薯呈白皮白心状，被村民们称

为白仔红薯。虽然产量高，但口

感味道欠佳，因此销量、售价和收

益都不高。

1988年，外出走访亲友的村

民袁焕光，带回了少量名为一点

红的番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种

植在自家的田地里，结果“一点

红”的口感味道远比以往种植的

“白仔”好，其他村民开始效仿袁

焕光，从外地引入不同品种的番

薯尝试种植，其中就包括双皮黄

番薯。

在不断种植新品种番薯期

间，并不是所有味道口感俱佳的

品种都能被村民们采用。农民种

植农作物时，不仅要考虑味道口

感，更要考虑产量，因为产量较低

的品种，意味着收益不高，这样的

品种自然不被青睐。经过3年的

不断尝试，产量高、味道好的双皮

黄番薯脱颖而出，村民们开始大

量种植培育，灶岗村开启全面种

植双皮黄番薯的新时代。

要说双皮黄番薯能够在灶岗

村广泛种植，除了本身品种优良，

也得益于灶岗村得天独厚的土壤

条件。灶岗村土壤中的“二八”

土，即二分泥、八分沙，这种土壤

非常适合种植双皮黄番薯。在这

里种植的双皮黄番薯果实大、甜

度高、口感绵密，因此，成为了最

有特色的农产品。村民们对此非

常自豪，常常会对货商和采摘的

人们介绍道：“双皮黄番薯在灶岗

村里种的才好吃，带去外面种植，

味道就不那么好了。”

村民袁国彬说：“虽受益于灶

岗村优质的土壤环境，种出来的

番薯味道更好，但并不是谁来到

这里都能把番薯种好的。”原来，

在种植双皮黄番薯的初期，村民

们的种植成果有好有坏。番薯作

为一种冬种作物，温度、气候等因

素对其生长的影响很大，什么时

候插苗、什么时候浇水、多少水等

都大有学问，这也是农户们花了

数年时间相互交流、分享经验后

才总结出来的“秘诀”，配合上优

质的土壤才有了如今香甜软糯的

双皮黄番薯。

双皮黄番薯如今受到消费者

的青睐，灶岗村村民小组长袁均

耀特别高兴和自豪，他告诉记者，

村民们第一年种植双皮黄番薯

时，要将番薯全部装到木推车里

推到市场去卖，第二年后才有买

家主动开车到村里收购，这个过

程是村民花费3年时间一步一个

脚印摸索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

双皮黄番薯如何继续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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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2月，里水镇灶岗村的村民都

忙碌起来，因为灶岗村的特色农产品——双皮

黄番薯开挖啦！

双皮黄番薯，大家吃过都“返寻味”，但这背后的故

事却鲜为人知。从引进种苗，到培育出优质的双皮黄番

薯，灶岗村村民花了30多年时间。如今，随着产量逐年减

少、劳动力后继乏力，灶岗村双皮黄番薯遇到了发展瓶颈。

在乡村振兴工作的浪潮，灶岗村正努力寻找新的出路，里水

镇政府也在为双皮黄番薯、百合花和蝴蝶兰等一批特色农

产品申请地理标志，规范种植、销售，进一步打响优良特

色农产品招牌。

本期，让我们来听听村民讲述种植双皮黄番

薯背后的故事。保护农优产品，是一种责

任，更是一种情怀。

灶岗村双皮黄番薯受欢迎，除了村民

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外，也离不开里水镇政

府提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今年灶岗村双皮黄番薯产量约每亩

1400斤，较去年有所下降。袁金晃向记者

道出了原因，今年8月份，灶岗村部分田地

里的番薯苗停止了生长，看着日子一天一

天地消耗，村民十分焦虑。里水镇农业农

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便安排技

术人员进村指导。

技术人员发现，8月天气炎热，村民们

在地表温度很高时为番薯苗浇水，导致番

薯苗根部被水分蒸发时产生的热量所灼

伤，从而停止了生长。了解到原因后，技术

人员为灶岗村的村民详细地讲解了原因，

并指导村民重新插苗，传授种植经验，有效

降低损失，保障了村民们的收益和劳动成

果。除了技术上的指导，里水镇政府也对

灶岗村双皮黄番薯被假冒的情况作出了相

应的对策。

袁均耀说，曾经有一名商人驾车到他

的田地里购买番薯，要求亲自见证番薯从

田地里挖出来的过程，非亲眼所见的不

买。通过交谈后得知，该名商人之前从外

地订购了一批灶岗村双皮黄番薯，结果到

手的却是其他品种的番薯，无奈之下他只

好亲自驾车前来实地采购。

因此，袁均耀第一时间与里水镇农业

农村办公室联系，希望进一步维护灶岗村

双皮黄番薯的品牌。

12月7日，里水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工

作人员前往灶岗村，与村民代表一同商讨

为灶岗番薯申报农产品地理标志。进一步

规范双皮黄番薯的种植、销售，同时保护双

皮黄番薯正宗口碑，让消费者不再上当受

骗。

里水镇农业农村办表示，目前正在筹

备灶岗番薯及里水香水百合、蝴蝶兰、锦鲤

等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申报工作。申报农产

品地理标志，有助于本地区特色农产品的

宣传、展示及展销，提升农产品价值让当地

种植户受益的同时，丰富梦里水乡品牌形

象，让越来越多人了解里水，关注里水。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欧林菊

见习记者卢知航

灶岗村共有330多户家庭，

95%的家庭都会种植双皮黄番

薯，从5角钱一斤的“白仔”到6元

一斤的“双皮黄”，不仅大大改善

村民的生活，也成为了灶岗村的

文化。对老一辈农户而言，每一

条番薯都承载着情怀。

目前，灶岗村种植双皮黄番

薯的田地多达300亩，村内每户都

有种植，但种植的劳动力多为长

者，最年轻也已50多岁，村里的年

轻人都外出务工。劳动力结构老

龄化，宣传渠道落后，成为灶岗村

番薯产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挖番薯的过程需要长时间弯

腰发力，因此农户们的背部经常

会感觉酸痛乏力。村民袁金晃邀

请江门的朋友一同搭档种植番

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态

也有所下滑。家里的小孩外出务

工，不会关注家里农地的发展，只

好邀请朋友来帮忙。”他说。

怎么突破这些发展瓶颈呢？

袁均耀希望接下来顺着乡村振兴

的东风，向政府争取更多的资源，

吸引年轻人回乡发展，将双皮黄番

薯的技术和文化传承发扬下去。

灶岗村的老农户们常说起一

句话：“耕田勤换种”，随着农作物

对土壤环境的适应等因素，产量

也会随之减少。而且灶岗村番薯

传统的销售模式也要逐渐适应网

络时代，但是大部分农户不精通

电商等销售途径，这制约了双皮

黄番薯的销售和品牌传播。对于

这一问题，袁均耀也有自己的想

法：“年轻人更容易适应新事物，

对互联网也非常熟悉，刚好能补

齐老一辈农户没有的思维和知

识。未来将会增加与年轻村民的

沟通，拓宽宣传途径，加深年轻村

民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继而吸

引他们回乡接棒这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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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和顺灶岗村，美景大桥转

金逢路，过海畔花园后，沿着金逢路

边就可以看到连片的番薯田。

公交：可导航“海畔花园”公交

车站，下车后，前行两三百米即可看

到番薯田。

采摘价格参考：6~7元/斤，具体

以农户交易为准。

咨询电话：

袁均耀 13535653453

袁金晃 13415703964

袁国彬 13709658207

尝鲜贴士：刚买回来的番薯可

以先放两天，收一下水分，这样番薯

吃起来会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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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带上孩子一起

体验丰收的喜悦。

通讯员袁小青供图

▲农户正在田地里

清除红薯苗。

▲

游客到灶岗村体验

挖番薯。 受访者供图

▲

灶岗村村民把刚刚

挖出来的番薯抬回家。

通讯员袁小青供图

▲

蒸熟后的双皮黄番薯。

受访者供图

▲ 田里刚挖上来

的双皮黄番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