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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下旬，南海区狮山镇谭

边社区的瓜农陈晚华终于清闲

下来，他地里的大顶苦瓜多已摘

完，被送到不远处的年年好景酒

楼。在大厨的巧手摆弄下，这个

圆碌碌的小瓜被赋予新生，摇身

变成108道特色菜肴，诱惑着无

数饕客的味蕾。

每年4月至9月，谭边社区

特有的大顶苦瓜上市，吸引区内

外游客前来品尝。这一比普通

苦瓜含糖量高出10%的小瓜，

苦里带甜，引得德国旅游团连续

7年造访，魅力无穷。它不仅满

足了海内外食客的口腹之欲，也

让谭边社区居民和南海区狮山

镇对口帮扶地区的贫困户尝到

了致富“甜头”。

走进谭边社区，瓜田四处绿意

盎然。大部分苦瓜已经采摘完毕，

只有黄色的小花点缀其中，引人注

目。

在谭边社区，大顶苦瓜已有数

十年种植历史。比起普通的苦瓜，

形似“雷公凿”的大顶苦瓜含糖量要

高出 10%，吃起来更加爽口和甘

甜。大顶苦瓜外观青绿、口感爽脆

的特点，也令其始终在市场占有一

席之地。

年过六旬的陈晚华，有着近35
年的瓜果种植经验。在他年少时，

父辈们只是将大顶苦瓜作为一种普

通蔬菜种植，种植面积很小。

改变源于一次调研。

陈晚华介绍，1997年前后，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组成专家组来到谭

边社区，对当地水质、土壤进行调研

化验。经过三年的实地种植，结果

显示当地水质清甜、土壤养分丰富，

非常适合大顶苦瓜生长。

调研结果一出炉，大顶苦瓜便

走上了外销的“快车道”，曾畅销港

澳，引得越来越多人种植这一特色

产品。2002年，谭边社区还获得

“大顶苦瓜品牌村”的美誉。

大顶苦瓜的“走红”，带旺了周

边的酒楼餐厅。而大厨们使出浑身

解数做出的苦瓜美食，又让大顶苦

瓜焕发了新活力。

位于谭边社区的年年好景酒楼

是大顶苦瓜名店。早上9时许，酒楼

的厨师们已经忙着将大顶苦瓜去瓤

并切成一片片薄片，准备将其做成

店内最知名的菜式：大顶苦瓜刺身。

爽脆、甘甜的口感，是大顶苦瓜

刺身的灵魂，这道由本地粤菜师傅

首创的新式菜品一经推出，就受到

了热捧。其实，年年好景酒楼自

2005年开始制售苦瓜刺身，该酒楼

总经理范永成表示：“苦瓜刺身的创

新灵感来自顺德鱼生。”

此后十余年间，小小的大顶苦

瓜踏上了中西方结合的粤菜美学之

旅。如今，包括苦瓜刺身在内，全身

“功夫”已有108式。从刺身到煎、

焖、焗、炸，从热菜冷盘到点心主食，

小瓜变幻出过百种风味，藏着美食

大学问。

一个瓜的“走红”史

一个大顶苦瓜从瓜农的大棚，到端上

消费者的餐桌，最近不过几百米。在谭边

社区的大顶苦瓜种植基地附近，藏着不少

美食店，这为大顶苦瓜的产销对接提供了

便利，食客们也能品尝到最新鲜、品质最好

的苦瓜，实现瓜农、商家、消费者的多赢。

靠着大顶苦瓜，陈晚华一家每年就能

获得三四万元的收入。陈晚华记得，种瓜

35年，最高峰时，他承包了4亩地种植苦

瓜，苦瓜上市时，他和家人每天要摘1200
斤苦瓜。“辛苦，但是值得。”陈晚华说，大

顶苦瓜让他们一家过上了“甜”日子。

靠着大顶苦瓜这个特色农产品，年

年好景酒楼也打响了名号。范永成介

绍，15年间，这家店从最初的200平方

米扩充至如今的5000平方米，日均客

流量也翻了十倍。

客流量大，原材料需求量随之增加。

为此，酒楼积极开拓进货渠道，以略高于

市场价的价格向本地瓜农收瓜。如此，年

年好景能够确保原材料新鲜度，瓜农也能

解决销路问题，互利共赢。

大顶苦瓜不仅是范永成和陈晚华的

“致富瓜”，也是许多贫困户的“脱贫瓜”。

7月15日，1000斤来自狮山镇对口帮扶

的云浮市云城区前锋镇前锋村的大顶苦

瓜，被装车运回年年好景酒楼。

目前，大顶苦瓜已成为前锋村产业扶

贫的主要项目之一。该项目通过以购代

捐的形式进行帮扶，由年年好景酒楼输送

种子和技术，产出的苦瓜按照兜底价卖给

该酒楼，所得收益为村集体所有。

一边是脱贫致富的村子，一边是消费

旺盛的城市，又是一种双赢的实践。“扶贫

干部带动村民增收，我们也有了优质货

源，这样的合作非常棒！”范永成说。

一个瓜的“致富”经

一连7年，每年6月，一个来自德国

的旅行团都会在年年好景酒楼预定5
桌大顶苦瓜宴，品尝这一狮山特色美

食。今年，远方的客人未如约而至，热

情好客的范永成有些可惜：“如果不是

受疫情影响，他们肯定会再来。”

小小一个瓜，赢得外国友人的青睐，

折射出食客对大顶苦瓜魅力的肯定，也折

射出狮山镇将大顶苦瓜品牌化的努力。

狮山镇城乡统筹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该镇通过软硬兼施，对特色

农产品进行扶持，不断提升大顶苦瓜的

种植水平。一方面，加大资金投入进行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如改善排灌系统

等，为乡村振兴打好基础。

另一方面开展培训帮扶，定期邀请

专家为瓜农进行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产品质量。

2018年，该镇还曾与佛山科学技术学

院共同合作，借力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专

业的农产品培育技术，推动大顶苦瓜的

产业发展。

目前，谭边社区的大顶苦瓜种植以

散种为主，未形成规模。对此，狮山镇

城乡统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该镇将会继续推广种植大顶苦瓜，探索

土地集约化模式，如引入大型企业、以

合作社等模式进行规模化种植，提升大

顶苦瓜的产量。

在开展种植帮扶的同时，狮山镇还

积极探索举办苦瓜节、开发旅游线路等

路径，提升大顶苦瓜的知名度、美誉

度。同时将大顶苦瓜文化融入社区居

民的生活中，提升居民对大顶苦瓜文化

的认同感。

目前，谭边社区力生村正借力乡村

振兴战略进行滨水长廊绿化改造，拟将

大顶苦瓜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依托滨水

长廊休闲公园打造大顶苦瓜品牌村基

地，助力弘扬大顶苦瓜文化。

一个瓜的品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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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顶苦瓜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