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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黄骨鱼收成季
节了，现在气温高，管理
得更加细心。今年市道
好，黄骨鱼塘头价比平常
年份提高了三成，今年净
利润应该有20万元。”每

天早上7时许，南海西樵镇儒溪村养殖户关锦荣都会来自家
的鱼塘巡看，想着就快出鱼了，丰收的喜悦洋溢在脸上。

儒溪村是养殖黄骨鱼的品牌村，每年产值超3亿，可以为
养殖户带来纯收入8000万元以上。

在南海，像儒溪这样的特色农业品牌村各镇街都有，已成
为乡村振兴的名片。西樵，万亩鱼塘浮光跃金，一条条新鲜活
鱼通过冷链货车销往全国各地；狮山谭边，刚摘下的大顶苦瓜
第一时间送到预订的酒楼，加工后的苦瓜刺身立马售罄；里水
贤鲁岛，鲜花怒放，游客流连于田间乡野……

近年来，南海因地制宜，7镇街立足本土农业优势，深入
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打造出富有岭
南特色的“一镇一品”特色农产品名片，走出了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振兴之路。

每到盛夏，位于狮山镇谭

边社区的年年好景酒楼便会食

客满座。这些食客从省内外慕

名前来，其中不乏港澳同胞和

外国人，德国旅游团甚至连续7
年来尝鲜，只为品尝一道美食

——大顶苦瓜。

大顶苦瓜，是产自谭边社区

的特色农产品，形似“雷公凿”，

含糖量比平常苦瓜高出10%。

这个圆碌碌的小瓜，在厨师的鬼

斧神工下，可变成108道特色菜

肴。从刺身到煎、焖、焗、炸，从

热菜冷盘到点心主食，每道菜都

让人大快朵颐。

“大顶苦瓜苦里带甜，不仅

是特色美食，也是乡愁文化。靠

着这味特色农产品，年年好景也

打响了名号，15年间日均客流

量翻了十倍。”年年好景酒楼总

经理范永成表示，很多海外的南

海乡亲都冲着品尝这道特色菜

来的，他们更多的是想念当年那

种在乡村生活的味道。

无独有偶，出自大沥的“盐

步秋茄”，也因其皮薄、肉嫩、味

甜而备受食客追捧。而桂城竹

笋“吊丝丹”、丹灶霸王花等特

色农产品，也因美食而走红。

除了原生态的食材和精湛

的厨艺外，浓浓的乡村气息，也

是吸引食客慕名尝鲜的原因。

在南海，最接地气的美食，并不

是盘踞在高档酒楼饭店，而是

散落在乡村角落。

近年来，南海在城乡面貌

和生态发展上不断深入探索，

先后启动“公园化”战略、“美村

计划”、百村升级计划、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等工程，重点打造

10个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和3
个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使乡

村的颜值和品位不断提升，让

人赏心悦目。

以年年好景酒楼为例，它

的选址便在乡村。酒楼数百米

以外，是大顶苦瓜的种植基地，

食客可以看到一片绿意盎然的

瓜田。而走进酒楼，精心栽种

的瓜果、花木，也让人顿感清

新。

从地里种的瓜果蔬菜到餐

桌上的佳肴，特色农产品的“变

形记”，正是南海特色农业创

新发展的生动写照。

不管是大顶

苦瓜、盐步秋茄，

还是桂城吊丝

丹、丹灶霸王

花，这些特色农

产品，在寸土寸金

的南海，并未进行

大规模种植。在没

有量产的情况下，特色

农产品靠什么创造附加

值？

通过注入美食、乡愁等元

素，正是让特色农产品焕发新

活力的奥秘所在。以菜为媒，

南海通过“种植户+餐饮企业”

的模式实现多方共赢。餐饮企

业依托特色农产品打响名号吸

引食客，种植户通过包销实现

产销两旺，城市也因美食而多

了一张名片，并由此带动餐饮、

旅游等产业“井喷”，最

终实现以菜兴业、

以菜富民，以

菜兴城。

每日，数千箱“睡着”的新

鲜活鱼，都会带着属于自己的

二维码，“坐”上一辆辆冷链货

车，从位于西樵的广东何氏水

产有限公司，奔向北京、济南、

兰州等国内50多个城市千家

万户的餐桌上。

何氏水产是广东省重点

农业龙头企业，也是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它一头连着本地

养殖户，一头连着广阔的全国

市场。通过“公司+农户”的模

式，何氏水产带动上游合作养

殖户超过1.8万户、水产养殖

面积超过3万亩，实现带动水

产品年交易量超6万吨、产值

超20亿元。

何氏水产在全国的崛起，

正是南海大力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特色产业

转型升级的缩影。

站在技术创新维度，何氏

水产自主研发“活鱼低温暂

养、纯氧冷链配送”技术，突破

鲜活水产品运输的技术难题，

实现“南鱼北运”，进一步扩大

了销售市场。而构建“一鱼一

码”的食品安全溯源体系，也

倒逼了当地水产养殖户通过

连片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养

殖，确保每条鱼的质量安全。

站在产业发展维度，何氏

水产集淡水鱼养殖、研发、收

购、暂养、物流配送于一体，直

接带动当地水产养殖、物流配

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形成

了良性循环的产业链。

站在乡村形态维度，何氏

水产所在地西樵，保留着珠三

角面积最大、最完整的桑基鱼

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

“世间少有美景”。通过龙头

企业带动，不仅使西樵的桑基

鱼塘得到活化，也提高了当地

养殖户的养殖效益，实现农村

产业振兴。

一条鱼，不仅可以窥见南

海水产养殖产业全链条集聚

发展的过程，更能窥见特色产

业区域品牌的崛起之路。

九江镇是中国淡水鱼种业

主要发源地，2011年，获评“中

国淡水鱼苗之乡”。

2017年，九江启动水产

品牌三年行动计划。其中，九

江镇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珠江水产研究所，共同构建“九

江鱼苗”地方标准体系。

随着品牌的发展壮大，九

江鱼苗进一步打开了销售市

场。目前，九江镇水产养殖面

积为3.4万亩，

水产养殖年产

量超 10万吨，

近年年均淡水

养殖总产值超过

14亿元，其中加州

鲈鱼苗的孵化量占全

国总孵化量的六成。

2020年，九江镇再次把

握发展机遇，提出创建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围绕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筹建九江鱼花研究

院、打造科创型企业孵化载

体、打造一批优质品种品牌、

完善优化全产业链等五大建

设方向，形成“育繁推”一体化

产业体系。

这一次，九江镇再次携

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

水产研究所，高规格筹建现

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重点围

绕九江鱼花开展科研项目，

通过紧密的“所地”合作，加

强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水产

业提质增效。

从农业龙头企业的做大

做强，到特色产业区域品牌越

擦越亮，不难发现，南海特色

农业的产业链在不断延伸，从

生产、流通到销售，乃至科研，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人才等

创新要素起到关键作用，为乡

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8月，位于里水镇的贤鲁岛

成了花的海洋，波斯菊、向日葵

等各色鲜花次第盛开，与环岛

绿道、蓝天、镬耳屋交相辉映。

每到周末，这个色彩斑斓的“江

心岛”便成了网红打卡地，吸引

着众多珠三角城市群乃至港澳

旅客慕名前来，流连忘返。

从寂寂无闻的孤岛到游人

如织的4A级景区，贤鲁岛仅

用了5年。5年前，贤鲁岛还

是穷乡僻壤，除了种

养没有其他产

业，大部分

村 民 出

外谋生，岛内甚至没有餐饮店，

村民想喝早茶都需要跑到岛

外。如今，因为一片花海，外出

的村民纷纷返乡做起旅游生

意，通过发展农家乐、休闲垂

钓、采摘体验、出租自行车、卖

特产等观光休闲项目，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致富。

贤鲁岛蝶变的背后，是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在

里水加速形成。里水是中国香

水百合名镇，也是中国四大蝴

蝶兰集散地之一，2019年里水

花卉销售产值超10亿。近10
年来，里水镇以花为媒，成功打

造了百合花文化节、岭南新春

水上花市两大品牌活动，并通

过整合推广生态、旅游、文化等

丰富资源，以产业联动催生“美

丽经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在一产方面，里水通过盘

活存量土地，对原有的零星土

地进行统一整合连片开发，重

点打造万顷园艺世界、南海花

博园、梦里水乡百花园、贤僚千

亩鱼塘等超千亩的现代农业示

范项目，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

增收；在二产方面，里水积极开

展东部工业园、大冲工业区、海

南洲三个超千亩村级工业园改

造，打造城产人融合的新型社

区；在三产方面，里水重点发展

文旅产业，构建“南有梦里水乡

风情游，北有岭南农业大观园”

全域旅游小镇格局。

然而，里水并不止步于

此，作为佛山市“百里芳华”乡

村振兴示范带的起点和南海

区连片乡村振兴先行区，去年

底，里水镇政府与乡伴文旅集

团签订了包括《佛山市南海区

里水镇理想村文旅开发项目》

等在内的多项协议，携手打造

珠三角第一个乡伴理想村

——里水理想村。

三年内，理想村项目将投

入约3亿元，建设成为高端民

宿集群，并打造成集精品民

宿、花卉文化以及龙舟文创文

化、乡创文化的综合体，通过

高端民宿集聚和文旅产业，推

动里水南北两大乡村振兴精

品示范线建设，逐步将里水打

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最美岭南

水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里水作为南海区的传统农业大

镇，积极发挥生态优势，通过引

进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和重大文

旅项目，把管理、技术、资本、人

才等城市资源要素引向乡村，

实现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农业

更强，为全域乡村振兴、城乡融

合发展提供了示范样本。

在刚过去的一个月，珠江

时报记者深入走访南海7镇街

田间塘头，满眼就是两个字：惊

讶。现在的南海并非农业强

区，却能因地制宜、因产施策，

走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振兴之路，也打开了城乡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

了南海农业发展的三个特点：

一是注入文化元素。南海

耕地面积不多，在工业化、城市

化程度较高的镇街，一些特色

农产品并未规模化种植，但通

过注入美食、乡愁等文化元素，

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通过美

食“变形”，量少质优的特色农

产品，成为了撬动餐饮、住宿、

旅游等产业发展的有力媒介。

二是特色产业集聚。在龙

头企业和现代农业项目的带动

下，高值花卉实现了连片种植，

万亩鱼塘实现了连片养殖。在

这个过程中，科技、人才等创新

要素向农村汇聚，催生了物流

配送、电子商务、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

三是生态效应凸显。近

年来，南海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催生了一批“望得见山

水、留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并以此为底色，通过“种风

景”，催生出“美丽经济”。里

水贤鲁岛花海、西樵渔耕粤韵

文化旅游园便是佐证。

南海的创新实践可以看

成是城市反哺农村、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的案例。

展望未来，在南海全力建

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的背景下，乡村发

展将迎来新机遇。在这个过

程中，南海的创新步伐可以迈

得更大。在这个网红时代，南

海不妨加大培育乡村网红经

济的力度，通过“直播带货”、

乡村“夜经济”等新形式，为乡

村文旅产业、新零售赋能。

“种风景”催生
“美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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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亚洲名厨精英荟南海表演赛暨首届桂城国际美食节，南海名

厨用大顶苦瓜和林岳吊丝丹竹笋烹饪特色菜。

大顶苦瓜是狮山谭边特有

的苦瓜品种，一直备受各方食

客追捧。

■里水是中国

四大蝴蝶兰集

散地之一。

■■西樵镇儒溪村千亩鱼塘西樵镇儒溪村千亩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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