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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荔枝红时。清晨 5 点，广
东茂名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的荔枝种
植户老刘早早开始采摘荔枝，4 个小时
后，他开着摩托车把刚摘完的50多斤荔
枝送到收购点，随即折返采摘下一批。
天气越来越热，果农们要赶在正午气温
升高之前多采收荔枝，卖个好价钱。

茂名是广东省重点侨乡，也是荔枝
之乡。目前，茂名荔枝种植面积近 140
万亩，年产量近 60万吨。近年来，茂名
市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推动当地土特产
从小特产向大产业转变。

果园里，红彤彤的荔枝挂满了枝
条。一辆印着“田头小站冷链”字样的
货车车厢内，数千斤荔枝已经通过预冷
去除了“田头热”，使得保鲜期有效延
长。之后，它们将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
国各地销售。

高州市根子柏桥龙眼荔枝专业合
作社社长何达为说，通过高效冷链物
流，当地荔枝可在 24小时内“从田头到
餐桌”，送达华北、东北等地的消费者手
中，“最近，我们每天都有上万斤荔枝运
往全国各地”。

鲜果加工厂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一年前，投资 3亿元的广药王老
吉广东荔枝（茂名）产业园在高州投产，
其集荔枝清汁生产、荔枝饮料罐装生产
为一体，年产值约4亿元，创造了500个
就业岗位。如今，茂名荔枝精深加工产
品已达30多种，“一年四季吃上荔枝”成
为现实。

在“生产、加工、科技、品牌、文旅”
全产业链发展下，茂名全市 90%以上的
镇、街道、国有农场种植荔枝，85%的农
户从事荔枝产业，荔枝龙头企业达到27
家，荔枝全产业链年产值超百亿元。

不久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对菲律宾正式生效，茂名
荔枝紧抓机遇拓展市场。6 月 2 日，一
批重达 20 吨、货值 32 万元的鲜荔枝获
得 茂 名 海 关 签 发 的 首 份 对 菲 出 口
RCEP原产地证书，得以实现“零关税”
进入菲律宾市场。

“今年公司接到的海外订单比去年
多，其中不少是新客户。”广东泽丰园农
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波说，“我们用
好 RCEP 政策红利，推动荔枝扩大出
口、香飘世界。”

据当地统计，2022年茂名荔枝出口
量达 5156 吨，同比增长 77.18%；出口额
10300 万元，同比增长 121.22%，海外市
场进一步扩大，实现了出口量、出口额双增长。2023年，茂
名荔枝出口量预计同比增长30%以上。

在茂名，从小特产走向大产业的，不只是荔枝。近年
来，茂名基于一方水土、突出地域特点，大力打造荔枝、龙
眼、化橘红、沉香、三华李“五棵树”、罗非鱼“一条鱼”和高
凉菜“一桌菜”等特色产业。2022年，茂名“五棵树一条鱼
一桌菜”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422 亿元，从业人员达 58.9 万
人，带动每户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

“一果兴，百业旺。”在特色产业带动下，茂名市农业总
产值连续3年破千亿元。当前，在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的推动下，茂名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
衡难题，全面壮大县域经济、推进乡村振兴。

夏天的柏桥村，洋溢着甜蜜和丰收的喜悦。在当地宣
讲乡村振兴实践的“柏桥讲堂”上，人们分享着产业振兴的
做法和心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干事创业劲头十足。根
子镇柏桥村党总支部书记何郁说：“我们将做好果农增收
致富的带头人，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

茂名市委书记庄悦群表示，茂名将继续做好“土特产
文章”，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父老乡亲有更多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新华社电 记者徐弘毅）

浙江临安乡贤助力小山村发展振兴

乡村兴旺，吸引游客来“相见”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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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空心”山村

相见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龙岗镇，海拔500—800米，靠山临崖，
面向峡谷。由于地处偏僻，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这儿都是浙西山区最人迹
罕至的角落之一。

2014 年底，负责浙西大峡谷景
区运营的潘青青和旅游公司同事们
一起，考察峡谷沿线各村庄的旅游
发展情况。这一年，民宿经济方兴未
艾。她希望在这些村庄里，找到传统
景区转型的契机，为家乡临安的发展
出一份力。

到达相见村这天，正下冬雨。潘
青青和同事们刚一入村，从峡谷底部
升腾而上的云雾就把一行人包裹在了
其中。一时间，空山新雨，云雾缭绕，
望向峡谷对岸，满眼绿竹松涛。水墨
画般的景色让潘青青感到震撼。

那时，相见村还是个名副其实的
小山村。全村登记在册人口仅约 430
人，常住村民不足百人，平均年龄都在
60岁以上。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流失、
缺乏支柱产业、房屋及设施破旧等原
因，村子发展面临瓶颈。

“要把‘空心村’的资源‘盘活’，把
美景‘带’出大山！”潘青青当即决定，
发挥多年来在浙西大峡谷景区运营中
积累的经验，同时把在法国深造期间
学习的旅游管理知识用起来，为相见
村量身定制旅游发展方案。

不久后，潘青青与村政府签订了
整村开发合作协议，围绕民宿和休闲
业态开启探索。她一口气支付了 10
年租金，租下8幢老屋，并把其中一间
精心改建为民宿“相见茶舍”，自己直
接经营，其余几幢邀请志同道合的朋
友共同开发。2016 年 1 月，第一幢民
宿建成开业；2017年1月，第二幢民宿
投入运营；2018 年底，第三幢民宿正
式落成；2021 年，第四幢民宿对外营
业……渐渐地，整洁现代的民宿集群
出现在相见村。

民宿之外，潘青青还带头改造了
村里闲置的牛栏、猪栏和各类附房，建
成手作工坊、乡间茶酒吧、团建会议室
和伴手礼店，同时修整荒地，开辟为精
品稻田、菜园、茶园，并在田间修筑精
巧的竹寮、凉亭等，保留乡村风貌的同
时，也为游客提供丰富的体验项目。

如今，民宿集群渐渐拉动了整个
村的发展活力。不仅村里的老屋恢复
了人气，不少留守老人也在家门口

“开工”，在民宿和活动场所担任管家
及向导，或帮民宿种菜、种田。目前，
民宿为村民提供闲置房租赁收入达
600万元，每年为就业村民提供劳务报
酬达 100 万元。2021 年，相见村获评
首批临安区“侨亮乡村”示范点。今年
4月，潘青青主理的“相见茶舍”被评为

浙江省级“乡村侨舍”。

打造共富产业

发展乡村旅游，土特产是资源宝
库。潘青青介绍，相见村所在的龙岗
镇是“天目青顶”茶的重要产区之一，
当地出产的茶叶品质优良，独具特
色。然而，由于海拔较高，成熟期晚，
相见村的茶叶往往会错过一般采摘交
易的高峰期，很难卖上好价格，村民们
的种植热情也不高。加之劳动力流
失，村里近500亩茶田日渐荒芜。

为了帮相见村的茶叶擦亮招牌，
自 2017 年起，潘青青连续 3 年承办全
镇“天目青顶茶评会”，同时把“茶评
会”作为民宿的常设活动之一，每年春
季邀请游客烹茶论茗。

经过多方咨询，潘青青意识到，
村里的茶要想走出山谷，必须走产业
化、规模化的路子。为此，她出资购
买了一整套炒茶设备，捐赠给村集
体，并与相见村合作成立了茶叶合作
社，建起全镇第一家现代化炒茶厂。
2022年 4月，合作社试运营后的短短
7天内，就用10万元收购了村民采摘
的茶青。“合作社还雇用村里有经验的
老茶农进行茶叶炒制、包装，让老人
们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收益。茶厂所得
其余利润全部归入村里的共富基金，
用于改善村民生活。”潘青青说。

潘青青带头打造了 15 亩共富稻
田、5 亩共富菜园，为村集体累计增
收超过 50 万元。“田间种出的新米、
无公害高山蔬菜及相关农产品除了满
足民宿需求，还会作为伴手礼推出，
不少游客离开时都会把后备箱塞得满

满当当。”潘青青说。
当下，相见村的活力引来了更多

资源。“由于乡村旅游及民宿经济发展
火热，相见村得到了越来越多政府专
项支持。继 2017 年获得景观村落改
造资金、2019年获得道路拓宽资金后，
今年3月，村里还申请到政府的200万
元提升改造资金。我们计划把这笔资
金用于扩大茶厂产能并建设观光茶
厂，使茶厂进一步结合民宿集群，做好
农文旅文章。随着共富项目不断推
进，村民们的收入肯定还能再增长！”
潘青青说。

期待下次相见

不久前，来自新西兰的袁林夫妇
与家人一起来相见村度假。这已经是
他们第二次到相见村。在这里，他们
会专程去稻田里对坐品茶、在田间赏
花采果。“相见村的美丽风光让人流连
忘返，民宿的各项体验活动也让人耳
目一新。每次离开，我们都期待着下
次继续相见。”袁林说。

像袁林一样的回头客，相见村还
有很多。正是一系列充满乡村韵味和
人文气息的特色活动，让游客乐意
来、留得住。潘青青介绍，目前，除
了春季的品茶活动，相见村还在夏季
夜晚举办“萤火虫回家计划”，民宿主
人带领客人前往稻田，欣赏星星点点
的萤火虫；秋季丰收，潘青青会邀请
农业品牌主理人和新农人共同举办

“良食餐桌”，推广本地农产品；隆冬
时节，村里会邀请游客和全村老少工
具参与“封藏大典”，共封一坛新酒。
此外，村里还会策划推出“相见山谷
艺术节”、研学主题的“乡野四时计划”
等，在引来客流的同时，也让相见村
的名字越叫越响。

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相见村的村
民们都忙了起来。“‘相见茶舍’的房
间，两个月前就已全部订满，其中大部
分是来自上海、杭州的回头客。我们
和村民们已做好端午期间的民俗活动
策划，准备迎接客人到来。”潘青青说。

随着相见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村里的年轻人也在回归。几年前，洪
鹏辞去杭州市区的工作回到相见村，
把自家的老房子改建为“有来有趣”民
宿。稻田夜景、萤火虫放飞活动等已
成为他家民宿的招牌项目。

“曾经，村里人少，晚上七八点就
一片漆黑。如今，随着民宿集群发展
越来越旺，晚上站在山谷里远观，能看
一片灯光璀璨。”洪鹏说。

“古时候，相见村就是浙皖一带
的商帮约定见面的地方。现在，这里再
次成为八方来客的相见之地。”潘青青
说，“希望在相见村见到更多年轻面
孔，也希望更多新侨和乡贤投入乡村
振兴，让相见的故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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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晚霞映照下的长洲水利枢纽风光旖旎。
何华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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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福建省连江县下宫镇的鲍鱼养殖大户
忙着联系客户，等待月底鲍鱼起水上市；宁德市霞浦
县的养殖户刚刚收获、晾晒好一季海带，再放下龙须
菜种养；在宁德市蕉城区，大黄鱼在深水塑胶大网箱
中欢快畅游……放眼望去，福建蔚蓝大海上“夏种”

“夏收”场景颇为壮观。
福建的海岸线曲折，出产全国八成以上的养殖

大黄鱼、超过七成的鲍鱼和约五成的海带。“靠海吃
海念海经”，各色海鲜极大丰富了人们的餐桌。“蓝色
粮仓”丰收的背后，离不开对水产种苗的持续攻关
研究。

从高空俯瞰，宁德三都澳海面，渔排星罗棋布。
这里是大型的大黄鱼养殖基地，国家级大黄鱼原种
场也坐落于此。中国沿海野生大黄鱼资源曾几近枯
竭，科技人员在三都澳展开大黄鱼人工繁育研究，突
破了大黄鱼人工育苗和养殖技术。宁德市富发水产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炜豪介绍，原种场年繁育大黄
鱼原种子一代苗种3000万尾。

福建省连江县官坞海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哲龙说，该公司开发的“黄官一号”“闽优一号”等海
带苗种供应国内9省，市场份额约占全国40%。

数据显示，目前福建收藏绿盘鲍、河鲀、牡蛎等
优势特色种质资源约 7000份，建成水产苗种繁育场
2300多家。

“蓝色粮仓”正从近海推向广袤的深远海。乘船
从连江县苔菉镇出发，20多分钟后抵达鲍鱼深远海
养殖平台“福鲍 1 号”。平台所处的海域水深约 35
米，站在庞大的钢构基座上却仍然感觉十分稳当。

这座“钢铁森林”般的平台重约 1000 吨，年养殖 45
吨鲍鱼。

该平台负责人吴永寿说，深远海养殖平台将养
殖拓展到水质更好、海水交换量更大的海域，在这样
的环境里，鲍鱼的成活率增加 10%，产量增加近两
成。只需按下电动按钮，40多笼总重 1500斤的鲍鱼
便能乘坐“海底电梯”直升水面，1名工人1天可以照
看300笼鲍鱼，节约人工约60%。

在“福鲍1号”不远处的连江县定海湾海域，碧波
之上隆起三三两两的深远海养殖平台。登上大黄鱼
深远海养殖平台“振渔1号”和“定海湾1号”，养殖大
黄鱼在深海自由游动，品质接近野生大黄鱼，零售价
可高出传统养殖大黄鱼约4倍。

深远海养殖平台推动“蓝色粮仓”走向深蓝的同
时，也走向智慧。“振渔 1 号”“定海湾 1 号”呈横卧的
橄榄状，电力翻转养殖网箱有效地破解了传统网箱
附着物的“缀网”“破网”难题。“福鲍1号”养殖平台配
备了水质监测系统，海水的pH值、电导率、溶氧量等
数据可以实时传输至养殖户的手机，鲍鱼住上了“智
能粮仓”。

截至 2022 年底，福建累计投建深远海养殖平台
18台（套），养殖总水体超过47万立方米，深远海养殖
迈出坚实步伐。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福建立
足“大食物观”，大念“海经”，2022年渔业经济总产值
达3625亿元、水产总产量达862万吨，水产品人均占
有量和水产品出口额均居全国第一。

（据新华社电 记者庞梦霞）

在浙西大峡谷的云雾林海间，有一座相见村。8年来，
这座半山腰上的村庄逐渐亮起民宿的灯光，响起艺术节的
歌声，开辟出现代化的茶园。火红的日子，引得村民开
怀，游人如织。

从法国归来的潘青青多年来从事旅游行业。8年前，她
一头扎进相见村，从整村开发着手，帮助小山村逐渐走上
致富路。如今，这座美丽的村庄，旅游火了，产业旺了，
年轻村民逐渐回归，未来发展动力十足。

侨 界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