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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本报讯（记者张永幸）1月2日，新华
社聚焦湛江红树林种养耦合模式的开发，
实现红树林“点绿成金”。报道称，红树林
种养耦合模式的开发利用，让广东省湛江
市的百姓保护了红树林生态，还能通过水
产品养殖实现增收。成群的鹭鸟点缀在
郁郁葱葱的红树林中，清脆的鸟鸣犹如一

曲和谐的交响乐。
红树林种养耦合，即在宜林塘基、堆

岛等较高处种植红树林，在养殖塘、潮沟
等较低处养殖水产品，形成红树林、水域、
裸滩交错的种养耦合布局。

在麻章金牛岛，有一片红树林正变
身为“金树林”，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
益相统一。这里的红树林中“别有乾
坤”：岛堰之间红树林成簇生长，成群鱼
虾在水下畅游，这就是湛江红树林版“桑
基鱼塘”。

在南三岛，“红树林-贻贝-青蟹”养殖
生态系统正在形成，青蟹从露天的池塘搬
进每间100多平方米、有棚遮雨保温的

“小居室”。养殖户给蟹池投放活贻贝，而
这些“天然饲料”就来自近海的红树林和
河沟。涨潮后，海水经过红树林过滤，进
入蟹池作为养殖水，一周后蟹池排水流进
贻贝养殖段，其中的青蟹排泄物、饵料残
渣不仅可以作为贻贝的营养物质，还能滋
养红树林。

这种红树林种养耦合模式，探索出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养殖路径，既能保护红树
林生态系统，还能让养殖户守着红树林

“有饭吃”。
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

赢？近年来，我市开展“红树林种植＋养
殖耦合”生态型经济试点工作。2022年

4月，湛江湾实验室成立粤西首家红树
林保护研究中心。同年5月，湛江湾实
验室选中了麻章区金牛岛作为红树林种
养耦合模式研发的长期定位观测基地。
基地主要由六口养殖塘组成，各口塘在
植被占比、养殖品种、生产模式等方面有
所差异。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红树
林种养耦合模式，蕴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智慧，助力金牛岛红树林“点绿成
金”，找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
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走
出一条红树林保护和水产业发展双赢的
新路子。

红树林种养耦合模式实现“点绿成金”

本报讯（记者杨雅丽 见习记者陈
妍 通讯员郑宗杰）摘果、分选、打包、装车
……近日，记者一行在遂溪县界炮镇各乡
道看到，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奏响着
圣女果的“丰收曲”。

当天，记者走进江头村圣女果种植基
地，一颗颗圣女果镶嵌在鲜嫩的绿叶中，
红彤彤的果实晶莹透亮，一串挨着一串，
在翠绿的藤叶间若隐若现，十分诱人。数
十名工人手持水桶，忙碌地穿梭在藤架
间，熟练地将成熟的红色圣女果采摘进桶
中并运送至一旁等候的车辆里装筐。

“今年圣女果大丰收，我们种了700
多亩，每亩产量可达8000斤，已采摘了20
余天，约有40多万斤，预计今年总产量有
500多万斤。”湛江市铭景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铭景农业”）总经理陈建平
告诉记者，2019年，他返乡种植圣女果，建
立铭景农业，并率先在江头村建立圣女果
生产基地、大型冷库等配套设施，吸引不
少村民陆续加入圣女果种植队伍。

一直以来，铭景农业以“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为农户带来极
大便利，农户从铭景农业购买果苗，寻求

种植经验，等待种植的圣女果成熟后，可
选择由铭景农业来收购。铭景农业副
总经理陈家斌说，“采摘期每天都要用
到工人，去年高峰期需要的工人达800
人，附近许多妇女过来干活，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

“之前，我们的收入主要靠种地和外

出打工。自从铭景农业开始种植圣女果，
我一直负责田间种植工作，在家门口都有
活儿干，还比以前挣得多。”正在田间里忙
碌的陈阿姨满脸笑容地说。

卸货、清洗、筛选、称重、包装……在
距离江头村约6公里的遂溪县承丰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包装车间，处处呈现一派热

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在宽敞、明亮的车间
里，该合作社负责人陈土松正忙着和工人
将从田间新采摘的圣女果从货车搬下来，
进行称重和品尝，确保每一批次的果实都
符合出售标准。在包装车间的另一边，一
筐筐圣女果被送上流水线输送带进行清
洗，一旁的工人对清洗干净的果实进行仔
细地分拣后，整齐地摆放进精心设计的包
装盒中，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我们的‘千禧果’种有200多亩，现
在共采摘了10万多斤，主要销往广州、深
圳连锁商超，及北京、浙江等地区批发市
场。”望着自己的圣女果，陈土松深感欣
慰，他表示，今年天气好，圣女果的甜度较
往年高一些，果实品质较好，收购价在7－
9元/斤。采访得知，他除了种植圣女果，
还培育圣女果苗，并回收村民圣女果帮助
销售，助农增收致富。

正在挑选圣女果的采购商左先生向
记者介绍，他来自安徽合肥，家里做水果
批发生意有20余年，今年是第一次来湛江
采购。他认为，“界炮圣女果甜度高、果实
饱满，品种上乘，深受顾客青睐。近期，我
每天都会采收一车，约1万多斤运回浙江
嘉兴批发市场，预计将在界炮采购200余
万斤圣女果。”

时下正值界炮镇圣女果上市旺季，供
不应求，田头收购价稳定在9元/斤左右。
据悉，现今界炮圣女果种植面积已达
15000亩，培育了一个“亿元村”。

遂溪界炮： 圣女果喜获丰收 采摘销售两旺

工人在采摘圣女果。 本报记者张锋锋 摄

乡村振兴

文/图 本报记者张永幸

它出现在欧美西餐厅的桌子上，出
现在唐人街的家庭摆件中，出现在东南
亚华人区的橱窗架子上，它是在海外最
常见的“湛江制造”，它就是来自湛江的
富贵竹。

风水轮、一桶金、金字塔、大三塔、“菠
萝”……多种造型精美的富贵竹整齐装箱
启运海内外。这是2023年12月31日，记
者来到遂溪县建新镇黄宅村，走访广东广
恒园林有限公司看到的一幕。冬日暖阳
下，企业加工厂内一派火热的劳作景象：
开料、扎料、包装、搬运，工人们在各自岗
位上紧张有序地忙碌。

企业负责人黄大强说，临近春节，富
贵竹订单比平时增加不少，现在每天有近
百名工人在田头和车间开足马力赶订
单。富贵竹不仅销往国内各大城市，也销
往新加坡、欧美、马来西亚、印度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

在公司，黄大强负责接单、销售、发货
等工作，妻子则负责富贵竹种植、培育和
收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种植专家”，“夫
妻档”诚信经营了20多年，把小小富贵竹
做得越来越大。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在遂溪县
建新镇，经过多年发展，富贵竹产业颇具

规模。作为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广恒园林是遂溪全县富贵竹生产规模最
大、唯一具有出口资质的企业，是建新镇
富贵竹产业的领头羊。公司目前有三大
厂区，位于黄宅村的加工基地就占地上
万平方米。

黄大强介绍，每年公司富贵竹销量有

200多万盘，带动周边2000多名农户在家
门口就业。他们或种植富贵竹供应公司，
或进入公司帮工挣钱。富贵竹收割时节，
黄宅村周边七条村几乎全民动员，收割、
剥叶、清洗、整理，然后运去广恒厂区。

建新镇村民周白权说：“干多得多，这
样挺好的，可以贴补家用。”村民韦惠梅

说：“骑电动车几分钟就到厂了，一个月赚
三四千块钱，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也可以
照顾家庭，我非常满意。”

据统计，建新镇种植富贵竹面积近
2000亩，年产6000万支，年产值约8000
万元，有多个富贵竹加工厂。目前，“百千
万工程”正深入推进，建新镇领导主动上
门开展“暖企”行动，问需求、献良策，实实
在在促发展。

下一步，广恒园林将依托“田间学校”
这个平台，通过技能培训、实践操作，提高
农民的农业技能，与当地政府、农业部门
加强交流对接，提高产品竞争力，推动企
业可持续发展。

开展“百千万工程”以来，建新镇政
府紧紧围绕产业振兴的主线，做好“土
特产”文章，稳步推进电商平台和产品
展示厅的建设，助力富贵竹产业高质量
发展。

作为湛江市农业经济管理干部学
校的“老学员”，黄大强刚刚参加了

“2023年广东省高素质农民（农业经理
人）培训班”并到北京大学参加特训。
他兴奋地表示，有湛江市农业经济管理
干部学校的不断充电赋能，借着“百千
万工程”的东风，公司在生产用地、发展
资金等方面得到了县和镇两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他做大做强富贵竹产业的信
心越来越足了。

富贵竹让乡亲们的日子添富贵

工人在加工富贵竹。

百县千镇万村百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高质量发展工程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吴金

梅 闫春燕）1月1日，中科炼化生产的2万
吨优质柴油通过油品管输通道安全出
厂。元旦假期，中科炼化安全生产“不打
烊”，能源保供不停歇，大家坚守岗位，确
保安全平稳生产，有力保障市场供应。

假期期间，该公司坚持党员干部在岗
带班、坚守岗位、精心巡检、严格操作，精
细组织生产调整，保障装置安全环保运
行，实现加工原油 11.5 万吨，生产乙烯
7200吨；紧盯产品生产、交库、出厂一体化
运行，每日加强产销动态监控，强化各种
运输方式衔接，实现成品油累计出厂超5
万吨；同时充分利用公路和铁路双运输方
式，为佛山、惠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客户提
供树脂产品约7500吨，全力保供珠三角及
西南地区市场。

中科炼化：

做好假期生产保供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裴尧 陈
亚金）1月1日，记者从湛江港集团获悉，
2023年，该集团全年货物吞吐量完成1.13
亿吨、同比增加12％，创历史新高；主要货
类铁矿石、煤炭、石化、粮食、硫磺、化肥同
比均实现正增长。

2023年以来，湛江港集团积极拓展
铁矿石保税转口东南亚业务和保税原油、
燃料油、稀释沥青等中转业务，恢复保税
期货原油交割复运出口业务和原油过驳
业务，抓住契机重启澳煤进口业务，开辟
集装箱航线5条，促进全年吞吐量目标圆
满收官。

在口岸单位大力支持下，该集团创新
船舶联检机制，大幅压降联检时间，全年船
舶平均在港停时、船舶待开工时间分别同
比压缩8％、12％；持续发挥40万吨级航道
和码头规模效应，全年接卸40万吨级船舶
艘次同比增长54％。针对重点船舶，该集
团根据潮水时间科学合理制定整船目标，
逐船开展班计划对标活动，跟踪兑现大船
联动“踩点”要求，重点船舶接卸效率同比
提升7％，火车在港停时同比压缩3％。

湛江港集团2023年
吞吐量再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陈彦桦 邹
小玲 何志）2023年12月31日，一艘运载
7.26万吨进口大豆的“天后”轮靠泊在湛江
港霞山港区码头，等候在泊位的霞山海关
查验关员立即对该批大豆开展表层检疫
作业，确认无异常后立即办理准卸手续。

“我们年末生产量都特别大，厂里原
料库马上就见底了，之前一直担心原料供
应跟不上会影响交货日期，看到这批大豆
顺利入境，我的心头大石总算放下来了！”
湛江渤海农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张扬说。

霞山海关积极优化监管模式保障辖
区粮食加工企业原料供应，组织业务骨干
对进口企业给予全方位指导，开辟进境粮
食“绿色通道”，推行“5＋2”预约查验模
式，全面落实“两段准入”“附条件提离”等
措施，实现查检、装卸和调运无缝衔接，提
高卸货效率。同时，该关大力推进有害生
物和外来物种初筛鉴定室建设，进一步压
缩检测周期，拉紧作业链条，增强疏运能
力，有效降低货物在港成本，不断提升进
口粮食通关效率。据已接受申报数据预
估，2024年1月上旬约有7艘次42万吨粮
食从霞山口岸进境。

几公里之外的湛江港宝满集装箱码头，
湛江海关霞海海关综保区监管科现场关员
一直值守到凌晨1时，直至监管完最后一柜
冻水产品进入湛江保税物流中心（B型）（下
称B保），再离开B保运抵湛江港码头。

据悉，霞海海关综保区监管现场根据
企业实际需求，元旦假期加班加点，指导
企业利用B保“进区视同出口”政策功能，
以及“先出区后报关”的监管措施，全力支
持辖区水产企业做好年末产品出口。

“海关加班加点，全力支持我公司近
500吨产品在年末得以顺利出口。”湛江国
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张剑
峰表示。

据了解，霞海海关立足企业所需所
困，充分发挥保税政策功能作用，元旦假
期加班加点，除了解决冻水产品出口问题
以外，还为企业解决了原糖、饲料在湛江
综保区的进口出区问题。

据统计，元旦假期，湛江海关累计为
29家企业办理业务加班140人次，验放煤
炭、原油、铁矿石、水产品等进出口货物货
值约12亿元。

稳外贸保供“不停歇”
监管服务“不打烊”

霞山海关

本报讯（记者文秋华 通讯员吴智雅
林平兰）1月1日，雷州市百年根艺基地“国
玉创意艺术工场”揭牌。

雷州百年根艺基地设立“国玉创意艺
术工场”，旨在结合雷州根雕、雷州石狗、雷
州窑等非遗形式，研发生产销售一系列雷
州文创产品，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雷州市百年根艺基地由残疾人、雷州根
雕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国玉创办，是全
国残疾人文创基地、湛江非遗雷州根雕传承
基地。“我们希望通过文创产品让更多人了
解雷州文化，同时帮助更多残疾人通过自己
的辛勤劳作过上美好生活。”陈国玉说。

创意艺术工场揭牌

打响打响““红树林之城红树林之城””
特色品牌特色品牌

新华社聚焦湛江红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