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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全力东融连湾区  产
业焕发高质生产力

湖南宜章县大元村：人乐
鱼欢庆中秋迎国庆

   近日，来自粤港澳
大湾区的 26 家主流媒
体代表走进广西贺州，
开展了“访中国温泉之
城 探东融发展活力”
主题采访活动。本次活
动由贺州市委宣传部主
办，南方农村报社承办，
旨在进一步宣传和推介
贺州东融发展成果和粤
桂协作成果。
   三天行程中，媒体
代表探访了温泉、石材
碳酸钙、文旅康养、供
港农产品等重点产业发
展情况，从中窥见贺州
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
故事。近年来，贺州充
分发挥毗邻粤港澳大湾
区的区位优势，全面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主动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有序推进广西东融
先行示范区建设并取得
阶段性成效。
   百年菜乡全力东融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
“菜篮子”。进入秋季，
17 万亩的贺州香芋迎
来了成熟收获。种植基
地里，农户抢抓农时采
收香芋，不一会儿便堆
成小山；加工厂内，工
人忙着削皮切块、袋装
打包，准备销往粤港澳
大湾区。当下的贺州，
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运
输，好一派热闹繁忙的
景象。
   近年来，贺州农业
聚焦东融发展，不断加
强香芋全产业链建设，
推动香芋产业提质增
效，着力打造全国最大
香芋产业链集散地。据
统计，2022 年贺州香
芋年加工能力超 20 万
吨，产值超 30 亿元。
   实际上，香芋仅为
其中点滴缩影。贺州土
地肥沃、物产富饶，是
得天独厚的果蔬之乡，
素有“百年菜乡”的美
誉。同时，贺州还率先
在全国实现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全
覆盖，建成了广西首家
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
发展供港澳蔬菜产业已
逾 20 年。
    在八步区东融（供
港）蔬菜产业核心示范
区，种植面积近万亩，
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
智慧农业溯源系统及轨
道采收系统，年产蔬菜
超 3.5 万吨，产值超 2
亿元，产品包括豆杯、
毛节瓜、丝瓜、苦瓜、
茄子、叶菜类等粤港澳
大湾区热销的蔬菜。
   近水楼台先得“粤”。

贺州具有毗邻粤港澳大
湾区的区位优势，全市
近七成农产品都销往粤
港澳大湾区，可以说是
名副其实的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为全力
保障供港蔬菜“优鲜”
供应，贺州市八步区大
力实施冷链物流提升行
动，蔬菜产品可实现全
程冷链运输、自动送检，
供港蔬菜 4 小时内可以
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
桌。

   文旅康养融合赋能，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后花园”。中秋、国
庆“合体”的黄金长假
临近，贺州的旅游景区
也开始人头攒动。每逢
节假日，粤港澳大湾区
的市民总会组团前往贺
州，打卡南乡镇温泉、
黄姚古镇、姑婆山等特
色旅游景区。
    山清水秀生态美，
城古茶香人长寿。贺州
地处桂湘粤三省（区）
交汇处，是“世界长寿
市”和中国首个“全
域长寿市”，生态旅
游资源优越。数据显
示，2023 年 上 半 年，
贺州市累计接待游客
2321.34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219.97亿元，
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占区
外游客总数的 70% 以
上。
   近年来，贺州主动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的康养需求，推动大
健康与生态、文旅产业
深度融合，朝着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康养旅游首
选地的目标阔步迈进，
成功跻身全国康养二十
强市。
   2022 年，是贺州市
文旅产业发展再上新台
阶的一年。7 月，黄姚
古镇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成为
贺州市首个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12 月，贺
州被中国矿业联合会评
为“中国温泉之城”，
是广西目前唯一获此殊
荣的设区市。
   随着慢生活、休闲
康养等新兴旅游业态逐
渐受热捧，贺州也乘势

而上，积极发展生态旅
游、医药医疗、健康养
老、健康食品、健康运
动等大健康产业。当前，
贺州通过创新“天养、
康养、食养、医养、颐
养”的融合发展模式，
加快构建生态旅游、温
泉康养、休闲养生相互
融合的产业体系，全力
助推文旅康养产业创新
发展。
    石头经济蓬勃发
展，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的“产业链”。
    数百年前，贺州已
有以锡矿采冶为载体的
矿业文化，其中大理石
更是矿产业中的核心支
柱。贺州碳酸钙资源富
集，大理石远景储量达
26 亿立方米，约 70 多
亿吨，约占全国大理石
资源总量的 1/8，是华
南地区最大的大理石资
源产地。
 碳酸钙产业被誉为可
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
近年来，贺州市积极探
索“一石多吃、吃干用
尽”的高端碳酸钙生态
循环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建成了全国最大的
碳酸钙产品生产基地，
年产重钙超1700万吨、
人造岗石约 7000 万平
方米，产量持续保持全
国第一。
   从人造岗石到牙膏、
塑料袋、环保可降解餐
盒等，都能在广西东融
石材碳酸钙交易中心一
览无余。随着广东传统
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转型，部分产业的原
料开采和初加工逐渐转
移到了广西，像是天然
石、人造岗石等原料大
部分是从贺州供应至肇
庆、佛山等地。
    另一边，一个承接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
移、面向东盟的产融贸
旅研黄金珠宝综合体在
贺州悄然崛起。广西黄
金珠宝产业园是贺州抢
抓深圳黄金珠宝产业外
溢机遇，按照“双飞地
经济”模式打造的黄金
珠宝全产业链项目。目
前，该园区内已进驻产
业链企业 90 家，来自
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占
比超八成，2023 年前 5
月实现了规上工业产值
12.3 亿元，同比增长
87.5%。如今，贺州黄
金珠宝产业发展态势充
满活力，与粤港澳大湾
区珠宝产业之间的联动
日益紧密，也促进了区
域经济和产业发展。

   粤桂协作结出硕果，
书写贺州与大湾区的
“茶故事”。2017 年，
肇庆与贺州建立了结对
帮扶关系，贺州市富川
瑶族自治县、昭平县分
别与肇庆市四会市、鼎
湖区结成帮扶对子，开
始擘画肇贺协作的蓝
图。
    在粤桂东西部协作
框架中，肇庆市鼎湖区
与贺州市昭平县以发展
茶叶等“3+3”现代特
色产业集群为目标，聚
焦“茶”特色，做好“茶”
文章，协助昭平县建起
“一园四基地”、打造
广西昭平茶（六堡茶）
小镇，助推昭平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
   白露已过，贺州昭
平县的茶农们也在赶采
白露茶。作为贺州市的
产茶核心区，昭平县锚
定打造百亿元茶产业目
标，大力发展六堡茶，
逐步形成了以绿茶、红
茶、六堡茶为主的多茶
类生产格局。目前，昭
平县茶园面积达 25 万
亩，年产干茶 1.84 万
吨，产值超 20 亿元，
全县涉茶人数超过 10
万人。
   从 2017 年至今，肇
庆市鼎湖区已相继投入
粤桂协作帮扶资金将近
九千万元，分别建设了
一园四基地、粤桂协作
六堡茶农旅示范园、城
北工业园标准厂房以及
配套设施，旨在打造集
六堡茶生产、展示、仓
储、商贸、体验、康
养、休闲度假观光、产
学研为一体的茶旅示范
园区，提升昭平六堡茶
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
争力。
    据了解，贺州市昭
平县粤桂协作茶叶乡村
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园已
被评为 2022 年粤桂协
作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
业园，现每年为昭平县
66 个村集体经济增收
大约 312 万元以上。
    与此同时，肇庆市
鼎湖区还通过粤桂协
作机制大力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和出口农产品示
范基地建设工作，以及
帮助昭平县茶叶产品申
报“圳品”认证。如
今，广西昭平县鸿福昌
茶叶专业合作社被评为
2022 年供深基地，广
西将军峰茶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绿茶、红茶、白
茶、六堡茶 4 个产品获
评“圳品”认证。

   中国新报湖南讯(通
讯员 黄展徕 彭月凤 
李厚桥）
    9 月 29 日一大早，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黄
沙镇大元村中心的鱼塘
边人头攒动，非常热闹。

全村男女老少在鱼塘里
捕鱼，展现出一幅人乐
鱼欢庆中秋迎国庆的场
景。
    二个小时后，大家
将捕获的鱼全部交给
村鱼塘组委会过秤，按

黄山市交通执法：国庆我
在岗 交通我护航

   在“国庆”佳节来
临之际，为确保黄山市
交通运输市场运营秩序
稳定安全，保障人民群
众的出行畅通。9 月 30
日，黄山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直属
一大队继续狠抓黄山机
场、屯溪游船码头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行政执法
检查工作，有效落实安
全生产专项检查长效机
制，牢牢守住安全生产
底线，以实际行动维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
财产安全。
    同时，为确保节日
期间水上客运安全，保
障市民平安过双节，该
大队执法人员结合“护
航 3 号行动”，于当日
下午前往新安江滨水旅
游景区及屯溪河街码头
开展“夜游船”专项检
查。在游船开航前，执
法人员对“夜游船”夜
间照明、救生和消防设
备的存放、逃生通道、

船员应急处置等情况进
行重点检查，并对船员
任职情况进行了摸排，
确保每一艘夜游船船舶
适航、船员适任。聚焦
重点水域航段，加强对
通航尺度维护、通航水
域助航标志配备及航标
发光情况、船舶环境及
消防设备、船舶岸电线
路等航道状况的隐患排
查，并随船前往河街盐
埠码头，检查了码头靠
泊秩序和作业情况，督
促企业负责人提高安全
意识，确保船舶航行安
全，保障双节期间水上
交通安全。
    国庆期间，该大队
全体执法人员以国旗红
为底色，守护着祖国的
交通运输市场秩序，为
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个
“安全、便捷、畅通”
的良好出行环境。
   （通讯员 刘海燕  
施威）

图为八步区东融（供港）
蔬菜产业核心示范区

图为村民捕鱼
人口平均分到户，稍小
一些的鱼则归捕鱼者所
有。同时，鱼塘组委会
还要按照一人一块钱的
标准收取“份子钱”，
用于购买来年的鱼苗。
   中秋节，也是该村
的捕鱼节。相传，大元
村的捕鱼节已有上百年
的历史，设有鱼塘组委
会，由鱼塘组委会负责
鱼苗的购买、养殖及发
布中秋捕鱼等事项，年
年按期举行，每年中秋
节这天成了该村最热闹
的一天，全村村民，无

论是在外工作学习的，
还是出嫁的女儿大部份
都会回大元村老家，参
与捕鱼，大家高高兴兴
地欢聚一起喜庆团圆欢
庆中秋佳节。
   该村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李善标表示，
中秋捕鱼民俗活动，不
仅是一种传承，对村中
传统文化的坚持，更是
村民乡情亲情的维系；
同时，也是村民欢庆丰
收幸福和谐的日子，意
味着年年有余，生活幸
福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