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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
战略纲要》中指出，让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斗门区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将带给村民什么样的益
处？

“‘岭南大地’项目以石龙
村为核心，覆盖东湾及下栏村
片区，总面积 11.77 平方公
里。”斗门生态农业园管委会
有关负责人表示，“岭南大地”
项目的持续推进，将为村及镇
区经济带来七大经济收益：产
业收入、土地出租收入、房屋
出租收入、部分土地作价流转
收入、就业性收入、门票分红
收入、经营性收入（农特产品、
旅游纪念品、餐饮及民宿）。

“石龙、东湾、下栏村将被
打造成为生态良好、生活富
裕、社会和谐的新农村典范。”
该负责人说。

让村民获益，成为“岭南
大地”项目带动当地发展的生
动实践。

在“岭南大地”项目介绍
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多渠道合
作发展，实现农民农业增收。

截至今年5月份，该项目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石龙村土地租金、承包转
让费加保底分红收入已超过
1782万元（“花田喜地”项目
开业前分红按 3000 元/人计
算，目前项目方已按此标准支
付了三年的分红）；前期建设
已累计为当地增加财政税收
约420万元；村民土地租金、
房屋资产收入大幅增加。许
多土地对外承包租金由2014
的 1200 元/亩/年 ，上 升 到
2018年的2500元/亩/年；项
目至今累计为当地村民提供
了123个就业岗位。

此外，项目所在村的生活
配套设施逐步完善、村容村貌
不断美化，吸引了不少外出打
工的年轻人纷纷回乡参与家
乡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我提出了‘三个回来’。”美丽
乡村建设国家标准起草人、原
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办公室
主任魏玉栋表示，第一个是

“鸟儿回来了”，说明乡村的环
境变好了；第二个是“传统回
来了”，让乡村传统文化回归；
第三个是“年轻人回来了”，年
轻人回来乡村振兴才会有未
来。

“乡村振兴”
让年轻人回村参与家乡建设

鸟瞰鹤洲北，河网纵横，沃野千里。
7月8日，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动工仪式

在此举行。首期300亩的农业示范基地将在明
年建成，建成后可为港澳地区及粤港澳大湾区
其他城市供应优质蔬菜。

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动工，标志着包
括鹤洲北在内的广东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向
现代农业强区的转型升级又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农业文
明到生态文明的“蝶变”。

守好绿水青山，深耕特色农业，科技引领发
展。

经过长远谋划和接续发展，斗门区目前拥
有国家级“七区一基地两乡”，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7月8日，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动工
仪式在斗门区鹤洲北举行。首期占地面积
300亩、年产优质蔬菜可达5000吨的农业
示范基地将在明年建成，基地产品主要供
应港澳地区及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

“项目应用技术先进、示范效应突出，
是珠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新引擎、
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新抓手、助
力珠港澳深度合作的重要新平台，要积极
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在全省
乃至全国具有显著示范效应和推广意义
的现代农业样板。”珠海市副市长刘嘉文
说。

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动工建设，
成为斗门区现代农业产业谋划更大发展的
生动实践。

按照中央、省市部署，斗门区坚持以新
理念引领农业产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现
代化、品牌化、富民化进程，积极发展现代
特色农业，打造高标准农业示范基地，着力

构建农业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促进产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

经过长远谋划和接续发展，斗门区现
代农业产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现拥有
国家级“七区一基地两乡”（珠海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中国河口渔业示范区、竹洲水
乡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县、“白蕉海鲈”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
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级田园综合
体、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中国海鲈
之乡、中国禾虫之乡）。其中，广东珠海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涵盖了斗门区莲洲镇、鹤
洲北以及白蕉镇和斗门镇部分区域，共涉
及57个行政村、2个农场和1个垦区，园
区规划面积约312平方公里，约占珠海市
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是珠三角面积最大
的生态农业园，现已成为斗门区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数据显示，园区目前已投入发展建设
资金40多亿元，引进了一批“精、尖、高”投
资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00亿元。

“七区一基地两乡”
打造现代农业样板

在白蕉临江片区，斗门白蕉现代农业
示范园里建设正酣，首批引进的项目总投
资达25亿元的5家农业龙头企业现已全
部动工，接下来将重点聚焦水产物流板
块，建设强大的深加工冷链物流及完善的
产业配套，努力打造我省最现代化、产业
最集中、技术最先进、加工储藏运输能力
最强的水产科技园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
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斗门区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

中，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一大批新
农人、新兴农业企业也在积极探索，将国
内、国际高标准应用于农业产业的各环
节。一系列有力举措助推斗门区逐渐形成
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核心、以企业为基
础、以项目为纽带的共赢局面。

2018年1月29日，广东珠海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产学研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园区
战略发展与建设研讨会在斗门十里莲江农
业观光体验园举行。

在活动现场，中山大学、中国海洋大
学、华南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农业科学
研究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共6所高校、
院所，分别与园区签订了产学研合作框
架协议。

当天，广东省河口渔业院士工作站也
揭牌亮相，该站是珠海市首个农业类院士
工作站。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和罗锡
文，以及中山大学海洋学院院长何建国等
19名专家组成园区专家委员会，作为园区
建设发展的“智囊团”，为全面实施科技强
园提供智力支撑。

2018年12月，广东珠海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与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共同成立
了全国海鲈分会，组织《盐渍海鲈加工技术
规范》和《活海鲈运输技术规范》两个团体
标准的编制、立项，成为“海鲈”行业标准的
制定者。

7月8日动工的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
园，全面引进荷兰、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的
顶尖技术和先进设备，构建温室框架、环
境调控、育苗栽培、智能控制、采收配套
等五大智能系统，着力建设一流农业示
范基地。

科技强园
建设农业示范基地

“我们给每一批鱼配置LOGO和二维
码，实现农产品安全的可溯源性。这样的
农产品既安全又好吃，很受市场欢迎。”湖
江渔业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湖江渔业公司的养殖基地位于鹤洲
北，其生态环境优越，水资源丰富。据其
分公司（珠海市湖江渔业科技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蔡志莹介绍，他们销售的生态
鱼，采用“新型基地+专业养殖户+品牌连
锁”模式生产，该模式为打造鲜活水产品
可溯源的生态环境、保证食品安全，提供
强有力保障。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该公司养殖
水体面积达 500亩，去年年产量达4649
吨，销售收入近亿元，带动当地1650户农
户增收。

“从塘口就开始做检测，再通过瘦身技
术，让鱼的肉质紧致且无土腥味，因此生态
鱼广受消费者欢迎。所有的数据和实时情
况都会上传到数据库，通过扫描鱼身上的
二维码，消费者就能够知道整个生产流
程。”蔡志莹告诉记者，生态鱼除了讲求口
感鲜美之外，保证其食品安全是生产环节
的基础和重点。好吃、安全这些指标均需

通过“可追溯”机制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斗门区并没有走上发

展“三来一补”制造业的“快车道”，而是守
好绿水青山，深耕特色农业，以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带动，以科技引领，做优群众的“菜
篮子”，力促农业产业整体提质升级，进一
步推动区域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白蕉海鲈”就是斗门区推动农产品
“走出去”的典型例子之一。目前，白蕉
海鲈的养殖面积已达 3.1 万亩、年产量
12.28 万吨，约占全国的 50%以上，产值
达21.4亿元。斗门区已成为国内最大的
海鲈养殖基地，带动1600多户养殖户走
上致富之路。

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运营和《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斗门农产品再
次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斗门生态农业
园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斗门区的农产
品以前主要供给本市和澳门，2018年澳门
市场中50%的活猪、70%的冰鲜禽均由斗
门供应。港珠澳大桥通车运营后，斗门农
产品运往香港的时间大大缩短，这让斗门
在鲜货供给上更具优势，目前，斗门区也正
在做这方面的谋划。

“可追溯”机制
赢得宽广消费市场

“岭南大地”项目位于广
东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内，其实施主体为珠海市岭
南文化投资有限公司，项目
监督主体是斗门生态农业园
管委会。

2017 年 7月，在国务院
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组织的
专家评审会上，“岭南大地”
从全国众多项目中脱颖而
出，获得首批“国家级田园综
合体试点创建项目”称号，得
到国家财政资金的扶持。为
此，斗门区委、区政府成立了
专责领导小组，稳步推进“岭
南大地”项目。截至2018年
10月底，该项目建设投资额
约2.6亿元。

珠海市岭南文化投资有
限公司总裁陈瑞东介绍，万豪
国际集团旗下两家酒店已经
签约落户“岭南大地”，目前双
方正在商谈具体方案。“这是
万豪酒店首次进驻乡村，填补
了省内乡村度假酒店无国际
品牌的空白。”

目前，项目区域内的农
村公路路网配套项目、给水
主干道配套工程、河流清淤
等公共市政配套建设进展顺
利，园区功能性建筑、中药园
起步区、南药加工坊、供电给
水排水排污及污水处理等园
区配套设施也不断得到完善
和发展。

“河网相连处将建设长约
700米的‘水街’，真正体现岭
南水乡特色，目前正在进行施
工作业。”斗门生态农业园管
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岭南
大地”项目以“生产、生活、生
态”为一体，建设一二三产业

循环发展的现代农业大产业，
将打造一个宜农、宜文、宜教、
宜居、宜购、宜养、宜乐、宜游
的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示范项
目。

据悉，“岭南大地”项目分
三期建设。一期内容主要包
括“花田喜地”、中药园示范
区、岭南水街三个部分。其
中，“花田喜地”占地约 600
亩，是以休闲农业、文化科技
体验、生态教育、养生度假为
主的综合发展区；中药园示范
区以岭南中医药文化为基底，
旨在带动当地村民种植有机
中药材，并进行自主研发加
工，打造集南药种植、研发加
工与养生度假于一体的南药
养生产业文化园；岭南水街则
是独具特色的水上集市，集休
闲购物娱乐于一体，力求重现

“十三行”当年的盛况。
目前，一期的三大项目正

有条不紊地推进。二期内容
包括将三湾村打造成岭南高
端养生小镇和农业庄园两部
分；三期内容包括石龙、东湾、
下栏村“穿衣戴帽”及拓展营
地等。

“夯实基础，突出特色，创
业创新，绿色发展，完善功能，
形成合力。”对“岭南大地”项
目开展调研督导时，国务院农
村综合改革办主任吴奇修对
该项目寄予厚望，他表示，“岭
南大地”项目要充分发扬珠海
作为改革前沿的创新精神，以
点带面，打造出经典版的全国
田园综合体标杆示范，带动
区、市、省乃至全国的乡村创
新发展，形成产业变革、带来
社会发展。

“岭南大地”
打造田园综合体示范标杆

深耕特色农业 科技引领发展

斗门区现代农业产业实现斗门区现代农业产业实现““蝶变蝶变””

田园综合温室种植基地。

水产生产加工线。

田园综合温室种植基地种植的小黄瓜。

田园综合温室种植基地种植的西瓜。

斗门区“岭南大地”项目。

“岭南大地”项目获得首批“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创建项目”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