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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仲夏时节。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是白居易眼中的夏天；
“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这是杜甫笔下的感慨。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因为烈日炎炎，仲夏时节方

才具备了一份异样感受。放眼岭南大地，仲夏时节的斗门，
有着怎样一份独具魅力的风景线？

3日上午，晴空万里。在乾务镇林青果场，放眼望去，浓
密翠绿的枝叶间，一串串褐黄色的龙眼像黄金般挂满枝头，
果香浓郁。果肉爽脆清甜，这是石硖龙眼；个大皮薄肉厚紧
实，这是储良龙眼。“香割蜜脾知韵胜，价轻鱼目为生多”，龙
眼因其朴实甜美的口感，收获了一众粉丝。龙眼、黄皮、荔
枝……斗门区水果众多，其中，斗门荔枝尤为出名。主要品
种有妃子笑、糯米糍、桂味、御金球、仙进奉、观音绿等。御金
球是斗门代表性名优荔枝品种，也是斗门镇特有品种。
2021年，“斗门荔枝”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跻身
荔枝“名流圈”。仲夏时节的斗门，是甜蜜的斗门。

行驶在湖心路、白蕉大道、珠峰大道、黄杨大道的宽敞路
面，空中白云相伴而行，似乎一下子要扑到怀里来，与此前的
雨水天气形成鲜明对比。据气象部门统计，5月1日至6月
11日共42天，斗门国家气象站录得降水天数30天。这正是
范成大《喜晴》中所描绘的景象：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
深。眼下的晴朗天气里，斗门区614平方千米辖内，大江大
河、大堤大桥，水网纵横、绿水青山，自然禀赋深刻映入眼帘。

仲夏时节的斗门，正统筹乡村布局、村庄建设、农房风
貌，加快建设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中国十大最美乡村南门
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莲江村、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石
龙村、全国文明村镇南澳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排山村……
这些斩获国字号荣誉的乡村，生动展示着农村人居环境的变
化。斗门区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
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此置业、工作和生活。仲夏时节的
斗门，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斗门。

春争日，夏争时。眼下，斗门3.8万亩早稻陆续成熟、收
割正忙，确保颗粒归仓。在新村村的千亩稻田里，空气中弥
漫着稻谷的清香。收割机来回穿梭，将一株株稻穗收入机仓
中。稻田上空，白鹭飞翔，构成一幅生态和谐的丰收画卷。
从乡村到工业园区，时时处处都是一幅大干快上的场景。在
富山工业园、新青科技工业园、斗门智能制造经济开发区、斗
门生态农业园里，企业动能不断，稳产、投产、扩建、在建等不
断增加新优势……斗门区坚持把制造业当家作为头号工程，
实施“产业第一”不动摇，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强区，以全市
实体经济发展主战场的姿态奋力推动全区实现高质量发
展。仲夏时节的斗门，是生机勃发的斗门。

除了水果丰富，斗门盛产美食。仲夏时节“闻香而动”，
包括港澳游客在内的众多游客直奔美食而来。斗门味儿的
美食，是舌尖上的饕餮享受，是对本地饮食文化多元化的持
久表达和创新。不必说打造百味海鲜、“全国放心餐饮十佳
企业”的井岸镇益利大酒楼，以及以优质出品和贴心服务，赢
得口碑的白蕉镇金胜美食酒家；不必说，海鲜鲜美的斗门镇
东海大酒楼，以及不断推陈出新的乾务镇光记海鲜大酒楼；
不必说以黄沙蚬闻名遐迩的莲洲镇金龙阁，以及坐拥一河盛
景的白藤街道名湖酒楼……单是秘制重壳蟹、白蕉海鲈、白
藤莲藕、斗门鸡仔饼、莲溪豆沙月饼、乾务炒藤鳝、大赤坎叉
烧烧排骨、横山赵氏鸭脚包、虎山琵琶鸭、艾饼、糍仔等地道
美味，足已让人垂涎三尺。仲夏时节的斗门，是美味盎然的
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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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省“百千万工程”典型区斗门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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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收割水稻。

斗门海鲜杂烩。

美味重壳蟹。

林青果场龙眼丰收。 纬景储能珠海“超G工厂”助力斗门“百千万工程”。

斗门荷花别样斗门荷花别样““粉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