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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一产：打造原料基地建设区 为
产业发展提供优质原料

“设置好喂食的参数，机器就能自动
投喂饲料了！”9 月 14 日上午，位于黄圃
镇石军村的汇诚农业养殖基地内，总经
理冯艺强按下操作台上的按钮，饲料便
从高大的白色储料罐涌入管道中，从喷
头洒向鱼塘中，密密麻麻的脆肉罗非鱼
簇拥在水面，瞬时激起无数水花。

在基地的一处大棚内，一块巨大的智
能水产养殖中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基
地内的温度、湿度、雨量、气压、辐射、水
温、溶氧度等环境数值，还有监控投料机、
增氧机的运行情况，以便工作人员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各项数据，减少养殖损耗，保
障鱼的品质。

作为黄圃腊味省级农业产业园实施主
体之一，汇诚农业对上述5G智慧养殖技术
的成功应用，为黄圃镇数字渔业提供了实
践样板。在其带动下，产业园内已有1000多
亩水产养殖场使用5G智慧养殖技术。

“腊鱼，是黄圃腊味中的大宗品类，作
为水产养殖大镇，黄圃现有鱼塘近3万亩。”
黄圃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贤斌介
绍，为进一步满足黄圃腊味行业的原料需
求，黄圃腊味产业园重点规划了原料基地
建设区：一方面将以前零散的、不规则的鱼
塘重新进行标准化规划，形成连片式规模
化养殖鱼塘；另一方面引进5G智慧养殖技
术，让智能化管理覆盖养殖全过程。

目前，以汇诚农业为主体的示范养殖基
地已经初见成效，经过以上两方面的升级改

造之后，养殖户可节约30%的人力成本，管
理效率提升超20%。“低端品种的养殖散户
在提升为规模化养殖场后，产值也从原来的
一亩一万多元，跃升到一亩近十万元，农户
实现大幅增收，同时带动土地增值，村集体
土地出租收入增加。”张贤斌表示，接下来产
业园持续推广汇诚农业的发展模式，吸引更
多优质养殖户参与进来，以养殖业实现联农
带农、联农富农，做强产业园第一产业，为黄
圃腊味产业发展提供优质原料。

■促二产：聚焦厂房装备升级 推动
特色产业转型

走进广东今荣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今荣食品公司”），已经顺利封顶的新
厂房正加紧赶工中，力争早日投产；产品
展厅内的冰柜里，不仅有品种繁多的国外
口味香肠、速冻肉制品，还有一些面包，如
法棍、碱水结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要迎合不同的
客户群体以及日益增长的需求，产品创新
尤为重要。”今荣食品公司董事长王秋扬从
事腊味生产已有50年，身为腊味技术师傅
的他，有时候更像学者，不断在腊味制作技
艺上攻坚克难，推陈出新。而随着产品的创
新，生产环境和条件亦面临着迭代升级，于
是，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建设为契机
打造高标准厂房，成为企业焕发新生的不
二之选。

“我们原有的厂房已有二十几年的历
史，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趋势已定，此次
新建的厂房，我们将在食品卫生标准、厂房

消防安全以及生产设备优化升级方面下狠
功夫。”王秋扬表示，作为“腊味行业规模
化自动化装备升级项目”（产业园七大建设
任务之一），新厂房将引入新设备，如半自
动化灌肠机，缓解旺季招人难的问题，提高
生产效率。同时，厂房内部板材将以实验室
为建设标准，采用耐酸耐碱耐高温的材料，
力争达到食品安全卫生的最高标准。

“我们在新厂房上已投资四千多万
元，我还打算新增一条腊鱼产线，同时升
级烘房和冷冻库，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生产
能力。”对于腊味产业日后的发展前景，王
秋扬信心十足。在他看来，通过黄圃腊味
省级农业产业园的建设，产业配套设施将
更加齐全，入园投资企业可得到一定的资
金补助，节省多方投入。此外，扶持措施的
出台、各方资源的整合、相关部门的提前
服务以及审批的提速增效，也将给产业发
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所以，我十分乐
意加入产业园的建设，与园区共同成长。”
王秋扬说。

目前，黄圃镇已有超 70%腊味农业龙
头企业完成厂房及装备升级。

■拓三产：加强腊味品牌宣传 推动
行业“组团”发展

黄圃镇腊味产业园总投资 2.86亿元，
园区规划“一核四区”布局方案，即黄圃腊
味产业园核心区、原料基地建设区、一二三
产融合区、人文旅游产业区、物流园区。园
区将实施5G养殖数字农业建设项目、农产
品质量安全管控项目、农产品深加工基地

建设项目、腊味行业规模化自动化装备升
级项目、科技支撑项目、品牌建设与推广项
目、产业园核心区基础设施完善项目等七
大重点建设项目，以此来补短板、强弱项、
延伸产业链。

在离今荣食品公司不远处的食品工
业基地核心位置，集历史陈列、科研展示、
宣传推介、文化传承、休闲旅游功能于一
体的黄圃腊味产业园展厅刚刚完成建设，
不日将举行揭牌仪式。这是黄圃镇围绕品
牌建设与推广项目，拓展第三产业发展渠
道的有力探索。

近年来，黄圃镇紧紧抓住“广式腊味
发源地”和“中国腊味食品名镇”的品牌优
势，塑造“荣业”“今荣”“信诚”“汇诚”等优
质企业品牌，提升品牌市场“话语权”。并
通过完善一批镇街腊味科技馆、展览馆建
设，打造出一批有特色的腊味文化旅游精
品线路，以此加强腊味品牌宣传，推动黄
圃腊味行业“组团”发展，推动黄圃腊味全
产业链发展。

除了持续将工作重点放在宣传引导上
外，黄圃镇还将重点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建
设基地项目。“目前相关部门已与几家意向
企业达成合作共识，企业正在制作相关设
计图。我们将与工信局、工改专班通力协
作，全力推动本项目落地建成，努力建设成
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典型示范。”张贤斌
表示，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建设项目，将会引
入社会资本参与，并延展到热门的预制菜
等其他类型农产品加工，带动当地养殖业
的发展，形成完整的供应链。

从专攻一味到预制百味
黄圃腊味以“强一产、促二产、拓三产”为发展思路打造“泛腊味”产业链

说起黄圃腊味，人们最容易想到的

往往是腊肠。如今，在黄圃镇腊味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里，腊味产业却被赋予

了更多可能性，这里不单做腊肠，还养

鱼、养家禽，搞起了预制菜，盖起高标准

厂房和展厅，“泛腊味”概念正借着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火热建设的春风，带动

年产值达36亿元的腊味产业链延伸升

级。作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黄圃镇自2022

年启动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来，

便以“强一产、促二产、拓三产”的发展

思路，为腊味产业描绘了一幅蓝图。按

照产业园规划，到2024年，黄圃镇腊味

产业生产总值将增加到40亿元。在产

业发展的带动下，镇内相关产业农村居

民可支配收入也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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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将于 9月 23日开幕，部分
赛事于 9月 19日率先展开。“智能”是本届
杭州亚运会的办赛理念之一，用数字化赋
能赛事筹备，提高场馆运营管理水平，成
为本届杭州亚运会场馆的“标配”。记者采
访获悉，作为亚运会柔道、柔术、克柔术的
比赛场馆，萧山临浦体育馆有着一颗“数字
大脑”——数据中心，中山市艾特网能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艾特网能”）正是
该场馆数据中心的供应商之一。

在柔术比赛场馆，正中央悬挂的四面
斗屏和两侧赛场区的两块端屏，可以实时
播报比赛计时计分、参赛人员信息介绍、
视频直播及精彩镜头回放等信息，使观众
无论坐在场馆哪一处，都可以“无死角”观
看比赛。记者了解到，要实现赛况实时呈

现的效果，数据中心是关键的一环。它就
像场馆的“数字大脑”，通过对场馆内各类
终端采集的信息进行准确及时收集、处理
和运用，实现对选手成绩的记录计算、画
面对外实时展示等重要功能。

据介绍，数据中心由不同的模块系统
组成，需在设备设施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
场馆项目建设工期比较短，这些都考验着

企业的能力。“能够参与到场馆建设中，助
力保障亚运赛事举办，是对企业技术水平
的认可。”中山艾特网能财务负责人邓燕萍
介绍，企业一直非常重视技术研发，每年投
入近千万元资金用于研发。中山税务部门
的服务让企业享受了相应的政策优惠，保
证了企业现金流，推动了项目的顺利进展。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黄海聪

中山企业为亚运场馆装上“数字大脑”
中山艾特网能公司是萧山临浦体育馆数据中心的供应商之一，为赛事信息及时准确

收集和处理提供保障

黄圃腊味产业园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