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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朗街道多渠道发展“蓝色经济”勇闯新“蓝海”

南朗街道积极利用海洋资源，大力发展“蓝色经济”。 余兆宇 摄

近年来，南朗街道积极利用海洋资源，大力发展“蓝色经济”。一方面是推

进围垦养殖绿色化发展，另一方面是促进“渔文旅”融合化发展，同时还深化

滨海岸线活化利用，全面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唱响“海洋牧歌”，闯出一

片“蓝海”。

文/何腾江 刘剑青 杨静

■南朗水产养殖以“横门水蟹”最负

盛名
南朗街道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南朗街道利用珠江口围垦区打造出 2
万多亩养殖基地。其中，今年南朗水产养
殖面积超 2.4万亩，以虾蟹混养、南美白对
虾、罗非鱼、四大家鱼为主，产量超1万吨。
仅2023年养殖总产值超3亿元。

据了解，横门水蟹是南朗水产的一大
特色，至今已有 600多年捕捞、养殖历史。
横门水产一直沿用天然养殖法，采取混
养、粗养方式养殖。尤其是横门水蟹体型
魁梧，蟹肉清甜嫩滑，蟹膏香软、鲜甜味
浓，含有谷氨酸、赖氨酸等 18种氨基酸及
铁、钙等多种矿物质，具有滋补强身功效，
是中山市特色水产品之一。

笔者获悉，“横门水蟹”已于去年获国
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注册为集体商标。横门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冯剑明表
示，横门社区将制定完善的集体商标使用
管理规则和产品质量标准，以确保横门水
蟹的品质和口感一致性。同时，借助“横门
开渔节”，挖掘横门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
巧妙地将横门水蟹与当地的旖旎自然风
光、悠久人文历史相融合，打造具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有效促进当地农
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冯剑明还透露，横门渔港沿岸全长
943米，陆域面积约6350平方米，港池水域
面积 3.8万平方米，可容纳安全避风渔船
约 100艘。“发展海洋经济，横门拥有得天
独厚的地理条件，水产资源丰富，盛产狮
头鱼、小黄鱼、龙利鱼、虾、水蟹等各种优
质海鲜和贝类水产品。”冯剑明说。

在泮沙村，沿海围田种植、养殖同样
风生水起。泮沙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副
主任许志明透露，泮沙村海岸线约 1 公
里，有近海围田约 2000亩，主要发展种植
业和养殖业。养殖以南美白对虾、斑节对
虾（桂虾）、青蟹为主。其中，南美白对虾
养殖面积约 400亩，年产量约 40万斤；青
蟹和桂虾主要以混养为主，养殖面积约
350亩，其中青蟹年产量 3万斤，桂虾年产

量 2万斤。
笔者了解到，横门水蟹的产区除了横

门社区水域，还包括华照村、冲口村、左步
村、龙穴村、泮沙村、崖口村等近海滩涂。近
几年，许多渔民开始走上了休闲渔业和养
殖业的生活，成为新时代的“新渔人”。

■“海滩经济”和“横门出海游”携手
“出圈”

“崖口村拥有美丽滨海岸线资源，享
有‘中山最美海岸线’的美誉，在社交媒体
上被称为‘广东小洱海’。”崖口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谭锦鹍透露，崖口村特有
的水环境和一定的海域养殖面积孕育了
丰富的海产品，比如每斤价值近千元的黄
油蟹是崖口的招牌。

笔者获悉，崖口村海岸线长 8.5公里，
占全市海岸线近 30%，拥有丰富的滩涂资
源。在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崖口村依托
咸淡水交接地域特色，补齐海鲜“养殖—加
工—销售”产业链，发展咸淡水鱼塘，养殖
虾、蟹等高档水产品约1万亩，打造“崖口海
鲜”特色品牌和“海鲜一条街”。

“借助中山最美海岸线华山围东堤，
我们盘活了东堤‘海滩经济’，设置90多个
摊位免费提供给本地青年，鼓励青年探索
新业态，‘零租金’吸引大量年轻人‘赶海’
创业。”谭锦鹍还透露，由于东堤“海滩经
济”的火爆，崖口村正在东堤新建2公里长
8米宽农路，实行人车分流，新增约 300个
侧方停车位，全面提高崖口村的游客接待
能力。

与崖口村“海滩经济”一样火爆出圈
的是，“横门出海游”早已名声在外，且同
样被注册为集体商标。早在上世纪 90年
代，横门渔民自发组织出海捕鱼旅游，渔
港游人如织，渔民收入可观。“由渔船变
旅游船，让渔民吃上了‘旅游饭’。”冯剑
明说。

“我们正全面扩大出海旅游规模。”冯
剑明表示，横门社区计划推动“渔业+旅
游”融合发展，注重挖掘海洋发展潜力，力
推打造休闲渔业产业，积极鼓励集“生产、

观光、文化、娱乐”为一体的现代渔业综合
体和休闲渔业精品基地。“通过渔业转型
升级、产业融合，我们将以产业促进旅游、
以旅游带动产业，带动渔民转产转业，增
收致富。”

与此同时，华照村也开始瞄准“海洋
经济”，计划在香海路沿线规划建设一条
海洋文化体验街，将集中展示各类海洋文
化特色产品、手工艺品以及海鲜美食，并
且计划打造别具一格的海洋生态农场。

“农场不仅提供新鲜的海产品采摘体验，
而且融合文化创意元素，设计并开发一系
列海洋主题的旅游商品。”华照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欧阳建章说。

■将“海洋经济”发展成“新引擎”和
“助推器”

南朗街道发展“海洋经济”资源多，条
件相对成熟。像“网红村”崖口村，正借力

“海上日出+稻田落日”特色生态景观，将
稻田风情街和海鲜一条街串联起来，形成
长度超过 6公里的“美食经济带”。统计数
据显示，随着深中通道的开通，游客增长
明显，仅今年上半年，崖口村集体经济收
入近 2000万元，同比增长约 20%。

谭锦鹍表示，崖口村将海洋景观、海
鲜美食等元素充分结合，既创造了就业

机会，带动村民增收，也提升了村集体经
济收入，同时丰富了乡村文旅业态，吸引
了众多游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可持续
发展。

笔者获悉，为加快海洋经济的发展，
南朗街道计划启动改造升级横门新港片
区，完善片区公共设施配套，升级横门出
海游服务设施，建设集出海观光、海鲜美
食、娱乐购物的渔港经济圈。“深中通道开
通后，横门将从一个传统渔港，转型建设
成为以‘渔文化’为特色的，集渔业、休闲、
饮食、文化、商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
渔港。”冯剑明说。

南朗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
任李惠兴透露，南朗街道持续举办开渔暨
水上风情运动会，把“开渔节”办成“渔文
化”的窗口，对外交流的平台，经济文化的
载体，生态建设的品牌，全面提升南朗街
道文旅产业及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
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助推器”。

南朗街道主要负责人也表示，南朗街
道正活化利用丰富的湿地自然资源，探索

“海洋+古村+农业”等多元素融合发展新
模式，依托中山市最长的海岸线，建设翠
亨湿地公园、崖口湿地公园，打造集湿地
保护、科普宣教、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滨水
生态休闲旅游区。

8月 26日，中山世创热能科技有限公
司车间内，机械手臂有条不紊地加工燃气
热水器零部件，工人正在仔细观察机床液
晶面板上的即时数据。这家公司近日入驻
中山市东凤镇潘富华产业园，产能快速恢
复到搬迁前。

东凤镇“工改”工作组负责人张国枝
介绍，潘富华产业园项目除了企业自用厂
房外，还有约53000平方米用于出售，目前
已售约 45000 平方米，占可出售面积的
85%；物业出租部分已有 20多家企业进驻
并投产。截至目前，项目一期、二期已完成
验收，三期已封顶，预计 2024年底全线投
入使用。

■“自发”的产业升级需求

中山市富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富华电器”）成立于 1992年，主营交流稳
压电源、燃气烤炉、智能马桶等产品，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以及远销欧美、中东、东南
亚及非洲等地区。

2021年，小家电产业升级步伐日益加
快，富华电器负责人潘富华敏锐地察觉
到，老旧锌铁棚厂房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进
一步发展的瓶颈。有鉴于此，潘富华下定
决心，通过“三旧”改造政策，抢抓机遇，利
用厂区内的绿化用地和拆除旧有的锌铁
棚厂房，新建多栋高层厂房，进一步扩大
厂房面积和提高土地利用率，打造符合现
代化标准的产业园区。

改造项目位于东凤镇东和平村，用
地总面积 37534.9 平方米，先启动一期、
二期工程，待竣工后腾挪原有生产线，再
建设第三期，实现不停产改造，保留企业

最大生产效能，为今后产业升级发展腾
出空间。

■改造后年产值将达15亿元左右

记者了解到，潘富华产业园项目是东
凤镇最早进行私企改造的“工改”项目之
一，引进家电制造、五金配套、电子信息等
产业，助推企业产业升级，进一步促进东
凤镇家电产业的补链延链强链。

“项目地块交通条件优越，位于东阜
公路，周边配套完善，服务本土企业增资
扩产效益明显。”张国枝介绍，潘富华产业
园项目是企业采用“自用+出租+分割销
售”模式进行自改，除了企业自用部分外，
目前已售约 45000平方米。中山世创热能
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佳荣电子有限公
司、广东道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

百全电器有限公司、中山市松泰电器有限
公司等规上企业现已进驻产业园。物业出
租部分已有20多家企业进驻并投入生产，
年产值提升超5倍。

据 了 解 ，项 目 改 造 前 建 筑 面 积
28035.1平方米，容积率为 0.75，有 6栋建
筑物，均属临建工业厂房；改造前年产值
为 5000万元，亩均年产值为 88.8万元，年
税收 250万元。

富华电器负责人潘富华向记者表示，
项目计划投资 3亿元，改造后容积率 3.2，
总建筑面积约 139000 平方米，年产值约
15亿元，年税收约 4500万元。预计项目全
面改造完毕并达产后，产值提升为原来的
30倍，税收提升为原来的 18倍。

见习记者 高倩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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