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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陽江報道）11月30日，廣東省

陽江市旅遊發展大會在海陵島舉行，來自內地、港澳以及海外

的工商界、旅遊業及廣東省、市政府代表參加。香港文匯報記

者從大會上獲悉，陽江已經成為港澳遊客濱海旅遊重要目的

地，今年前三季度，香港赴陽江旅遊的遊客突破15萬人次，同

比勁增近5倍。目前，陽江正通過整合全域旅遊資源、提升交

通基礎設施、打造誠信品質旅遊名片等措施，建好國際花園城

市，打造世界級濱海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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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江旅遊資源豐富、多元，除了擁有被譽為「中國最美海島」的海陵
島，陽江還是中國蠔都、中國風箏之鄉、中國刀剪之鄉、中國調味

品之都，同時，這裏匯聚了海絲文化、高涼文化、冼太文化、疍家文化等
極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資源。

海島遊火爆 新興文旅業態加速形成
海陵島是陽江旅遊業發展的龍頭和主戰場。2023年，海陵島被評為全
國首批「和美海島」，今年，閘坡鎮又成功入選廣東省文化和旅遊特色鎮
（創先級）。今年前10月，海陵島所在的閘坡鎮累計接待遊客突破600萬
人次，同比上升10%，實現旅遊收入52.7億元人民幣。
大會上，陽江市委書記盧一先介紹，除了海島旅遊，多個新興文旅業態

正在陽江快速形成。陽江海（島）岸線總長達470.2千米，擁有20多處優
質海濱沙灘，如今，沙灘排球、沙灘足球等濱海運動項目，在陽江密集舉
行。據悉，國家帆船帆板訓練基地將正式落戶陽江。
未來，商業航天對於旅遊的帶動，亦將推動陽江旅遊的多元發展。廣東
正支持陽江建設商業航天產業園區，重點推動星箭總裝製造、衛星應用、
航天科普、航天文旅等特色產業集群發展。近期已經開展的火箭衛星發射
活動，有大量遊客乘坐遊艇、遊輪前來，火箭發射觀光遊十分火爆。

提升交通基礎設施 前三季度港客勁增5倍
盧一先表示，交通等旅遊基礎設施配套對於吸引遊客的作用十分明顯。比
如，去年底，陽江開通直達香港的高鐵班次，今年前三季度，香港赴陽江體
驗濱海旅遊的遊客達到15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大增近5倍。接下來，陽江將
進一步完善旅遊「硬環境」的建設，提升旅客的便利性和舒適度。比如，明
年即將開通的廣湛高鐵，在陽江境內設3個站，使得陽江至大灣區形成「雙
高鐵」直達格局，屆時，廣州、佛山等地的遊客，只需40分鐘左右即可抵達
陽江。據悉，陽江正在推動支線機場建設和兩個通用機場建設，其中，支線
機場預計5年內投用，屆時，遊客下飛機後，20多分鐘即可抵達海陵島。

推動「軟環境」建設 堅守誠信品質「生命線」
陽江亦致力推動旅遊「軟環境」的建設。盧一先指出，將把誠信、品質

打造成為陽江旅遊的品牌和「生命線」。
盧一先最後表示，陽江是投資興業、成就夢想的綠能之都，是可以寄情山水、感受詩意的海絲名城。
接下來，陽江將進一步加強與國際、港澳以及珠三角地區的聯動，打造西海岸與大灣區深度融合的示範
區、先行區。
據悉，11月30日至12月2日，「活力灣區．澎湃動力」—香港工商界陽江交流合作活動在陽江舉

行，其間考察團將參加陽江市旅遊發展大會暨投資推介會，參觀調研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參加
2024年陽江海陵島馬拉松活動，以及走訪考察當地特色產業和企業等，感受「綠能之都 海絲名城」的
魅力，發掘投資興業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陽江報道）大會
上，舉行了8個陽江市重點旅遊項目簽約儀式，涵
蓋高端酒店、休閒旅遊區、生態度假區、康養度
假區等多個領域，總投資超過64億元（人民幣，
下同）。
海陵試驗區—海陵島好萊塢特效影城項目是8個
簽約項目中投資額最大的一個項目，總投資達30
億元。根據規劃，該項目以「好萊塢影城」為核
心，打造具有國際一流的影視特效製作基地和海
濱文化旅遊目的地。具體建設內容包括建設威尼
斯水城、好萊塢特效影城、魔幻森林、好萊塢精
彩表演秀、海上漁民捕魚表演秀、音樂廳、婚紗
攝影基地、美食酒吧風情街、高端度假酒店、別
墅群、海景公寓以及海濱浴場、水上運動中心
等。
該項目由江蘇中澳文旅發展有限公司、好萊塢
金獅營業集團和陽江城投共同投資。中澳文旅董
事長曾一立告訴記者，海陵島擁有得天獨厚的自
然風光，特別適合開發海濱旅遊、影視拍攝項
目，接下來，三方將攜手推進項目建設，在設

計、建設、運營中都堅持國際一流標準。
據悉，簽約項目中還有多個高端酒店設施，包
括希爾頓、喜來登等多個國際知名品牌。
濱海遊是香港旅客最青睞的休閒方式，陽江已

成為最受港人歡迎的濱海旅遊目的地。因應旅客
需求，11月30日，陽江推出6條精品旅遊線路，
包括「奔赴山海 暢遊陽江」陽江經典全景旅遊線
路、「海絲名城 漠陽印記」陽江歷史文化旅遊線
路、「牧海耕田 詩意陽西」之旅、海陵動感體育
休閒遊、陽江冬季美食溫泉康養之旅、美麗陽春
金秋自駕旅遊路線等。
11月30日，港青Andy和家人從香港西九龍站

搭乘G6048 次列車，不到 3個小時便抵達陽江
站。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去年10月，陽江
開通直達香港的高鐵班次，港人前往陽江旅
遊，不必再前往深圳、廣州等城市中轉，時效
性、便利性大增。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過12306官
方購票平台查詢獲悉，11月 30日當天，G6048
次列車二等票已經全部售完，僅剩少量的一等
票、商務票。

以「文旅+」發展藍色經濟 好萊塢影視特效基地將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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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紫妍、田欣妍 河源報
道）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24廣東高質量發展采
風團11月30日上午走進客家古邑河源市，在保存
有廣東省最完好的多個客家古民居的東源縣仙坑
村，深入百年圍屋八角樓和四角樓，探尋傳承千年
的純正客家文化，在擁有兩千多年歷史的龍川縣佗
城古鎮，拜越王廟聽趙佗定嶺南的澎湃歷史，觀越
王井蕩漾千年的古井之波。這些極具地域特色的文
化，及當地人千百年來的傳承發展，讓五湖四海而
來的華媒代表們頻頻感慨。
雕樑畫棟、石砌古牆、深深鐫刻的《客家公
約》、層層遞進又交叉相通的巧妙院落結構……參
訪過程中，《歐洲僑報》副總編姚軼華一直用鏡頭
捕捉着仙坑村的種種文化細節，在有數百年歷史的
河源特色客家圍屋——八角樓和四角樓裏，客家建
築的獨特空間藝術、建築藝術和雕刻藝術給她留下
深刻印象：「這些民居建築生動展現了客家人民的
審美和情感追求，我在八角樓學習了他們的《客家
公約》，裏面提到『尊祖敬孝 明理修身』等文化，
我覺得都是值得我們世世代代學習的。」

河源市東源縣文化廣電旅遊體育
局黨組書記、局長歐陽雪介紹，依
託萬綠湖、溫泉、茶葉種植、客家
文化等資源和產業，當地還積極發
展文旅和研學等新興產業，希望通
過海外華文媒體向世界傳遞鄉村文
旅高質量發展故事。《歐洲僑報》副總編姚軼華從
東源縣仙坑村的實踐中看到國家發展新農村的鮮明
縮影，她認為當地將文化傳承、資源稟賦與產業發
展結合得很好。
接着，華媒代表們來到龍川縣的千年古鎮佗城
鎮，尋嶺南文化之源。這裏是兩千多年前，南越文
明開發第一人趙佗興王發跡之地，亦是東江流域客
家人聚居之地，至今仍保存秦時的越王井、明清時
期的越王廟和廣東省唯一遺存的古代科舉考棚等
120多處文物古蹟。《南亞在線》社長朱同景祖籍
是儒家文化發源地山東，在嶺南之地看到大成殿、
文廟等建築讓他倍感親切。他表示，當地客家的宗
祠文化最讓他印象深刻，在其中他看到家族凝聚
力、民族凝聚力和國家凝聚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紫妍、田欣妍 河源報道）用精心配比的

營養液調節出最適口的甜度，在傳感器、大數據和雲計算等先進技

術精準控制的溫、光、水條件下充分生長，經每月一批熊蜂自然授

粉後，一株株色彩鮮艷的多汁小甜果——櫻桃番茄在採摘下來的72

小時內，就會被送抵香港的各大商超，點綴千萬家港人的餐桌。這

裏是廣東省河源市24家粵港澳大灣區「菜籃子」基地中的一家—

「春沐源智慧蔬果夢工廠」，其生產的櫻桃番茄每年銷往香港約240

噸，銷售額約800萬元（人民幣，下同），是供港蔬果的重要來源。

11月30日下午，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24廣東高質量發展采風活動來到位於河源市源城區的這家基地，考察當地現代智慧農業的發展情
況。據了解，這是深圳企業春沐源對口幫扶河源市發展的成果之一，其打造
的超級單品「春沐源」品牌櫻桃番茄已經登陸香港百佳、Ole、山姆、百果
園、盒馬鮮生、京東等知名線上線下平台，是供港蔬果的重要品類。香港紫
荊雜誌社記者郭孟琦表示，在大灣區的整體發展規劃中，農業雖不是主角，
但對於實現區域內生活品質的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這次參觀可
以預見，未來大灣區內城市間在農業科技和食品安全領域的合作將更加緊
密。」

嚴格篩選種苗品類 調配營養液調控甜度
「我試吃了他們培育的番茄，特別好吃，而且一共有6種顏色品種，非常

值得大力推廣，而且不僅推向大灣區，甚至是走出國門。」國際日報報業集
團副總編輯劉斯協表示，他作為海外華媒十分有興趣也認為有責任將中國的
好產品向外傳播推廣。如此清甜可口的番茄果，其實科技含量滿滿。春沐源
農業技術負責人朱紫嬌介紹，他們會對種苗進行嚴格的品類篩選，然後在培
育中通過對營養液的調配，調控果實的甜度，使其達到符合大眾市場的最佳
口感和口味。
為了保障果實的健康和天然，同時提高授粉率，他們拋棄了日光溫室常用

的激素授粉，選用成本更高的熊蜂授粉。朱紫嬌還介紹，為了適應廣東地區
多雨潮濕的天氣，其在河源投資建設了150畝新型「華南鋸齒型植物智能溫
室」，這種溫室大棚將開窗設計成鋸齒形，可以減少雨水滲漏，避免華南地
區多雨天氣對大棚環境的破壞，保障基地在各種天氣狀況下的正常運行。例
如在今年上半年廣東地區連續3個月的高強度降雨情況下，許多日光溫室種
植的番茄秧苗早就被雨水淹死了，但他們通過控制溫室環境成功避過了雨季
的威脅。
朱紫嬌介紹，目前整個基地的生產科技含量和無人化程度都非常高，能夠
在廣東各種氣候狀況下保障供港蔬果的生產：「整個溫室我們是用椰糠進行
無土栽培，發展設施農業，所有的溫、光、水全都是用搭載的傳感器雲計
算，利用數據分析去做決策。」她介紹，技術人員只要在系統上設定好參
數，大數據會根據室內安裝的傳感器獲取各項數據，自動調整環境條件、灌
溉時間、水量等，基本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無人化操作，「現在一線生產需要用的人工，包括農事、採收
的人員，最高峰期大概100人就可以完成整個河源150畝大棚的工作。」

選取24小時內採收的最新鮮果子供港
朱紫嬌介紹，為了適應香港市場，其供港的櫻桃番茄通常採用比內地包裝更小的規格，並且都是選取24

小時內採收的最新鮮的果子。生活在香港的香港紫荊雜誌社記者郭孟琦自己也是供港蔬果的消費者，她表
示隨着大灣區建設的推進，農業科技的創新和應用將成為鏈接大灣區各城市的重要紐帶之一。河源的現代
化農業實踐不僅提升了自身的經濟發展，也為大灣區的食品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這
次參觀不僅讓我們親眼見證了農業科技的力量，更讓我們了解了農業在區域發展中的重要角色。」

港政商界談陽港合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粵
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蔡冠深：
●陽江地處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具有融入粵港
澳大灣區的區位優勢，旅遊資源十分豐富，潛
力無限、商機無限。希望香港和陽江能夠進一
步開闢交流渠道，拓展合作平台，加深加強在
文旅和經貿、金融方面的合作交流，攜手建設

世界一流灣區。
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
●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發布五周
年，2025年，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也將在粵港
澳三地聯合舉辦，希望香港和陽江能夠在文
化旅遊、體育發展方面加強合作和交流，共同
推動兩地產業的繁榮發展。

海外華媒代表參訪感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田欣妍

意大利僑網副主編 謝文：
●廣東企業的企業文化很有特色，將科技文
化、地域文化、美食文化完美地注入了企業文
化體系中，使整個企業文化體系更具競爭力，
可以引領企業的高質量發展。我認為新時代我
們的企業文化創新要向廣東企業學習。

《南亞在線》社長 朱同景：
●河源佗城的客家文化很特別，我看到南越
王廟裏面的一些記載還是比較震撼的，關鍵
不在於遺址、遺蹟有多大或者多麼壯觀，而
是在於它的一脈傳承，這樣的傳承是很值得
學習的。

●全港各區工商聯考察團訪問陽江。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海外華媒團在位於河源的大灣區「菜籃子」基地——「春沐源智慧蔬果夢
工廠」參訪采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紫妍 攝

訪嶺南千年古邑 探客家文化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