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横沥：科技创新工作获“三个第一”

科技日报讯 日前横沥镇召开科技创新大会，总结去年以

来该镇的科技创新工作。一是创造性研究出台了“有税经济”

实施方案；二是推动全市首家镇街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三是横

沥是全市第一个获得专业镇重大科技专项资助的镇街。

据悉，横沥镇的国家高新企业达到 13家，省、市民营科技

企业分别达到 19家和 49家，获得 2个东莞市技术创新资金项

目资助和 3个企业研发投入项目资助，并有 3项科研成果分别

获得市科学技术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卜芥）

中山古镇：探讨传统文化与产品创新相结合

科技日报讯 4月 27日，来自文化界、收藏界、企业界的各

路专家在古镇镇欢聚一堂，畅所欲言，探讨企业应该如何把中

国传统文化与产品创新有机结合起来，设计师应该如何将传统

书法、绘画、工艺与园林设计与家居设计一体化等议题。古镇

镇副镇长郑海声在会上讲述了镇政府对扶持灯饰创新，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决心和思路，今后将以“微笑曲线两端”的产

业升级策略，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大力推动营销中心与

设计中心的发展，打造世界照明产业中心。 （卜芥）

东莞茶山：组织食品龙头企业抱团参展

科技日报讯 日前，茶山镇组织镇内食品龙头企业打着

“茶山食品”的旗号抱团参加第 88 届全国春季糖酒商品交易

会，展出产品包括饼干、糕点、糖果、月饼和冷冻食品、红酒等

22 大类 459 款产品，汇集了华美、新盟、雪波比、禾田、康日等

11个知名品牌。会展期间，光临茶山镇企业展台的客商络绎

不绝，贸易洽谈十分活跃。据初步统计，参展企业共接待来客

14037 人，并初步与沃尔玛等大卖场、连锁店达成合作协议，

有意向与参展企业合作的商家约 3365家，其中达成意向合作

的商家约 1238 家；协议金额共近 7657 万元，其中达成意向的

金额约为 5827万元。

据悉，截至 2012年，茶山镇财政共投入了 500多万元用于

食品企业参展，共组织了全镇 50 多家（次）食品企业参展了 7

次全国性食品展会，促成参展企业与 100 多家商家达成合作

意向 8000多万元。 （卜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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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专业镇

文/宋子夷

韶关市翁源县江尾镇被广东省科技厅授予“广东省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单位”，是广东省唯一的兰花专业镇。在江尾镇仙鹤村的省道245线
两旁，有一条活色生香的兰花长廊——绵延十几里的兰花种植基地。

仙鹤兰花长廊吸引了台湾等兰商几十多家，培植国兰和洋兰约400多种，远销国内外兰花市场，现已形成全国最大的国兰生产基地，并获得了
全国兰花博会70多个奖项。长廊区内建有兰花展览馆、组培基地、度假别墅旅游等设施，能够开展兰花餐饮、疗养、美容等特色活动。

■■

视
界
视
界沃腴的土地常常伴随着美丽动人的传说。

相传在如今韶关市翁源县西华山主峰，曾因

住着八位大仙而被称为八仙嶂。当地有位樵夫不

畏艰险，终于得道成仙。西华山主峰改为九仙嶂，

地处翁源县江尾镇的九仙村也因此而得名。传闻

村里产的桃子皮红肉白，肉质爽脆，深得仙人喜

爱，“九仙桃”的名字便这样被世世代代流传下来。

江尾镇有着“中国九仙桃之乡”的盛名，岭南

佳果九仙蜜桃作为当地一大农业特色产业品牌，

有着五千多亩的种植面积，是广东省优稀水果之

一。在每年桃花盛开的时节里，这座流淌着灵动

风光与富饶资源的小镇，总吸引着无数慕名而来

的游客。

然而，江尾的秀美与幸运绝不仅仅止于此。

2005年，江尾镇被广东省科技厅授予“广东省专业

镇技术创新试点单位”，成为广东省唯一的兰花专

业镇。2007年，翁源县成功地举办了“海峡两岸（翁

源）暨广东省第五届兰花博览会”，使江尾镇一跃成

为全国最大的国兰生产基地，仅兰花产业年产值就

超过 3 亿多元。作为广东省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

镇，这个有着“中国兰花之乡”美名的小镇，开始肩

负起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重任。

因地制宜 敢“吃螃蟹”的台商
带动兰业发展

在人们的印象中，兰花坚毅傲骨，有如郑板桥

画中展现的那样风姿纤细而素雅。翁源气候宜

兰，江尾镇过去也有人种植兰花，但从未形成产业

和规模。庆幸的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眷顾着

这座清秀的农业小镇。

“江尾镇与兰花的结缘，真正始于 1998年。”江

尾镇镇长胡可清一落座便向笔者一行介绍。

由于江尾镇的地理位置靠近北回归线，昼夜

温差大，且境内没有污染企业，空气清新，生态良

好，水质优良，为兰花的培养提供了十分适宜的气

候环境。很快，这种与我国台湾宜兰相似的种花

环境引起了有着十多年种兰经验的台商张建邦的

注意，在时任翁源县仙鹤镇镇委委员、分管招商引

资工作的胡可清等党政领导的大力推荐下，张建

邦开始在江尾镇仙北村试种兰花。

随着试种的成功以及这些敢于“吃螃蟹”的台

商们的“以商带商”，江尾镇由此开启了全力发展

兰花产业的集聚道路。通过台商的带动，如今的

江尾已有 150多户专业从事兰花种植，从以台商为

主，到本地专业户逐渐增多，十多年来，兰花产业

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目前，江尾镇兰

花产业已形成 6大类 800多个品种，全镇兰花种植

面积达 8000 多亩。此外，为了促使兰花产业向种

植规模化、专业化、管理科学化、生产技术化、产品

市场化发展，江尾镇还建立了仙邑生物科技中心，

致力于将生物技术应用到兰花产业的发展中，解

决兰花前端种苗问题，完善了产业链条的发展。

术有专攻 多种经营模式合作发力

过去，江尾镇的特色产业停留在老旧的经济

发展模式上，根据市场实际需求及时调整产业发

展结构，进一步促进市场成熟，从而切实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成为摆在江尾镇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

现实问题。

与绝大多数农业镇相似的是，江尾镇在拓宽

兰花产销渠道方面，采取的是以农业专业合作社

结合龙头企业联合发展的形式，通过上下游的互

动，为各方带来良好效益，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随着兰花协会、仙鹤花卉基地有限公司、全好兰花

专业合作社等 3 家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相继成

立，江尾镇政府开始重点推行“公司+基地+农

户”、“合作社+社员”等新兴农村生产经营模式，对

贫困专业户，更是从技术、资金、农资、种苗等方面

进行重点扶持，包销合格产品，尽量为兰花“产、

供、销”各个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

自 2005 年起，翁源县每年通过财政安排专项

经费，扶持江尾镇一批经济实力强、产业化程度

高、有技术、有品牌、有市场的农业龙头企业成长，

发挥企业的辐射、示范、带动作用。2008 年，为带

动兰花产业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提升兰花从前端

技术到终端销售的一条龙服务水平，江尾镇政府

开始推动兰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办工作。5 年

来，江尾镇政府始终致力于积极引导松散兰花专

业户加入专业合作社，以让他们享受到优惠政策

和相关生产保障。专业合作社在协助农户处理病

虫害防治、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都

发挥出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点在于解决资金投入

和技术沟通问题”，在兰花种植上，由于专业合作

社的社员间彼此信任、互相联保，大大降低了资金

不足可能带来的风险几率。此外，合作社内部社

员彼此间关系亲近，可以在种植技术、资源共享、

销售渠道等方面互通有无、信息共享。可以说，农

民专业合作社对带动一方致富，拉动产业经济提

速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优势作用。“通过建立市场利

益共同体，把零星分散、缺乏市场竞争优势的兰花

种植户组织起来，对于实现产供销一体化，有效促

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方面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胡可清总结道。

深入对接 产学研合作专注
转型升级

即便是对以特色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农业

镇来说，不创新，也意味着可能被淘汰。江尾镇党

政班子深知创新发展这一要义，在农业关键技术

领域攻关、重点科研成果推广方面不甘落后于其

他镇街，不断加强产、学、研的合作建设。

目前，江尾镇已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北

京林业大学、广东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等高校科

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还与华南植物园、全好兰花

专业合作社、仙雅兰业等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基地，

不断扩大科研合作面。“我们要不断完善兰花生产

管理技术，研究出更多适合市场消费的兰花新品

种，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胡可清解释道，

“江尾镇兰花的生产能适应不同的消费群体，更贴

近消费者，永久畅销，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江尾镇将创新的重点放在开发花卉育种、标

准化生产、产品保鲜包装等技术研究方面，积极抓

好名优特稀等新品种的培育、开发、示范、推广，选

取有规模有实力的企业或兰场启动实施兰花标准

化生产，提高产品品质，力求最大限度提高科技含

量。为了完善科技培训体系建设，促进农业专业

技术人员的培训和交流，江尾镇还定期邀请技术

合作单位的专家、教授传授先进的兰花种植管理

技术和病虫害防治知识，并每年开展 3—5 期兰花

专业技术培训班，加快推进兰花工业化生产进程，

逐步打造全国兰花技术科研示范基地。镇专业建

设办、兰花协会也根据各阶段兰花生产情况，为种

植户印发兰花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资料和

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气象信息，为一些主要企业、

兰场开展气象通讯短信服务，将气象信息通报给

花农，及时做好各种自然灾害防范工作。

品牌联动 生态产业畅想未来

如果你驱车行驶在江尾镇境内 15公里长的省

道 S245上，就会看到一段长约 3公里，两岸面积约

8000 亩的“花卉长廊”，那里种植着品种丰富多样

的各类兰花。这，就是江尾镇精美绝伦的兰花观

光带。如果你恰好在兰花盛开的时节经过，就能

从兰叶的油绿光亮，兰花的清丽色艳，兰香的纯正

雅致中感受到兰花的风姿和馨香。

事实上，从 2002 年“花卉长廊”开始规划建设

以来，这里已吸引了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各

地兰商 30 多家，共种植兰花 7000 多亩，培植国兰

和洋兰约 400多种，产品远销国内外兰花市场。而

这一全国最大的国兰生产基地，也帮助江尾镇斩

获了全国兰花博览会中的 70 多个奖项。目前，江

尾镇正在积极筹备长廊区内兰花展览馆、组培基

地、度假别墅等项目设施的建设工作，以及开展花

卉餐饮、花卉疗养、花卉美容等特色活动的工作。

2009 年 12 月，广东省（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

验区翁源核心区落户江尾镇。试验区以兰花种植

业为基础，以台湾今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5 家

外资公司为投资主体，重点发展现代花卉种植和

育种、高科技农业展示、农业观光休闲等领域。可

以说，这对江尾兰花产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因为它不仅标志着江尾镇的兰花产业从传统

种植开始迈向利用生物技术发展现代高科技农业

转型升级，更意味着产业链条开始从兰花生产转

而向兰花交易、休闲旅游以及物流领域延伸。

将文化内涵渗透到绿色产业的发展中，令江

尾镇显得颇为独具匠心。为了给“中国兰花之乡”

寻一个“根”，江尾镇积极弘扬并不断向省内外推

广兰文化产业，发掘兰文化内涵，引导外界认识翁

源兰花、感受兰文化的高雅品位。除了开展系列

摄影、绘画、诗歌、书法、集邮、写作比赛等活动外，

积极筹建兰花交易市场——兰花文化创意园（暂

定名）也是其中一项重点工作。“我们将博览园的

市场目标定位为争做粤赣湘‘红三角’地区最大的

花卉博览园，以及全国最大的兰花交易和兰文化

展示中心，”胡可清介绍道，“希望这里未来能形成

以兰花交易为主，集旅游休闲、兰花展示、文化传

播等功能于一体的交易、旅游、会展和文化中心。”

以现代农业、观光、旅游为中心的“农业嘉年

华”构想，把兰花主题贯穿于整体布局和设施中，

将江尾镇打造为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实施起

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怎样令区域产业附加值得

到最大限度的提升，江尾镇接下来的每一步路都

显得颇为重要。其实，如何将松散的单个项目统

一于生态旅游的整体发展之中，使之既体现个体

的价值，又不破坏产业链的完整性，不仅考验江尾

镇政府对未来发展规划决策的精准度与执行力，

更加考验的是，广东省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建设现

代农业强省的决心与耐心。

“农业嘉年华”唱响未来
——走进转型升级中的广东专业镇·江尾镇

茶园游会是广东食品专业镇——东莞市茶山镇独

有的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在每年

的农历三月廿五日至廿七日举行。

5月 4日上午，作为重头戏的感恩惜福大巡游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来观看。在巡游队伍中，打头阵的是祈

福队，主要由带程、开道、旗牌、令旗、罗伞等 13 个组合

构成。接着是由茶山镇居民组成的民艺队，由八仙献

寿、四喜临门、仙女贺会、状元游金街、天姬送子、桃园

结义、劈山救母等故事组成队列。值得一提的是，由

100户家庭组成的“欢乐家庭巡游队”扮演的童话人物、

动漫角色、历史名人惟妙惟肖，令活动现场变成了欢乐

的海洋。

茶园游会至 5 月 6 日结束。除了感恩惜福大巡游

活动之外，还包括茶文化节、劳动者之歌大赛、万福宴、

艺术联展、广场舞集体大赛、粤韵飞扬粤曲专场、“福文

化街”展销等十六项活动。同时，茶山镇组织志愿者举

办义卖活动，义卖的物品有茶园游会吉祥物福仔、茶山

泥公仔等。义卖现场设置了捐款箱，所得善款将全数

捐给广东省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帮助雅安同胞灾

后重建。

另悉，茶山镇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南社和牛过蓢古

村落、圣心糕点博物馆等旅游景点深受游客欢迎。为

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茶山推出了“祈福一日游”活动，通

过“食”茶山美食、“逛”福文化街、“闻”飘香福茶、“品”

茶山福宴、“尝”茶山糕点、“游”茶山古村，领略茶山独

特的美景。

（杞人 天刚）

茶园游会
■观点集萃

专家：路平（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研究员，广东

省专业镇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

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市场机制的反应是不同

的。广东专业镇的企业，绝大多数是非公有制企

业，主要又分两类，一类是民营企业，包括私营企

业和个体户（其中有一部分是科技型、创新型民

营科技企业）：一类是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包括

量大面广的 OEM 型企业）。不论是民营企业或

是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他们的经济活动、结构调

整，主要依据市场供求规律、依照价值法则行事、

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尽管各级政府（特别是

县、区以上政府）掌握大量资源（土地、矿产资源、

财政等）和各种权力，但对专业镇内聚集的非公

有制企业影响力并不大，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

种情况越是显著，特别是一些大型、特大型企业，

产值几十亿到几百亿，一个镇级单位的财政收入

也不过是几十至几百亿。至于大量的外资独资、

合资企业，他们听从的是境外总部，政府更难对

他们有什么影响。

因此，广东专业镇的结构调整就出现了二

律背反的情况：从全省的格局看，省的结构调

整着力点是发展石化、汽车、钢铁等重化工业，

人力、财力和物力都用在重化上，面对自主创

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农业，并没有下多

大本钱。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本世纪初三产

比为 8.2∶45.7∶46.1，而后才出现 6.1∶51.7∶42.2 的

反常情况，违背了人均 GDP 水平提高，产业结

构也随之调整、升级的经济学常识。但在珠江

三角洲大多数专业镇中，并没有按政府的指挥

棒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而是以很大的气力推进

科技创新，增加新产品，创建新品牌；再就是按

市场规律，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调整的主要

目标。虎门等镇的结构调整指导思想就很现

实：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资源耗费尽了，环境没

有承受力了，劳动力价格上涨了，再发展粗放

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没有出路，只能向现代

服务业转型。

论点
专业镇的结构调整，起主宰作用的是市场

开栏的话：对于企业家而言，无论是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

外科技创新的动态和国家科技创新的政策导向，还是技术创

新和转型升级，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提高产品品质，开拓更

广泛的市场。

作为根植专业镇的专版，理所当然地应给予专业镇的产

品更多关注的目光。我们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展示专

业镇里农业种养业之繁荣、之茂盛，工业制造业之辉煌、之先

进……向读者展示广东专业镇的无限生机。 ——编者

■品图

江尾名兰——素心

中国兰花品种的一类。素心兰就花色而言，是指其花萼、

花瓣、花梗为同一颜色者，尤以纯白色素心兰为上品。素心兰

花朵颜色纯，无杂色。花茎、花萼、花瓣（包括唇瓣）为同一颜

色，且无其他色的条纹、斑点。素心兰自古被视为兰中珍品，

清·何绍基咏《素心兰》云：“深心太素绝声闻，悔托灵根压众

芳。万古贞风怀屈子，一江白月吊湘君。香愈澹处偏成蜜，色

到真时亦化云。园榭秋光都占尽，故应冰雪有奇天。”此诗写

出了素心兰的品质，虽有着梦一般的清淡、仙一般的俊逸、诗

一般的灵馨，然却生性缄默、平和，幽香长远。

食品专业镇举办的游会自然少不了展示品牌食品的企业方阵

广
东
兰
花
之
乡

—
—
江
尾
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