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里，漫步赣南树木园，杏黄枫红，湖面雾气氤氲。舟行

赣州小漓江，水上碧波荡漾，空中白鹭翩跹。静坐长潭渔村，享

受垂钓乐趣，感受村落宁静……近年来，崇义县依托阳明湖生

态美景和渔村文化，完善和开发赣南树木园、赣州小漓江、长潭

垂钓渔村等一批环阳明湖景区景点，推动“渔业+渔文化+旅

游+村落”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新路。

今年 48 岁的杨官发是赣州小漓江景区的一名船长，他每天

的工作是划着竹筏，让游客一览阳明湖的山水风光。“以前开的

是渔船，靠养鱼卖鱼为生；现在开的是游船，在湖上向游客介绍

家乡文化、美食和美景，吃上了‘生态饭’。”杨官发乐呵呵地说。

从传统渔业转变成旅游服务业，赣州小漓江填补了周边城

市缺少亲水景区的空白，更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创业就业的沃

土。“赣州小漓江打造了水上旅游综合体，开发水上旅游精品线

路，进一步带动阳明湖沿岸 20余处村落、100余处景点发展。”崇

义县发展投资集团董事长程晓辉说。

一个个临水而居、开门见山的精品民宿、特色农庄成为游

客的落脚点。在过埠镇漓江月宴农庄，远道而来的游客围桌而

坐，桌上摆放着以阳明湖富硒生态鱼为主料制作而成的全鱼

宴。“剁椒鱼头、银鱼蛋汤、雪花鱼片……除了游湖观景外，大多

游客都会到渔村品尝全鱼宴，每家鲜鱼馆的生意都很好。”店主

女儿廖金莲告诉记者。

“以前遍地黄泥，现在干净敞亮，前来游玩和垂钓的游客一

天比一天多，大家的腰包也鼓起来咯。”杰坝乡长潭村村民袁继

玖难掩喜悦。近年来，崇义将阳明湖保护开发与村庄规划建

设、招商引资与渔文旅融合发展相结合，通过提升村落景观、深

挖渔家文化、整合渔业资源等方式，助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9■ 责任编辑 单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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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学历”不如抓品质
易永艳

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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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水生万物秀山城

如今，零食圈也开始流行“高学历”，打着“某农科院”研制、
“某农业大学”研发等字样的食品，正成为一些商家的流量密
码。然而，上海市消保委日前对一些生产“农科院零食”的企业
开展专项调查，发现很多产品涉嫌虚假宣传，和农科院根本搭
不上边。

在不少消费者眼里，产品出自专业院校，往往意味着产品
原料更安全、口感更佳、营养价值更高。有了名头加持，这类产
品在零食圈里叫好又叫卖，价格和销量也成倍增长。于是，一
些商家弄虚作假蹭“学历”，以“科技含量高、品质优良”的形象
混入市场，然而有的质量不尽如人意。

“舌尖上的农科院”走红值得鼓励，但蹭“学历”的李鬼必须
打击。监管部门不妨对“高学历”网红食品来一轮深度体检，识
别和打击扰乱市场秩序、妨碍公平竞争的假冒食品；高校和科
研机构也要及时打假，守护科研成果、维护声誉，定期公布所研
发的产品及相关信息，拒绝“碰瓷”。

产品质量是赢得市场的法宝。商家应把注意力放在提升
产品的品质上，而不是炮制名不副实的噱头，只有好品质才能
赢得好口碑。

钟水旺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包联上户解民忧

敢尝鲜：探索农业发展路径

隆冬时节，在小密乡的水稻数字农

场里，成片油菜绿意盎然，与周围的村

庄、公路相映成趣，为寒冷的冬季增添了

一抹生机。

“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撂荒地，去年

11 月份我们收割了 30 万斤晚稻，随后又

种 植 了 一 轮 油 菜 ，荒 地 终 于 变 成 了 宝

地。”农场负责人王琼芳笑着说，“这是我

首 次 接 触 水 稻 种 植 ，一 切 都 要 不 断 摸

索。”

不断摸索，是王琼芳创业多年来一

直在做的事情。

2003 年，王琼芳与丈夫从湖北秭归

来到会昌县小密乡，在荒山上开垦出千

亩橙园，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吃苦耐劳的

性格，夫妻俩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种植

专业户。

2019 年，有个养鸡的老乡来这边游

玩。闲聊中，一个设想在王琼芳脑海中

涌现：除草一直是果园发展的难题，如果

在脐橙园里养鸡吃草，还可以卖鸡蛋、土

鸡，土地产出不就效益倍增了吗？于是，

夫妻俩在当地首创“有机脐橙+绿壳鸡

蛋”的复合种养模式，并成立了会昌县金

蛋担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养鸡对于王琼芳来说是个新鲜事。

“刚开始我每天都在鸡舍里待着，冲洗、

清洁、喂鸡……一点点摸索出养鸡的方

法。”王琼芳说，“别人家的鸡吃谷物，我

家的鸡以南瓜和大蒜为主，这两种食物

可预防鸡群感冒、肠胃问题。加上每日

在橙林里运动，养出来的鸡十分健康、肉

质紧实，鸡蛋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凭借出众的品质，土鸡蛋成了公司

的招牌，再加上不断扩大脐橙种植规模、

引进新品种，王琼芳夫妻成了当地致富

带头人，公司也被评为赣州市农业龙头

企业。

然而王琼芳并不满足于现状。“脐橙

每年只能卖三四个月，再加上近年黄龙

病肆虐，公司需要开拓一个可以长期经

营的新产品。”

巧 的 是 ，2023 年 ，小 密 乡 新 建 成 的

1000 亩数字农场正等待流转。“小密乡地

处富硒带，是全国 2023 年评定的江西省

3 个天然富硒地块之一，利用这一天然优

势我们决定种植富硒水稻。”

说 干 就 干 ，播 种、育 秧、浇 水、防 虫

……王琼芳再次作为新手一步步摸索。

令人欣喜的是，2023 年 8 月，基地的稻谷

获得了天然富硒认证。“乡里正在兴建加

工厂，我们计划着到时将其租下来做水

稻的深加工，富硒大米指日可待。”她信

心满满地说。

善学习：赋能新型职业农民

抖 音 上 搜 索“金 蛋 担 生 鲜 ”，360 余

条 短 视 频 记 录 着 王 琼 芳 的 生 活 和 工 作

日常。

视频里，或是身着客家服饰的王琼

芳从一棵棵茂盛的脐橙树下款款走来；

或 是 成 群 结 队 的 土 鸡 从 山 上 飞 奔 而 下

……近年来，上万名粉丝被她充满诗意

的田园生活吸引，而当地的脐橙、土鸡、

鸡蛋、红薯等农产品，也跟着她的视频搭

上了电商的快车，走出了大山。

“最初接触短视频是为了给鸡蛋开

拓销路。”王琼芳笑着说，“多亏了当地政

府，让我学会使用‘新农具’。”

“我第一次遇见王琼芳，是在 2019 年

县里举办的京东产地仓启动仪式上，当

时她带着脐橙和鸡蛋在现场摆摊推销。”

会 昌 县 贸 易 促 进 会 副 会 长 温 东 明 回 忆

道，“我在现场敲开一枚鸡蛋，蛋黄大而

紧实，蛋清层次分明，吃起来没有腥味，

口感十分细腻。我心想，这么好吃的东

西一定要打开市场。”于是，温东明动员

王琼芳入驻电商产业园，为她提供开网

店、运营、直播培训。

由于不熟悉，王琼芳刚开始直播时

紧张得说不出话。后来她发现展示原汁

原味的养鸡生活更能吸引观众。于是，

她买了一身客家服饰，在基地给网友直

播养鸡环境、土鸡放养的场面，粉丝量半

年增加好几十倍。

“王琼芳的求知欲非常强，而且善于

学习。”温东明称赞道，“她从什么都不懂

到学会如何设置灯光、设置背景、与观众

互动，现在她的短视频拍得越来越好了，

不少当地企业都想邀请她去做直播。”

身 在 新 时 代 ，农 民 也 要 与 时 俱 进 。

在王琼芳看来，想要新成果，就要掌握新

知识。

近年来，王琼芳不仅报名上了赣州

市创业大学，还先后到广东、浙江、上海

等地的农业大学接受培训。一本又一本

的学习笔记，密密麻麻记录着她的学习

心得。2022 年 8 月，她参加了华中农业

大学的“头雁”工程培训学习；2023 年 11
月，她在南昌参加了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学营销手段、学先进理念，每次学

习都是干货满满，现在政策这么好，我们

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懂市场：农产品也要创品牌

长期以来，“萝卜白菜、装筐就卖”的

农产品销售方式导致了农民品牌观念的

淡薄，好东西还愁卖，让不少农民既困惑

又无奈。

“起初脐橙丰收的那几年，我们只能

一车一车地销往农贸市场。”王琼芳说，

2011 年冬天，为了开拓销路，她跟着货车

去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天凌

晨三点就要去市场摆摊，我还记得零下

十几度的户外，刚想倒杯热水，结果顾客

来了，等卖完橙子，杯子里的水已经结冰

了。”

这样的故事在王琼芳的身上还有许

多，困难再多，她都乐观面对。由于王琼

芳见了谁都笑容满面，再加上她的橙子

品质好，经营诚信，越来越多的客户亲切

地称她“橙子姐姐”。

电商的蓬勃发展，为广阔乡村架设

了农产品流通新平台。王琼芳说：“2019
年底鸡蛋还处于滞销状态，打开电商渠

道后供不应求。现在每天产蛋 5000 枚，

不愁没销路。”

小密乡党委书记曾令珍表示，传统

农民往往注重耕种，忽略销售。王琼芳

则具有市场化意识，不仅懂种养，更懂市

场，这种具有打造品牌农业的思维让农

产品卖得好、品牌叫得响。

“2023 年 底 ，我 在 深 圳 参 加 赣 州 市

‘赣品入深’农产品产销对接会，深感农

业发展不易。”王琼芳坦言，“注重品质和

生态就是我们的突破口。公司的鸡蛋、

土鸡、水稻均通过天然富硒产品认证，脐

橙也达到了富硒认证标准，目前我们正

着力打造绿色富硒农业品牌。”

有了品牌并非一劳永逸，如何维护

品牌，持续获得消费者认可，还需要更多

努力和探索。

细节决定品牌质量，从鸡蛋的包装

上就可见一斑。“我们设置了珍珠棉、快

递纸箱、气泡柱三层保护装置，确保鸡蛋

在运输中的质量。”王琼芳拿着一箱包装

好的鸡蛋展示道，“4 年里，通过快递运输

的几百万枚鸡蛋因为有完美包装，零破

损、零售后。”

增强品牌意识、学会品牌塑造已成

为 新 时 期 农 民 必 备 的 新 素 质 。 搭 上 了

时 代 发 展 高 速 列 车 的 王 琼 芳 获 得 成 功

的同时，又带动影响更多身边人，让祖

祖 辈 辈 依 赖 土 地 生 存 的 农 户 们 看 到 了

新的增收致富的可能。“我们希望有更

多 像 王 琼 芳 一 样 具 有 创 业 激 情 的 人 ，

乡 村 因 为 他 们 的 参 与 而 更 加 充 满 生 机

活力。”曾令珍说。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颖 侯艺松

养橙记
——新农人王琼芳的逐梦之路

食品包装刮“瘦身风”

新规明确，粮食及其加工品、月饼及

粽子不应超过 3 层，其他商品（含茶叶及

其制品）不应超过 4 层，并严格规定了包

装空隙率、包装成本。对照这一标准，记

者走访了多家大型购物广场发现，食品包

装“瘦身”成为主流。

2023 年 12 月 23 日，南昌市西湖万达

广场显眼位置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茶叶，外

包装以大红、金黄等喜庆色调为主，材质

以铁、竹、瓷为主，价格从 50 元到 300 元不

等。记者随机打开一款西湖龙井茶礼盒，

看到包装内部几乎没有空隙，满满当当摆

放了 12 小盒茶叶。“以前，这种礼盒最多

装 4 小盒茶叶，再混搭一些无关紧要的刀

叉，真不知道是买茶叶还是买包装。”正在

购物的胡女士表示，现在这样的包装挺

好。

在南昌市中山路华润万家购物中心，

记者逛了一圈，没有看到“里三层外三层”

包装的酒水、粽子等食品，也未发现使用

贵金属和红木材料外包装的食品，酒、茶

混装销售的奢华礼盒也不见了踪影。相

反，一些创意十足、设计巧妙的食品礼盒

可让消费者再利用，抽屉式、层叠式包装

礼盒可变身为日常生活中的收纳盒、邮差

包等，美观实用且环保。

“《要求》实施之前，西湖区市监部门

多次组织企业代表参会，邀请省内标准化

领域专家解读新规，目前有了效果。”南昌

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赣抚分局执法

人员万润泉介绍，食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有数据显示，我国包装废弃物约占城

市生活垃圾的 30%至 40%，大部分是过度

包装产生的，不符合“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一旦辖区内有商家违反《要求》，他

们将责令经营者改正，情节严重的，最高

可处 10 万元罚款，保障新规在辖区内落

实到位。

贯彻新规抓源头

业 内 专 家 表 示 ，如 果 从 源 头 上 把 好

关，让生产经营者自觉遵守限制食品过度

包装的强制性标准，有利于推动食品包装

规范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我省市场上不少食品包装盒产

自萍乡市湘东区荷尧镇。荷尧镇人大相

关负责人说：“他们一方面鼓励企业转型

升级，一方面同执法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帮助企业优化产品包装设计，用好新规、

达到新标，为市场提供更加优质、更加绿

色低碳环保的包装。”

据了解，荷尧镇现有包装企业 6 家，

拥有省级包装工业设计研发中心，纸制

品、竹制品、铁制品、瓷制品一应俱全，已

形成包装、印铁、制盒、制瓶、制罐、彩印一

体的产业链。记者在包装龙头企业江西

优选时代包装有限公司采访时，该公司行

政总监胡春麟表示，他们与全国近 500 家

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战略合作关系，在

《要求》实施前后，中国包装联合会、江西

省包装技术协会多次来到湘东区指导包

装规范化工作，从源头抓起，为包装“瘦

身”出谋划策。

胡春麟进一步介绍，新规对企业业务

发展并未产生太大影响，目前，他们设计

团队已成功转型，瞄准低碳、生态材质，许

多包装不仅包装层数、包装成本、空隙率

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同时还实现可回收、

可堆肥降解、可重复利用，减重量、减用

量、减空间、减排放，让包装不成为包袱。

国家标准新规实施近4个月

我省销售市场生产企业为包装“瘦身”

易永艳 余 琳

“孩子们都离家远，平时看病买药就多亏了你们，这次又及

时联系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现在还来探望我，和亲闺女一样

好。”日前，正在医院住院的横峰县司铺乡刘家村村民刘谋兴对着

前来看望的村干部徐小萍感动地说。这是该乡深入开展五级治

理体系，创新推行“格上花包联到户”工作机制的一个缩影。

2023 年，司铺乡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建立

以乡村干部、党员中心户、志愿者为主的格上花服务队，构建

“乡-行政村-网格-格上花-农户”五级网格治理体系，进一步

丰富联系服务群众的形式，实行包联农户，做到“群众有需要，

格上花来报到”。

以网格为单位，该乡每名“格上花”队员包联 20 至 30 户农

户，使服务群众的网格最小化，从而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米”。“格上花”队员坚持每周至少走访五户包联农户，每月至少

遍访一次，做到群众家中有喜事、丧事、难事、急事、病事必到，

有矛盾纠纷、信访诉求、代办事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必

访。在上户过程中及时了解农户的思想动态，收集农户的意

见、建议，向村级反映并跟踪处理。

截至目前，该乡共有“格上花”队员 156 名，联系农户 3500
余户，开展矛盾纠纷调解 130 余件，收集民意 150 余条，办理为

民服务事项 680余件。

深深 度度

邮箱：307237420@qq.com
微信号：307237420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50箱柠檬香橙准备发快递”“260箱
一品红已被预订”……从去年11月至今，
会昌县“四季橙园”负责人王琼芳的微信
销售群里，每日订单不断。

“受大环境影响，2023年脐橙销售遇
冷，我们的一品红、柠檬香橙等新品种销
售却很顺利，最多时一天要发500箱。”王
琼芳感叹道，“近年来，脐橙市场溢价空
间逐渐缩小，我们 2018年开始种植新品
种。2023年试挂果后，通过参加展销会、
短视频宣传等方式开拓销路，目前360亩
新品种已全部下树，销量突破 5万公斤，
少量存货也已预订。可见农业发展离不
开差异化。”

2003年，王琼芳扎根会昌县小密乡
开始创业。从种植脐橙、养殖蛋鸡，到学
习电商、拍短视频，再到引进脐橙新品
种、种植水稻、打造富硒品牌……作为

“新农人”，王琼芳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农
民形象，她敢于尝试不同模式、不同渠
道，摸索适合本土乡情的全新业态，努力
破解传统农业链中的难点，从而走出一
条创新致富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摄游客泛舟赣州小漓江。

食品过度包装一直为人所诟
病，《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
品和化妆品》（GB23350—2021）
（以下简称《要求》）国家标准于
2023年 9月 1日起实施，新规对食
品的包装层数、包装成本、空隙率
等均有明确规定。新规实施后，
对食品包装市场影响几何？连日
来，记者展开了调查。

工作人员在赶制符合新规的食品礼盒。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摄

王琼芳在丰收的脐橙树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