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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如梨、白如玉、嫩如脂”的柳江玉藕，
不仅是舌尖美味，更衍生出独特的藕文化。以玉
藕为主角的“全藕宴”惊艳四方，外酥里脆的藕
夹、软糯香甜的糯米藕、鲜爽独特的莲藕刺身，
每一道菜品都令人回味无穷，诉说着柳江人的匠
心。

柳江区依托万亩藕海资源，不断延伸荷莲产
业链条，开发出荷花茶、荷叶茶、藕粉、藕带酸
等特色产品。同时，创新销售模式，通过线下销
售网络与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相结合，进一步提升
柳江玉藕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将其推向更广阔的
市场。

柳江区探索“旅游+农业”，拓展文旅产业链
条。充分利用百朋镇怀洪村万亩藕海和秀美的山

水田园风貌，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旅新业态，形
成一条融合特色农业、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乡
村建设的文化旅游线路，打造“乡约·藕遇”乡
村旅游综合示范带，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
游。从 2012年起，柳江区共成功举办了 12届荷花
文化旅游节，吸引客商和游客 1300万人次，实现
旅游消费额近20亿元。

展望未来，柳江区将秉持创新与融合的理
念，持续推动玉藕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化品
牌建设、拓展市场渠道、强化文旅融合，柳江玉
藕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辉煌，为区域经济
发展注入新动力，让千年藕田在新时代焕发出更
加耀眼的光芒。

本报通讯员 韦蒙玲 兰德波 报道摄影

产业融合促发展 玉藕飘香富一方
——柳江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开拓致富通道
乡村“好物”走出大山

2017年，韦锦东回到老家土
博镇，看到五彩椒、滑皮金桔因
物流成本高滞销，农户满脸愁
容。“好货不能困在山里！”他毅
然辞去高薪工作，创办广西国东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网络销
售柳江农特产品。

创业初期，乡镇快递成本高
制约销售。韦锦东自购运输车
辆，在土博镇开设菜鸟驿站收购
农产品，手机 24小时待机响应农
户需求。合伙人回忆：“曾有暴
雨夜，农户五彩椒急需外运，他
冒雨驱车进山，车轮数次陷入泥
坑，仍全力抢运。”

2022年，广西壮博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打造五彩椒全产
业供应链。如今，仓库里工作人
员忙碌打包，物流车辆每日将农
产品运往全国各地。“看到农户
的笑容，再苦再累都值。”韦锦
东说。

数字赋能增效
农产品“触网”变“网红”

突破物流瓶颈后，韦锦东组
建电商团队、打造直播间，让数
字经济赋能乡村。他在直播间里
推 荐 土 博 镇 五 彩 椒 ：“ 色 泽 艳
丽、鲜辣可口！”真诚推荐让五
彩椒走红，订单纷至沓来，2024
年网络销售达58900单。

公司推出五彩椒保底收购政
策，无论市场如何波动，均以稳
定价格收购。种植户张海建说：

“现在种得越多赚得越多，只管
放 心 种 ！” 五 彩 椒 成 了 村 民 的

“致富椒”。

助残扶弱同行
共绘幸福生活图景

2023年，公司与柳江区残联
共建广西阳光助残基地，帮扶土
博镇 120户残疾人家庭种植五彩
椒，免费提供种苗、肥料等物
资，定期开展种植培训。助残基
地成立以来，开展 10期培训，受
众 500余人次。种植户覃相贤感
慨道：“他承诺保底收购，我们
再也不用担心五彩椒烂在地里。”

韦锦东还积极聘用残疾人。
土博镇长洞村村民覃哥兄弟俩都
是残疾人，他特聘覃哥到公司负
责采购五彩椒。“以前靠救济，

如今有了工作，能养活家人，感
谢韦总！”覃哥眼中满是感激。

从开拓物流到电商直播，再
到助残帮扶，韦锦东用行动诠释
担当，收获诸多荣誉：2021 年
柳州螺蛳粉青年创业方案设计大
赛三等奖、2022 年柳江区创新
创业大赛三等奖、2023 年第三
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优秀奖，
获柳州市“十佳青年领头雁”提
名奖。

“能为家乡农业发展贡献力
量，是我最大的幸福。”韦锦东
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挖掘农特产
品故事，打造“从田间到舌尖”
沉浸式体验，搭建农旅融合新场
景，通过产业升级带动村民增
收。这名扎根乡土的追光者，将
谱写更精彩的篇章。

本报通讯员 牙春柳

返乡创业展担当 振兴乡土谱华章
——记广西壮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韦锦东

在柳江
大 地 的 乡
间，总有一
个步履匆匆
的身影。他
舍弃城市优
渥生活回归
故土，以产
业带动乡村
致富，用爱
心帮扶残疾
人家庭。他
就是广西壮
博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总
经 理 韦 锦
东，在乡村
振兴画卷上
书写温暖篇
章。

连日来，柳江区穿山
镇糯玉米陆续成熟，村民
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见
上图），田间地头满是丰
收景象。

6 月 4 日，在高平村
平地屯蔬菜种植基地，圆
润饱满的玉米挂满茎秆，
工人们穿梭在玉米地中，
娴熟地采摘、装袋、搬
运。高平村平地屯党支部
书记谭永记介绍，这批 3
月 初 播 种 的 美 玉 27 玉

米，5 月初采收，将持续
至6月底，当天计划采收
2 万 斤 。 该 品 种 香 甜 软
糯 ， 预 计 亩 产 量 1500
斤，主要销往北京、桂
林等地。基地还种植辣
椒等特色作物，为村民
提供“家门口”的就业
机会，让村民实现挣钱
顾家两不误，有力促进
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
兴。
本报通讯员 韦新娜 摄

近日，柳江区残疾
人联合会在成团镇、进
德镇、土博镇开展助残
鸡 苗 发 放 行 动 （见上
图），通过发放鸡苗、开
展技能培训等举措，为
残疾人构建多元化就业
平台。此次行动标志着
柳江区残疾人联合会助
残就业工作从单一救济
向“产业扶持+技能赋
能+岗位开发”系统化模
式转型。

此次助残行动针对

全区残疾人家庭发展需
求， 共 发 放 优 质 鸡 苗
3430 羽 ， 惠 及 98 户 残
疾家庭。同步配套提供
养殖技术手册、饲料、
防 疫 物 资及“一对一”
农技跟踪服务，支持残
疾 人 家 庭 发 展 庭 院 经
济。依托“企业+合作
社+农户”模式，畅通禽
类产品统一收购渠道，
预计每户年增收超 5000
元。
本报通讯员 梁旎旎 摄

近日，柳江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区住房
城乡建设局、柳州市柳
江石油气有限公司开展
气 瓶 充 装 单 位 应 急 演
练 （见上图），进一步加
强气瓶充装单位的安全
管理，提高应对处置突
发事件的能力。

演 练 模 拟 气 瓶 泄
漏 、 火 灾 等 突 发 状 况 ，
充 装 单 位 迅 速 启 动 预
案，工作人员有序开展

警戒疏散、事故报告等
处置救援工作。通过实
战演练有效检验应急预
案实用性，为预案完善
提供依据，提升人员安
全 意 识 与 应 急 处 置 能
力。下一步，柳江区将
持续强化安全监管，联
合 完 善 应 急 预 案 体 系 ，
保障气瓶充装行业安全
稳定。
本报通讯员 韦家雷

覃柳莹 摄

5 月 27 日，“柳江莲藕 玉
藕天成”广西柳江区现代农业
产业园招商推介暨“柳江莲
藕”品牌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现场与 10 多家企业达成鲜藕
及深加工产品合作意向。凭借
雪白如玉的品相和清甜脆嫩的
口感，柳江玉藕迅速成为北京
市民餐桌上的时令新宠，以地
域特色和品质优势，在农产品
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近年来，柳江区以柳江玉
藕特色产业为引擎，全力推进
高质量发展。通过品牌建设、
产业链延伸、深加工赋能、宣
传推广和文旅融合等多措并
举，将万亩荷塘打造成集生
态、经济、文化于一体的乡村
振兴“柳江样板”，让“致富
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游客在景区游玩拍照。

柳江玉藕。

柳江万亩藕海柳江万亩藕海。。

“柳江玉藕现挖现发，3、2、1，上链接！”6
月，正值玉藕上市黄金时节，在柳江区百朋镇里
团村广袤的藕田间，两名 80 后“新农人”黎有
晴、梁伟正借助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热情地向
广大网友推销柳江玉藕。而另一边，在“中国玉
藕之乡”柳江区百朋镇怀洪村，村民们抢抓农
时，争分夺秒采挖玉藕，抢占早市先机。每日凌
晨 3时，藕田里灯火通明，村民们手持工具，娴
熟地在淤泥中探寻洁白的玉藕，劳作持续至上午
9时许，人均日采挖量 75～100公斤。各大玉藕收
购场内，分拣、清洗、装车等工序高效运转，新
鲜玉藕迅速启程，销往全国各地，以最快速度抵

达市民餐桌。
收购商韦善用说：“今年玉藕早期收购价高达

10元/斤，当前平均批发价为4元/斤。上市高峰期，
百朋每日发出玉藕量约80万斤。凭借出众品质与脆
甜口感，柳江玉藕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

柳江区百朋镇素有“中国玉藕之乡”的美
誉，也是全国最大的“双季莲藕”生产基地。凭
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该镇孕育出

“鲜、白、嫩、脆”的“柳江玉藕”，品质卓越，
声名远扬海内外。这里 6.4万亩的荷塘碧波荡漾，
年产量高达 12万吨，年产值突破 10亿元，成为当
地特色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柳江莲藕承载着千年历史底蕴。自唐朝起，

这里便开启了莲藕种植的篇章。为擦亮“柳江玉
藕”这块金字招牌，柳江区在种植环节下足功夫。

“我们持续开展试验种植，引进鄂莲 7号、6
号、9号等玉藕新品种，并大力推广先进种植技
术，推进土壤改良，开展种植大户技能培训，全
方位促进玉藕种植提质增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百朋镇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农吉介绍。

凭借卓越品质，“柳江玉藕”先后荣获A级绿
色产品认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不仅
在国内市场广受欢迎，更远销海外，在东南亚、

美国等海外市场备受青睐，年出口量突破 1万吨，
稳居柳江区出口农产品首位。

多年来，柳江区在玉藕产业发展道路上稳步前
行、不断突破。2009年，“柳江莲藕”入选农业部
第一批蔬菜标准园创建项目；2017年，荷塘月色双
季莲藕示范区获评自治区五星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
区；2020年，柳江区成功创建柳江莲藕广西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随着一系列产业项目的落地实施，产
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品牌建设不断深化，产品品
质不断提升，技术创新不断推进，为莲藕产业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

玉藕上市：田间跃动的致富密码1

新品赋能：千年藕田的创新蝶变2

文化焕彩：玉藕魅力引八方来客3

糯玉米新鲜上市

爱心鸡苗促增收

实战演练强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