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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梵净山林木繁茂、薄雾缭绕，从印江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走西线上山，往江口方向东
线而下，体验徒步乐旅，是游客打卡梵净山的一
大玩法。山下，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岭街
道黔溪村，来自广东的数千只马冈鹅正引颈高
歌。在返乡创业人士冉茂鹏的带领下，这群远
道而来的鹅，已在全国铺成了260余家“鹏一烧
鹅”品牌连锁店，目前已成为印江马冈鹅养殖产
业的重要销售渠道。

“东鹅西养”，是广东与贵州的故事。自
2021年粤黔两省深化消费协作以来，除了一只
只鹅，印江的茶叶、木耳冬瓜、藠头、红美人橘等
特色农产品也借力“湾区市场+贵州资源”的融
合模式，正以“出山入湾”之势，将多款特色农产
品输送至东部沿海市场，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
的餐桌。

“一只鹅”撬动三产融合

从2024年起，东莞陆续开通多条免费烧鹅
文旅专线，推出吃烧鹅领优惠打车、炫烧鹅腿大
赛等活动。今年初，东莞专门成立烧鹅联盟，为
文旅产业引流促消费。从“文物鹅”到“潮玩
鹅”，从“案上鹅”到“营业鹅”……“鹅”变成一种
文化符号，也刻进东莞人的DNA里。

向西近千里，在黔溪村标准化养殖基地，7
座钢结构大棚整齐排列。得益于梵净山西麓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每棚
2000余只马冈鹅在精心饲养中茁壮成长。

6年前，冉茂鹏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招商
引资落户印江，成立贵州省鹅司令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在黔溪村养起了马冈鹅。

从鹅蛋到餐桌，马冈鹅在印江的养殖，目前
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印江山清水秀，空气
好、水质优、森林覆盖率高，青草丰富，所以养出
来的鹅品质会好很多。”冉茂鹏说，自己养殖、屠
宰后的鹅一部分供应本地市场，满足当地消费
者的需求，而大部分则直接供应给大湾区市场，
做成受欢迎的烧鹅美食。

1997年至今，冉茂鹏一直在广东、贵州两
地当“鹅司令”，先后创立“鹏一烧鹅”品牌，成立
江门市鹅司令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贵州省
鹅司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把“鹅”事业做到
全国各地。

据冉茂鹏介绍，目前，鹏一烧鹅品牌已成功
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客商接洽，赢得更加广
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可为当地农民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菜篮子”产品购销两旺

自东莞市寮步组团与印江开展东西部协作
以来，寮步组团围绕广东及粤港澳大湾区消费
市场需求，聚焦消费帮扶的前端、中端和后端，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建基地、塑品牌，组织企业
参展，重点推介产品，拓宽消费帮扶渠道，释放
市场潜能，让印江优质农特产品一路向东飞越
东部沿海各大城市。

近年来，依托贵州互立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贵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在东莞开设的
3个展销中心，线上线下销售印江农特产品，成
功申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3家。

木黄镇新民坝区作为印江首个 500亩以上
集中连片坝区，是全面推广种植特色黑皮冬瓜

的示范基地，因土壤、气候条件适宜，产出的黑
皮冬瓜个头大、产量高、品相优、质量好，备受广
东、福建等地客商和市场的青睐。

近年来，印江趁乘东西部协作东风，不断拓
展沿海一线果蔬市场，让印江的蔬菜基地成为
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特色种植在给企业
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让群众实实在在
享受到了特色农业带来的发展红利，让越来越
多的群众有了稳定的收入。

同样在木黄，红色旅游资源丰富，酿酒的历
史传统深厚，近两年来，印江将“木黄窖酒”作为
当地的特色产业发展。

“我们的酒，借助梵净山的山泉水，取之作
为酿造木黄窖酒，造就一款世界自然遗产地的
酱香酒。”木黄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代磊介绍，
借助东西部协作项目，他们的产品顺利进入东
莞市，并与贵州云上智慧集配有限公司合作开
设东莞市寮步镇直营店。

粤黔协作工作队铜仁工作组印江小组人员
表示：“近几年，我们连续支持白酒产业帮扶，提
升木黄酒产业发展产能和品牌培育，把印江白
酒产业项目打造成推动两地在劳务、消费、社会
帮扶等方面深度融合发展的‘样板项目’”。

打通消费协作“最后一公里”

印江茶经久不衰，缘于山灵水秀的浸润。
地处梵净山西麓，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常年云雾笼罩，空气清新、光
照柔和。

近年来，从绿茶为主到“红绿齐驱”，印江茶
迸发强劲动力。“印江花果红”茶的创制成功，极
大提高了该县茶青的下树率，促进茶资源充分
利用，延伸茶产业链条，既能满足规模化、机械
化生产需要，又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茶产业经
济效益。

茶产业的蓬勃发展，让农民们尝到了甜头，
更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快速崛起。茶叶加
工、包装、运输等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印
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除了茶叶，土家腊肉、绿豆粉、食用菌、辣椒
等作为印江的代表性农特产品，先后从田间到
车间再抵达湾区市场消费者的舌尖。

在印江经开区贵州乐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产品包装车间，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黑木耳及红
薯粉分装、称重、打包、堆放，等待发往广东、福
建等地。据了解，除了传统的线下销售渠道，乐
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淘宝、京东、832等电商
平台达成合作，通过线上带货的方式将印江的
农特产品送到各地消费者手中。在电商平台的
推动下，印江的农特产品销售呈现出强劲的增
长势头。

2024年，借东西部协作之力，印江还积极
组织企业到广东地区参加产品展示展销会 4
次，大力拓宽农畜产品流通渠道，茶叶、香菇、木
耳、大米等农产品在东莞市场销售火爆。据悉，
当年广东市场直接采购和帮助销售总额突破
3.26亿元。

本报讯（谢慧龙 ） 4月 24日，广
东省东莞茶山镇东岳公园迎来了一场
大型民俗文化盛宴——2025年茶园游
会。在非遗祈福大巡游环节中，除了
有来自东莞市内的多支重点非遗项目
队伍逐一亮相外，还有一支来自贵州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非遗项目
队伍——土家摆手舞非遗代表团，成
为现场一道独特靓丽的文化风景。

这次邀请土家族摆手舞团队演
出，是东莞市与铜仁市进行的一次文
化交流，也是深化“莞铜协作”、推进区
域文化联动的生动实践。在非遗祈福
大巡游环节中，伴随着极具民族特色
的音乐声响起，身着土家族特色民族
服饰的 30位姑娘边走边跳，为沿途驻
足的市民游客精彩演绎了土家族摆手
舞，舞姿中透露着武陵山水的民族气
息，在岭南春日中带来极具西南风情
的文化律动。

舞者们头裹刺花巾、身着绣有西
兰卡普纹饰的民族服饰，银饰随舞步
轻摇，闪耀着古老与灵动交织的光
芒。随着锣鼓节奏的变化，摆手舞的
韵律铺陈开来：双膝微屈、顺摆顺颤，

“出左摆左、出右摆右”同边律动；手部
动作精巧如织，时而模仿飞鸟腾跃、时
而描摹农人耕作、祭祀舞礼，节奏或轻
快如春耕劳作，或庄严如族祭仪式，观
众仿佛穿越千年，置身于原始的“人神
共舞”之境。

“土家族摆手舞被誉为‘东方踢踏
舞的活化石’。其源远流长的舞蹈语
汇，记录着民族的迁徙史与生活史，也
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信仰。”沿
河土家摆手舞非遗代表团团员任敏跟
记者分享道，“对我们来说，它不仅是
一种舞蹈，更是一种‘手舞春秋’的生
活美学与精神表达。”

据了解，本次展演中，摆手舞以其
浓郁的民族色彩、张力十足的原始律
动，与茶园游会现场的岭南民俗风情
遥相呼应，在广府文化与西南文化的
交汇中迸发出精彩的火花，赢得现场
观众的阵阵喝彩。

一场文化的对话，一次情感的连
接。非遗不止于传承，更是一场跨越
地域的心灵对话。从武陵山麓到珠三
角热土，土家摆手舞跨越千里，在东莞
茶山镇的茶园游会中绽放异彩，也让
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包
容性。

“这次的表演不仅是一次艺术的
展示，更是两地山海情的延续。这种
互学互鉴的过程让我们深刻体会到，
文化协作不仅是展示，更是共同成
长。”沿河土家摆手舞非遗代表团团员
冉亦说，“我们愿意成为文化的信使，
让铜仁的山水之美与东莞的创新之力
持续共鸣，同时也非常欢迎东莞的朋
友们到梵天净土、桃源铜仁游玩，欢迎
你们！”

“对对对，2025‘食博会·预博会’，
我们这边参展的铜仁企业预计有25家
超过 200种产品，主要有江口欧标抹
茶、思南‘陈薯’酸辣粉和黄牛肉、石阡
苔茶、玉屏山茶油……”郑冠辉在电话
中与展销主办方不停地沟通着参展细
节，在他的工作笔记上，密密麻麻地写
着近期正在筹备的大事。来到铜仁驻
地帮扶的第400余天，这位东莞来的干
部对当地特产如数家珍。

38岁的郑冠辉原是东莞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科科长，现
任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铜仁工作组
劳务商务办主任，挂任铜仁市就业局
副局长，主要负责东莞与铜仁东西部
消费协作、劳务协作、职业教育和国考
指标统筹等工作。

2024年春节前，郑冠辉初到铜仁，
两个多月就跑遍全市10个县区，走访
上百个产业基地。

线头厘清，一项项任务清晰明了：
优化两地商务协作对接，强化招商引
资，巩固拓展“东莞市场+铜仁基地”产
销关系，健全供应链；促进大湾区“菜
篮子”基地标准化建设，打造黔货品牌
影响力；健全线上线下消费平台，丰富
展销推介活动，为黔货出山“唱戏搭
台”；深化“铜来莞你”劳务品牌建设，
有序开展劳务协作……郑冠辉处处用
心，工作本上每个目标背后，都是沉甸
甸的责任。

去年夏天，铜仁不少地方盛产的
精品黄桃面临滞销，郑冠辉连夜驱车
赶往各个基地查看，发现其因物流成
本高，困在“最后一公里”。次日，他立

即联系东莞供应链企业搭建直采通
道，一周内就将 30吨黄桃送进了大湾
区，敲开东莞水果市场。

“铜仁黄桃品质好口感佳，受欢迎
程度还一度赛过我们广东本地鹰嘴
桃。今年已经有很多朋友向我们预订
了。”郑冠辉说，这不仅是买卖，更是山
海携手的深情。

年底复盘时，共推动铜仁农特产
品及特色手工艺产品销售超 34亿元，
带动1.2万农户增收。

一年多的时间里，两地深入协作
的喜讯接踵而至。

通过“广东市场+铜仁产品”合作
模式，积极组织铜仁参与“贵粤荟”、食
博会·预博会、广博会等各类对外推介
拓展活动，对接两地企业产销联动，及
线上电商销售；带着广东企业的招聘
团队下乡“村招”，帮助铜仁农村劳动
力在广东就业超过1.5万人，在贵州省
内就近就业农村劳动力超过 2.3万人；
推动粤黔两地多家企业和中高职院校

“联姻”，打造定向培养粤港澳大湾区
需求人才的“订单班”……

从推广农特产品，到推进劳务协
作，再到促成产业对接。在郑冠辉的
工作本里，目标任务一项项圆满完成，
他以专业和热忱架起了一座连接莞铜
两地的桥梁，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尽
心尽力。“东西部协作不是单方输血，
而是共同造血的永续工程。”如今，他
的手机里存着 200多个铜仁农户和东
莞采购商的电话，微信置顶了 27个务
工群。在郑冠辉看来，他的作用就是
认真做好两地“双向奔赴”的牵线人。

郑冠辉：做好莞铜“双向奔赴”牵线人
吴采丽

沿河土家摆手舞惊艳亮相东莞借力“湾区市场”深化消费协作

邹春江

——铜仁农产品在东莞市场销售火爆

本报讯（邹春江 刘伟捷） 近
日，广东省东莞摄影家协会来铜仁
开展采风活动，16位东莞摄影家
兵分四路，前往我市10个区县，开
展为期 6天的创作采风。他们以
光影为纽带，在东莞援派干部的协
助下，用镜头捕捉两地协作的鲜活
故事，为山海携手的深情厚谊留下
鲜活注脚。

从产业共建到民生帮扶，从人
才交流到文化互融，东莞与铜仁的
协作篇章已绵延数载。此次采风
之行，摄影家们直奔主题，深度融
入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走进铜仁
大山腹地，通过自己的艺术视角，
用镜头定格莞铜协作的成果与
温度。

在思南县孙家坝镇黄牛集散
中心，牛叫声此起彼伏，标准化牛
舍整齐划一，一头头骨骼粗壮、肌

肉丰满的西门塔尔牛，正在悠闲地
吃着草料。快门声中，摄影家近距
离捕捉到牛的憨态、牧人的笑颜、
现代化养殖的细节，诉说着乡村振
兴的“牛劲”。

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摄影家
们认真听取东莞援派干部介绍，了
解莞铜协作的成果和当地的发展
情况，关心交流当地的风俗民情和
趣事特色。

走进沿河塘坝镇榨子村的制
茶工坊，铁锅翻飞、嫩叶起舞，茶农
的掌纹与茶香交织成诗。摄影家
们纷纷驻足，将镜头对准躬身炒茶
的茶农，透过镜头，为两地产业协
作和乡村振兴留下生动影像。

据了解，4月18日，粤黔协作
工作队铜仁工作组碧江小组会同
碧江区相关部门、单位正式发布了
东西部协作“向黔飞·粤游碧江 黔

程万里”农文旅品牌线路。在此之
前，东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李志良
走进中南门“茶店地图”，用影像记
录古城风貌与茶文化的交融。

李志良说：“铜仁有好的生态、
自然资源，符合人们对旅游地选择
的向往。我们这次过来，希望通过
镜头，展现铜仁的独特魅力，能让
大家循着一张张影像图片，来探索
铜仁的美丽与生机，也了解莞铜两
地间的协作故事。”

此次采风不仅聚焦协作成果，
更将镜头对准铜仁独特的自然与
人文风情。

暮色四合，铜仁中南门江宗门
码头华灯初上，长龙竹筏缓缓行
驶，宛如一条“火龙”在锦江河面穿
梭而过，持续吸引着众多市民、游
客。乘船游行，微风拂面；互动歌
曲、舞蹈表演，摄影家们纷纷按下

快门，捕捉光影交织的繁华夜景，
记录下古城夜色的迷人魅力与市
民欢愉的生动瞬间。

该团队还深入梵净山、江口云
舍等地，挖掘“黔东秘境”的生态之
美与文化之韵。此外，东莞援派干
部、医教人才的奋斗身影也是此次
采风活动镜头下的焦点，摄影家记
录他们在铜仁的奋斗故事，用影像
讲述山海情深、携手共进的动人篇
章，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文化建设既是两地交流往来
的重要内容，更是携手发展的重要
动力。东莞市摄影家协会表示，此
行数千张图片，既是协作成果的见
证，亦是未来邀约，希望透过镜头，
以微小影像化记录，让更多人循光
而至，读懂莞铜跨越千里的共鸣。

东莞摄影家协会来铜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