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以前更加亮堂了！”“改造过后

更加干净整洁！”上考村红糖加工厂内，

几名游客一边手举糖勾往外走，一边发

出感叹。今年，该村完成了红糖加工厂

的改造，榨糖熬糖的机器更新换代，不

仅更加干净，榨糖效率也提升了不少，

厂里的工作人员从 15 人减少到了 10

人，降低了人工成本。

以回收甘蔗渣这一环节为例，原

先，经过压榨的甘蔗渣需要由人工收集

整理、打包成捆，再搬运出厂处理，需要

3 个人完成。如今，甘蔗渣从压榨机出

来后直接“乘”上一条通往室外的运输

履带，自动掉进垃圾回收车中，整个过

程仅需 1 名工作人员，大大降低了人力

成本。同时，该厂的榨糖效率也有所提

升，从去年的每天榨甘蔗 8500 公斤，到

今年每天能榨1.15万公斤。

开幕式当天，村民徐济文正在红糖

加工厂里帮忙熬糖。今年，他种植了 3

亩甘蔗，在开幕式的前一天完成了榨

糖。“一天时间就全部榨完、卖完了，总

共收入 7 万多元！”回想起前一天的忙

碌，徐济文脸上止不住的笑意，“现在，

我们的红糖产品越来越丰富了，有红糖

姜片、红糖麻花、红糖米糖等，游客们来

我们村玩都要带点红糖产品回去，一下

子就把我的产品买光了。”

甜蜜 的 红 糖 滋 润 了 村 民 的 好 日

子，也将村集体紧紧地“粘”在一起。

据了解，该红糖加工厂的排期

已经排到了 12 月底，村民们

以招投标的形式选定自家

榨糖的日子，在满足全村

榨糖需求的同时，也为村

集体经济增收。轮到谁家榨

糖 时 ，其 他 村 民 总 是 义 务 帮

忙，营造了团结友爱的氛围。

如今，上考红糖已经成为唐

先镇农文旅产业的一块“金招牌”，

全村共种植甘蔗 100 余亩。近年来，

唐先镇坚持农业产业多样化，围绕上

考红糖、红富士葡萄等特产组成“唐八

鲜”，促进深加工、教研、旅游、健康和

文化创意等复合功能发展，拓展观光、

体 验 、休 闲 、研 学 等 乡 村 旅 游 服 务

业，并以农业节庆活动为抓手，将农

业特色充分融入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中。

04 YONGKANG DAILY

2024年11月26日 星期二

融媒编辑：吴航鑫 版式设计：应桃蕊 时政·专版

石桥头村舞狮队《九狮图》、唐先五

村《哑口背疯》、唐上村《打罗汉》⋯⋯11

月 22 日，在上考村村民活动广场，一个

个精品非遗节目轮番上演，正式拉开了

红糖文化旅游嘉年华的序幕。开幕式

后，喜气洋洋的文艺汇演节目随即上

演，热烈的掌声将活动氛围推向新的高

潮。

与此同时，上考村内各处活动体验

场景也同样“甜蜜”。红糖厂内，红褐色

的糖液在高温的熬煮下变得浓稠细腻，

游客们将青色的糖梗放进锅中再快速

拿出，晶亮又软糯的红糖在糖梗表面凝

固。游客们在体验打糖勾过程中，了解

红糖的制作。村口一角，由甘蔗梗、玉

米棒、稻谷等农作物搭建的晒秋主题

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大家纷纷“打

卡”留念，感受丰收的喜悦。

红糖销售区围满了品尝、购买红糖

产品的游客。村民们有的热情地向游

客介绍产品，有的麻利地舀红砂糖、分

拣糖籽、切糖装袋。

“今天，我带着家人一起过来玩，不

仅看到了非遗表演，还尝到了刚出锅的

红糖。我打算买点红糖产品回家。”市

民俞丽特意起早赶来参加红糖文化旅

游嘉年华，让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感受乡

村特色风光。

火热的节庆氛围不止呈现于开幕

式当天。据了解，本届红糖文化旅游嘉

年华预热活动在 11 月 18 日就已启幕。

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一场场趣味体验活

动，无不展示着新时代的农村风采，更

为传统红糖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年，我们新增了广场舞 PK 大

赛、篝火晚会、畲族舞表演等预热环

节，并同步对红糖民俗文化及红糖产

品进行展销。”上考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徐献楼介绍，预热活动开启

后 ，游 客 络 绎 不 绝 ，日 均 人 流 量 达

5000 人次，红糖产品日均销售额达 8

万元，生动谱写了农文旅融合走深走

实的文章。

红糖文化如同红糖本身，越浓厚

越香甜。下一步，上考村将持续推动

红糖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借助

上考红糖这张“金名片”，不断提升上

考红糖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将红

糖文化旅游嘉年华打造成上考村的标

志性活动。

老传统新活力 农文旅融合走深走实

红糖飘香季 同奔共富路
——唐先镇（上考）第二十届红糖文化旅游嘉年华侧记

融媒记者 王玙铮 俞舒梦

漫步在上考村中，只见房屋错落有

致，乡村道路干净整洁，古色古香的木

桥上挂满了红灯笼，村民们坐在桥上晒

暖阳，唠家常。沿溪游步道上，不少游

客漫步其间，品尝鲜甜红糖，沉浸欣赏

乡村风光⋯⋯这些正是上考村美丽乡

村建设成果的部分呈现，也是上考村留

住游客的关键所在。

乡 村 环 境 是 乡 村 旅 游 的 重 要 载

体。今年，上考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

手，通过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加强房前

屋后环境卫生管理、提升绿化美化水平

等措施，打造宜居宜游的乡村环境，提

升乡村旅游吸引力。

“节庆活动是吸引游客的强有力方

式。只有完善乡村基础设施，让乡村有

景可赏，才能留住人。”徐献楼介绍，今

年上考村在酥溪旁新建一条长 451 米、

均宽 3.5 米的沿溪游步道，路段中间还

建造了一处小平台，不仅可以作为观光

平台，也能满足村民的休闲娱乐需求，

提高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此外，该村还在酥溪上新建了一座

同心桥，并提升改造连心桥和保永桥，为

村中增添古韵。记者了解到，保永桥始

建于清代，是我市历史文物保护对象，承

载着该村的文化积淀与记忆传承，但在

岁月的侵袭下逐渐老旧。如今，修葺一

新的保永桥在一片红花绿叶的簇拥下披

红着彩，秀丽清新，引人入胜。

乡村道路建设也是提升乡村旅游

体验的重要因素。今年年初，“唐石路

至保永桥道路拓宽改造”“保永桥至义

门头道路拓宽改造”两项工程就已排

进该村美丽乡村建设日程中，为迎接

节庆活动带来的大客流做足准备。如

今 ，上 考 村 内

的 道 路 更 平

坦 、宽 阔 ，

村 口 道

路 直 通

大 广 场 ，

游客停车更

加方便。

优质红糖金奖获得者优质红糖金奖获得者

建步道造新桥 美丽乡村留住大客流

新设备老味道 一口红糖品出“共富味”

“蔗”里 相 约 二 十
载 ，红 糖 飘 香 又 一 冬。
11 月 22 日，唐先镇（上
考）第二十届红糖文化
旅游嘉年华拉开帷幕。

唐 先 镇 上 考 村 种
糖、制糖传统绵延百年，
红糖文化活动已成为连
接过去与未来的甜蜜纽
带，见证了红糖产业的
蓬勃发展。20 年来，该
村以红糖产业为媒，美
丽乡村建设搭台，在传
统上创新，在积淀中蝶
变，唱响农文旅融合大
戏，为推动唐先镇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增添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游客在购买红糖产品游客在购买红糖产品

打糖勾打糖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