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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

打造振兴新典范打造振兴新典范 客韵侨乡谱新篇客韵侨乡谱新篇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悠悠梅江延续千年文脉，
走进华侨之乡广东省梅州市梅
县区，乡村振兴春潮激荡，干部
群众全力推进乡村风貌提升，
着力打造“处处是风景、路路是
景道、村村是景观”的客韵乡村
新貌。

当前，梅县区以“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为目标，深化农村
综合改革，激活乡村资源，发展
富民兴村产业，提升乡村风貌水
平，打造了六条“三色同辉、三
产融合、三线同美”（“三色”指
红色、绿色、古色，“三线”指天际
线、山际线、水岸线）的乡村振兴
示范带，成功创建全国首批农
业现代化示范区、全国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

高标准抓规划

梅县区作为农业大区，在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有哪
些重要举措？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梅县区坚持以发展精细农业、
建设精美农村、培育精勤农民
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全力打造广东乡村振兴新
典范。

资料显示，梅县区辖19个
镇（高新区管委会、办事处），共
355 个行政村、1386 个自然
村。那么，在梅县，多镇多村如
何实现联动发展？

梅县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政民企三方互动，从
生态、文化、资源等方面对全区
乡村振兴发展进行定位，编制

《“叶帅故里·大美梅县”丙雁乡
村振兴示范带规划方案》《“叶
帅故里·大美梅县”松口乡村振
兴示范带规划方案》等，制定
《梅县区“三清三拆”指导手册》
《梅县区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实
施细则》等指导性文件，通过政
策集成、资金统筹、资源集聚、
项目互补，示范引领乡村全面
振兴。

梅县区贯彻“城就是城、乡
就是乡”理念，坚持以城带乡、
城乡一体，努力打造广东省城
乡融合发展新样板，重点以水
系、路网、产业为纽带，打造雁
洋—松口，水车白沙—梅南水
美、龙岗，南口侨乡—荷泗，丙
村—白渡沿石窟河，梅西—石
坑—大坪，隆文—松源—桃尧
等6条乡村振兴示范带。“叶帅
故里·美丽梅县”乡村游线入选
全国乡村旅游学习体验线路，
雁洋镇荣获广东省乡村民宿示
范镇，红光村入选2022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长教村获评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首批广东
省乡村研学旅行特色村。

高要求抓精品

在梅县区，以庭院整洁带
动村庄清洁，共建共治共享的
良好乡村治理格局正在形成。

梅县区以中心村为节点、
圩镇为枢纽，积极推动“1+N”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示范创建，
加快建设“一河一路一树一
花一廊道”，大力发展富民兴
村产业，着力绘就“点上有精
品、线上有特色、面上有美
感”的美丽乡村画卷，激活“美
丽经济”。

为激活“三色”资源，梅县
区按照“传承红色、留住绿色、
保护古色”的思路，推动基层党
建、红色资源、乡村振兴融合发
展。梅县区推动以茶文化为主
题的雁南飞茶田景区、以养生
文化为主题的雁山湖国际花园
度假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
叶剑英纪念园、以禅文化为主
题的灵光寺、以客家文化为主
题的桥溪古韵景区等相互融
合，全面丰富带内产业生态。

同时，梅县区为促进三产

融合，大力推进“万企兴万村”
行动，促进带内的嘉元科技、超
华科技等6家上市公司和卡莱
轮胎等一批骨干企业以及国家
5A级景区雁南飞雁山湖和客
都人家等一批农旅、文旅融合
景点联动发展，形成“资源变资
产、村庄变景区、村民变股东、
农民变工人”模式。2022年，
梅县区圆满承办广东省乡村振
兴“万企兴万村”现场推进会，
梅县经验得到推广。

此外，梅县区聚焦“天际
线、山际线、水岸线”整治，一体
推进农村风貌提升，通过开展

“美丽廊道”专项行动，沿河、沿
路、沿山脊线种花添绿26.9万
多株，建成柚子洲头公园、游船
码头、亲水步道等休闲娱乐设
施，实现山水相依、美景相连，
成为游客观光、群众休闲好去
处。省道S223还获评广东省
最美旅游公路。

高效能抓延伸

近年来，梅县区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做强乡村产
业，通过培育壮大金柚产业集
群、打造农业品牌，促进产业融
合发展。

记者了解到，在全力推进
“叶帅故里·大美梅县”丙雁乡
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的基础上，
梅县区进一步延伸美丽画卷，
规划建设毗邻的松口乡村振兴
示范带。带内以梅江河和出省
东部快线为轴线，以金柚产业
为依托，涵盖7个行政村和1个
圩镇。

值得一提的是，其所覆盖
的松口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是近代粤、闽、赣等地客家
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松口镇大
黄村是国家现代农业（金柚）产
业园的核心区、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的四个全国分会场之
一。梅县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示范带的建设将盘
活古镇侨客文化资源，打造金
柚产业社区，推动农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擦亮“南洋古道·千
年古镇”品牌。目前，项目已完
成总体规划编制，规划项目13
个，总投资约13.42亿元，预计
可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2.33 亿
元。出省通道松口段（东部快
线）、松口渔港升级改造项目、
大黄产业社区项目等正在有序
推进建设。

未来，梅县区将继续坚持
把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作为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
富裕的有效路径，全面调动干
群力量，着力集中资源要素，
持续发力整治人居环境，培育
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全面激活
农村发展活力，打造更多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
兴示范带。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富民强村富民强村，，做大做优特色产业做大做优特色产业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拼开
局、抢机遇，重实干、闯新路，树
起乡村振兴的铜山样板。

铜山区房村镇温刘村的藕
塘里，去年栽的浅水藕获得丰
收，“今年估计可再为村集体增
收20万元。”温刘村党支部书
记高旋表示。

在铜山，温刘村是个典型
的中等村，比起薄弱村实力稍
强，比起明星村则尚有差距。

这几年，原先的经济薄弱
村有了诸多的政策扶持，发展
明显提速；明星村增收办法原

本就多，发展势头不减。相较
而言，像温刘村这样的中等村，
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形势
下，发展的动能略显不足。

别人都在加速奔跑，原地
不动或慢跑就会不进则退。

如今，在铜山，像温刘这样
的中等村也开始不断闯新路，
干起来、跑起来。

去年，温刘村通过公共空
间治理，统一流转了200余亩
大田，并尝试通过“党建+股田
制”的形式，成立了铜山区绿盈
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浅水藕。

2022 年的探索让温刘

村今年跨大步发展的信心更
足了。

“今年，我们村将继续围
绕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深
入实施‘支部+合作社，农民群
众得实惠’的党建新模式，通
过创办黄豆青豆 2000 亩种
植、加工及销售模式，打通一
二三产业链，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立足特色资源，扩
大村级企业徐州豆蔻蔬菜有
限公司和苏强电子厂的产业
生产线，打好特色牌，优化产
品供给，优先推动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

生产。”高旋告诉记者，在种
植黄豆青豆方面，村里已与
武汉周黑鸭企业达成初步合
作意向，销路基本不愁；村里
还准备规模种植无花果，计
划投资 300 万元建食品加工
厂，把一二三产特色产业链全
链拉长。

强民富村，铜山一直争当
示范。

“今年，铜山将积极发展物
业租赁、生产服务、‘飞地’经
济、股田制等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探索村企联建、村村抱团、
村社融合等有效实现形式，推

动集体经济发展由资源开发向
资产经营转变，确保年底集体
经营性收入超过50万元村达
140个；聚焦‘312’产业体系，
着力招引提供岗位多、带动能
力强、市场需求广泛的企业，让
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推动特色富民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旅游民宿、农村电商
等新业态，营造农民创业浓厚
氛围；广泛开展农民职业技能
培训，培育更多爱农村、懂技
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农
人’。”铜山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刘建中表示。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通讯员 李 晨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桥溪古韵风景区美景。广东省梅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