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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紧抓乡村振兴契机———

招揽高素质人才 联村共建“新农业”

“目前这两个村小组只有这一小块儿自留地了，
其他都整合出去了。 ” 安庆村新兴村小组和新乔村
小组交界的一块三角形田地蓄着春水， 留着被翻种
过的痕迹， 三坑镇党委委员潘迪锋看着这块地介绍
道，近几年，安庆村前前后后整合流转了村里 90%以
上的土地。 整合后， 安庆村的土地面积增加了 1020
亩，除了乡村旅游产业，还逐步发展了现代农业示范
园、省市共建农业科技示范园、水稻育种基地、香蕉
种植基地、蔬菜种植基地等多个农业项目，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说到这里，则不得不提隔壁的枫坑村。作为三
坑镇乡村振兴样板区里以打造 “新农村生活主题
片区”为核心的行政村，枫坑村的农业特色产业发
展令人眼前一亮。

多年来，枫坑村种植的番薯、花生等农产品品质
在当地甚至珠三角地区均有不错的口碑。 广州市越
秀区六榕街道办事处和清远市科学技术局驻枫坑村
的工作队时常思考，能否将村里的农产品产业化。

经过调研和征求村民意见、建议，枫坑村以村
干部为法人代表成立了种养专业合作社， 并通过
整合土地， 租用了红旗村小组 130 多亩的土地建
立起枫顺种养示范基地和枫红农业种养基地。

从空中俯瞰， 占地 130 多亩的枫红农业种养
基地绿意盎然中又 “镶嵌” 着几大块规整的 “黑
布”，其中阡陌蜿蜒至附近的民居。 原来这“黑布”
下种着的是葱翠勃发的台湾南阳山苏，这 40 亩山
苏是市场上的“紧俏货”，常常供不应求。广州市越
秀区六榕街道办事处驻枫坑村第一书记陈志龙
说， 基地与定址于安庆村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建立
了技术需求和产销关系， 以产业化的模式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除了山苏， 基地了还种植了特色蔬
菜、番薯、果桑、玉米，养殖着叶草鱼、清远鸡、青头
鸭等优质农副产品。

这些年，枫坑村也大力整合低效零碎的土地，
整合流转 2620 亩左右的土地，发展了种子研发基
地、水果种植基地、花卉种植基地等 13 个项目。

整合土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
除了种养走上规模化道路 ，枫

坑村“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模式也给村里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同时，致力于发展现代绿色环保
健康循环种养特色产业, 打造 “育、
产、培、学、扶”的综合性示范基地也
为提升村民农业种植管理技术带来
了良机。

仅是枫红基地，就吸纳了 14 名
村民参加劳作， 带动农户每人增收
1000 多元。 村民既能够在基地务农，

又能学习技术， 还可以参与基地利
润分红，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梦想。

原来的贫困户许艳辉在驻村工
作队鼓励下加入合作社， 不仅能通
过基地务工获得收入， 参加了农技
培训也把家里的红薯、 玉米照顾得
油光水亮。 “吃不完的拿到镇上卖，
工作队也常常帮我销售。 ”她觉得日
子正越过越有盼头。

除此之外， 枫坑村还在村里建
起加工厂，衔接上下游产业，在村里

打造出完整的产业链。
“2019 年初立项建设，去年正式

投产，目前的运营效果不错。 ”提起
枫坑村农产品加工厂时陈志龙这样
说， 加工厂是在原来村委办公楼的
基础上加盖而成的， 加工厂一楼便
是番薯干加工车间，“运用现代化工
序加工出来的番薯干味道更好。 ”目
前，加工厂也已经跟 20 多个线上线
下经销商达成供货协议， 村民对壮
大村子的番薯产业信心十足。

延长产业链，村民多了就业选择

枫坑村农产品加工厂对面的党
建文化长廊不仅是村里的一处亮丽
风景，更显现出枫坑村打造“党建+
产业”阵地的决心。

陈志龙认为， 村集体经济实力
强了， 农村基层党组织才能更有活
力、凝聚力，也才能引领广大农民群
众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 因此采取
“党组织+产业基地”“党组织+合作
社+农户”等多种形式发展村集体产
业也是枫坑村的积极探索之一。

此外， 枫坑村还开展带头人培
育行动，打造“金雁模式”，吸引外出
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科
技人员和城市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
新创业，建立“入库+历练+优选”机
制，抓好村干部队伍建设，打造一支
强大的“三农”人才队伍。

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理局驻葵
背村第一书记潘赞光对此也颇有感
触，他说，近几年通过土地整合，葵

背村不仅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四海芳园农业观光园、木瓜
种植基地、香蕉种植基地、鹰嘴桃基
地等项目也发展起来了， 不少中青

年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变化， 开始回
村了。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看到村
里渐渐多起来的青年面孔， 他更觉
得乡村振兴指日可待。

清远市清新区西南端
的三坑镇， 南接佛山三水，
西靠江门四会，省道贯穿全
镇，温矿泉名扬四方。 近年
来，结合打造三坑镇乡村振
兴样板区的契机，三坑镇的
枫坑村 、安庆村、葵背村整
合流转出低效 、闲置、零碎
的土地， 优化产业布局，联
村共建; 吸引外出农民工、
高校毕业生、 退伍军人、科
技人员和城市各类人才返
乡下乡创新创业;因地制宜
发展其特色种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渐成主导 ， 种养基
地、现代农业产业园生根落
地，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正
发生着新变化。

打造“党建 +产业”阵地，培育乡村带头人

■三坑镇枫坑村的党建文化长廊是村里的一
处亮丽风景。

■结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区的契机，三坑镇的枫坑村、安庆村、葵背村优化产业布局，联村共建。

■三坑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 ■三坑镇枫坑村的番薯、花生等农产品品质在
当地甚至珠三角地区均有不错的口碑。

■三坑镇葵背村流转土地、优化村貌，打造生态栖息主题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