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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国道G236，进入河源市紫
金县龙窝镇，稻鱼共生基地让人流
连忘返，“紫金禅茶”令人回味无穷；
全国唯一以“苏区”命名的苏区镇，
“红屋”（紫金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血田”纪念广场等革命旧遗址群，
红色烙印历久弥新……

近年来，紫金县依托红色文化
资源和绿色生态优势，积极探索“红
色旅游+绿色产业”发展模式，着力
打造“红色传承、古韵茶香”美丽乡
村风貌提升示范带，以特色旅游带
旺乡村产业，有效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为高质量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河源市紫金县：

“红色旅游+绿色产业”撬动乡村振兴

紫金县“红色传承、古韵茶香”美
丽乡村风貌提升示范带，沿G236国
道贯穿龙窝镇嶂下村、彭坊村、牌楼
村、琴江村、苏区镇青溪村、永光村、
炮子村、黄布村、永坑村共9个行政
村30个节点。其中，龙窝镇距紫金
县城28公里，是紫金县东部农旅融
合生态农业示范区主要承载地。

驻龙窝镇帮扶工作队队长赵吉
飞说，今年7月，由深圳市龙华区民
治街道牵头组成的驻镇帮扶工作队
进驻龙窝镇以来，开展“大培训、大
学习、大调研”活动，全面摸清镇情、
村情、民情。在发展优势产业上，龙
窝镇茶种植业优势明显，全镇有茶

叶种植面积2万多亩，占全县茶叶
种植面积的50%以上；有承龙嶂、鹰
峰山等千亩以上生态茶叶基地 4
个，茶叶加工生产线36条，茶叶年
产值超3亿元。

在龙窝镇彭坊村，该村结合实
际，扎实推进沿交通线、沿河道、沿旅
游景区环境综合整治。现已基本完
成国道两旁景观带建设、天裕楼古屋
田园景观节点和承龙茶旅文化园建
设，其中，稻鱼共生基地成为乡村旅
游网红打卡点。同时，彭坊村作为全
镇乃至全县茶叶的主产区，“以农兴
旅，以旅促农”，聚焦茶旅融合发展，
跻身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茶叶

专业村。2020年，以彭坊村为主体
的紫金“红色基因?古韵茶香”精品线
路荣获“广东美丽乡村精品线路”。

赵吉飞说，龙窝镇有着深厚的客
家文化底蕴和红色文化传统，有桂山
石楼、牌楼村节孝牌坊等文化古迹，
这里发生了新丰楼保卫战、中国工农
红军第二、第四师会师等。因此，大
力发展茶种植业和蝉茶文化，打造生
态旅游、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了龙
窝镇发展经济的一条主线。“目前，我
们积极争取了民治街道对口帮扶资
金100万元，拟用于续建龙窝镇红
二、四师会师旧址公园一期项目，预
计今年底明年初完工。”

紫金县:
抓规划，
擘画乡村振兴阶段性蓝图

10月21日，紫金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
现场推进会在龙窝镇召开，县委书记黄春彭指
出，要聚焦稳定增收，加强对易返贫、易致贫人
口的常态化监测和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要聚焦产业兴旺，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持续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要聚
焦美丽宜居，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持续优化
提升镇村人居环境等。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接续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首先是抓规划、绘蓝图。”紫
金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海洋说，要做好未来5年
乡村振兴规划，在农村人居环境、民生基础设施
及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谋划好
工作思路，绘就好乡村振兴阶段性蓝图，挂图作
战、久久为功，稳定实现阶段性目标。

“固基础、促提升。”刘海洋表示，结合紫金
县实际，不断完善和补齐民生设施短板，提升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扩大美丽宜居村庄覆盖面，创
建更多特色精品村，把基础工作打牢做实，为持
续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大力培育富民
兴村产业，壮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联
农带农富农作用，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激活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找亮点，显特色。”刘海洋说，紫金县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涌现了一批成功案例和典型。其中，
在第九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紫金
县南岭镇庄田村（绿茶）榜上有名；以彭坊村为主
要试点探索实施的“小积分”撬动乡村治理“大格
局”成为2021年社会治理创新全国十个最佳案例
之一等。“通过开展擦亮（品牌）提新（经验），大力
推广先进的经验做法，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全面推
进实现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目标。”

位于紫金县东南部的苏区镇（原
名“炮子乡”），是全国唯一以“苏区”命
名的革命老区，是全国最早建立农会
组织、农民武装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
地的地方之一，是早期中共紫金县委、
紫金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海陆
丰革命根据地和海陆惠紫革命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20处革命旧遗址群
被公布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9年10月，20处革命旧遗址群被评
为广东省党员教育基地。

“苏区镇红色资源非常丰富，红
色革命旧遗址有20处。”苏区镇副镇
长李领锋说，在革命旧遗址群中，“血
田”纪念碑于2009年改建为“血田”
纪念广场，2011年被列为广东省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苏区革命烈士纪念

碑，徐向前曾为纪念碑题词：“纪念革
命先烈的最好办法，是学习先烈的革
命精神，树雄心，定鸿图……”还有
“红屋”（紫金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中
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部旧址、红军
兵工厂旧址等革命旧遗址。

在深挖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
的同时，苏区镇大力培育特色农业产
业。当地生态环境良好，发展农业产
业具有独特优势，今年顺利创建了县
级茶叶专业镇，纳入紫金县茶叶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扩容提质增效项目
区域范围。目前，已成功创建了青林
峰茶叶、映山金油茶、小北村菌类种
养等三个“一村一品”品牌。

“未来三年，大力发展‘红+绿’
经济，打造河源第一红色旅游名

镇。”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驻苏区
镇帮扶工作队队长夏昌江说，根据
苏区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规划
方案，明确“红+绿”产业发展思
路。充分发挥炮子、赤溪红色文化
资源优势，打造红色教育基地、红色
旅游基地；发挥小北、永坑的乡贤优
势、生态优势和新农村示范点建设
的优势，打造生态休闲区；发挥永
光、青溪、黄布、龙上现有农业基地
的优势，打造农业观光休闲体验
区。以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基
地为中心，二大功能区为辅，完善基
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主攻最有基
础、最有优势的红色特色产业，擦亮
红色品牌、发展绿色产业，让红色资
源吸引游客、绿色生态留住游客。

龙窝镇：茶旅融合发展，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苏区镇：发展“红+绿”经济，打造红色旅游名镇

■驻镇帮扶工作队进驻龙窝镇以来，开展“大培训、大学
习、大调研”活动，全面摸清镇情、村情、民情。

■龙窝镇茶种植业优势明显，全镇有茶叶种植面积2万多亩，占全县茶叶种植面积的50%以上，有龙王绿、鹰峰山等千亩以上生
态茶叶基地4个，茶叶加工生产线36条，茶叶年产值超3亿元。

■驻苏区镇帮扶工作队到镇里红色景点调研。■紫金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