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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地
村民积极参与公共设施建设

汽车驶入白田村，在成片的村屋和

大树中，视野突然开阔，一大片平整广

场徐徐展开，两栋人字形屋顶、红白蓝

色正墙的小楼在广场上格外醒目，这里

就是白田村铁炉塘党群服务驿站。走

进服务驿站，大厅正前方摆放着两块

“基层党建示范点”的展示板，鲜明的对

比图清晰地展示了脚下这块土地的“前

世今生”。

“以前这块地又荒又脏又乱，村里废

弃的房屋、鸡棚和零星种的菜地。”源南

镇党委副书记袁敏勇说，2019年，源南镇

谋划通过建设乡村振兴示范点来树标

杆、创示范，因为地理位置、人员集聚等

优势，选中了在白田村铁炉塘率先建起

集基层党建组织活动、群众文化活动、教

育培训、村民议事等功能于一体的党群

服务驿站，包含党员活动中心、会议室、

图书馆、文化室以及篮球场、羽毛球场、

乒乓球台、乡村舞台等活动场所。

“当时村长来号召，说村里要搞公

共事业，让大家以后有娱乐的地方，但

用地有点问题，想让大家支持一下。”李

新喜老伯拉着记者说，“我不说假话的，

我们村民的觉悟很高的，都很支持。地

都是大家自愿捐的，我家就捐了。”在村

民的积极参与下，整个服务驿站近 5亩

用地，全部由村里的27户村民自愿捐出

使用权。

“现在，开会有了坐的地方，娱乐有

了施展的地方，我们党员也有了‘家’。”

作为一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李新

喜老伯觉得“这样子很满意”！

这么好的党建活动基地，谁不想

要？铁炉塘党群服务驿站的标杆一竖

起来，立马就吸引了白田村其他村小

组的注意。“大塘埔村小组来看过后，

很有感触，他们的村民回去后也把自

己 的 地 捐 了 出 来 ，帮 村 里 建 公 共 事

业。现在，大塘埔已经建起来一个足

球场，村里还给孩子们请教练成立了

足球队；一个全新的党群服务驿站综

合楼已经建起来了；篮球场也开工了

……”袁敏勇向新快报记者描绘，在白

田村的示范带动下，现在很多村小组

都有这种建设意向，乡贤、村民都愿意

通过捐地等方式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

中来，成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切入点和突破口。

利民
亲眼见证生活的美好变化

村民们为何会愿意无偿地捐出土

地使用权，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驻源南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干部分

析说，在过去多年的脱贫攻坚中，老百

姓真正看到党和政府是实实在在地在

为群众办实事，产业的兴旺、村容村貌

的改善、村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逐步

得到了提升。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大家亲眼见证了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美

好变化，切实地感受到了乡村振兴是利

民的，是为老百姓谋福祉的，思想觉悟

自然也就会不断提高，愿意积极地参与

到家园的建设中来。

共赢
让土地活起了变资产

在源城区埔前镇上村村，两百多户

村民纷纷拿出自家以前种菜、养鸡、放

杂物的“闲地”，助力村里建成了一个约

2万平方米的红色文化广场。

“上村村出了一个革命烈士罗焕

荣，他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徐向前元

帅的同窗同学。他 1921 年就入了党，

1927年牺牲时仅 27岁。”绕着广场中心

的荷花池，驻上上村第一书记刘鸣宇向

新快报记者介绍说，广场一边通到当地

有近 300 年历史的罗氏宗祠，一边连着

游客服务中心和革命烈士罗焕荣的故

居。这个广场，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休

闲、娱乐场所，还串起了村里的旅游景

点，为接下来源城区乡村振兴文旅产业

连片发展打好了基础。

正所谓，双向奔赴才是最美好。

村民拿出土地来支持村集体的发展，

村集体自然也是时刻想着村民精打

算、虑长远。

“你把地捐给我，我把地用起来，让

土地活起了变资产，带动产业发展农民

增收。”白田村党总支部书记利吉棠坦

言，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不能像早年一

样只管征地，“那是一锤子买卖”。如今

要通过流转的方式把土地集约起来，以

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产业项目，把土地

变资产。通过打造产业，带动村民增

收，实现共赢。

埔前镇的陂角村就是这么干的!通
过党员干部带头，陂角村集约了60亩土

地，引入第三方公司，打造了一个既有

赏景采摘，又有亲子游玩的“蔬香园”。

村民每年一亩地可以拿到 1000 元的租

金，村里去年在这个项目分红达 20 万

元。此外，大量游客的到访，带动了当

地的农副产品等销售，真金白银提高了

村民的收入。平时周末一天能有两三

千人来游玩，‘五一’‘十一’黄金周和春

节的时候，一天能有一万多人，很多从

惠州、河源其他地方来的游客。

引流
连片打造乡村旅游带

“陂角村这样的点，在源城区还有

很多,像上村村有红色资源，白田村下坝

有葡萄园等。”河源市源城区委农办专

职副主任张小里告诉记者，接下来，源

城区的乡村振兴发展就是要连点成线，

以线带面。

铺开源城区的地图，张小里指着西

片区说，这里有上村村的红色文化广

场，高围村五指毛桃基地，陂角村正在

打造特色民宿村，将分六个组团打造成

不同风格，中式、西式……通过与附近

知名的春沐源小镇和巴伐利亚庄园景

区联动，引流集聚人气。据张小里透

露，去年受疫情影响，源城区接待游客

280 多万人次，疫情之前更是能达到

1400万人次，带动效益明显。“如果能让

游客住下玩两天一夜，村也好，居民也

好，就都有了收益。”

而在源城区的东片区，还有 2200多

亩的田地可以流转出来，计划打造出快

乐农场、订单农场、研学基地、特色的种

植区、汽车营地等，开发打造“智慧农

旅”美丽乡村风貌带。其中，与七寨湖

景区相连的白田村下坝小组就是一块

“璞玉”。“这里路已经修好了，依托现有

的葡萄园种植基地，适宜打造农家游、

康养游、周末游的生态休闲农业发展

区。”张小里预计，五年过后，这一片就

能打造成一个集“吃、住、玩、购”一体的

现代旅游休闲村模板，形成一个三天两

夜游的美丽乡村旅游示范带，充分带动

周边居民创业创收。

河源市源城区用好用活村土地，实现村民集体增收共赢

村民主动捐地 同心共建美好生活

“这里、这里、这里……都是村民
自愿捐地建起来的，搞公共事业大家
都很支持。”站在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
白田村铁炉塘党群服务驿站前，75岁
的老党员李新喜伸出手指“圈住”新建
好的服务驿站和周边的篮球场、乒乓
球台、健身区、乡村舞台等，激动地对
新快报记者说：“现在大家都有娱乐的
地方了，十几年啦，就盼望这一天！”

在河源市源城区的乡村振兴路
上，各级政府谋大局、强产业；驻镇帮镇
扶村工作队访民生、抓实干；村民们则
是舍小利、齐参与，做到了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共建美好的幸福生活。

■河源市源城区用好用活村土地，实现村民集

体增收共赢。

■埔前镇陂

角村的“蔬香

园”，春节旺

季时一天能

吸引一万多

游客到来。

■75 岁的老党员李新喜在新建好的广场介绍

村子的变化。

■河源市源城区乡村振兴干部点赞埔前镇陂角村的

“蔬香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