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太平镇工作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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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崀村盘活村内暂时闲置的场所打造成毛织

车间，为村集体增加经济收入。

广州驻清远阳山县太平镇工作队

红联共建促产业发展 谋划打造太平特色品牌
沙陂村“美香占2号”高产丝苗米示范基地里，稻穗低垂，

金黄稻浪随风起伏，注入科技帮扶力量的80亩晚稻即将收

获；毛崀村党群服务中心旁，毛织衣料随着机器作响逐渐成

型；龙塘村红阳自然村中，司幕庐的传统民居掩映在稻田碧水

边，静待着被打造成艺术写生创作基地……过去的一年多时

间里，由广州市委统战部牵头，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广州

市工商联、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广州岭南商旅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团派出的驻清远市阳山县太平镇乡村振

兴帮镇扶村工作队（下称“驻太平镇工作队”），在扶持好当地

原有产业项目的同时，积极探索镇域内土地、水资源、白莲野

山茶等深层资源的开发利用，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作队

筹划推动了“5+N+12”红联共建帮扶活动，引入广州知名民营

企业党组织与12个行政村结对共建，共谋共推乡村振兴发

展。“目前已经有11家企业报名参加，我们也在谋划推进双方

资源对接，助力太平镇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擦亮‘鱼

米之乡’招牌。”驻太平镇工作队队长潘刚说。

■太平镇镇内道路进行了美化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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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县太平镇毛
崀 村 党 建 文 化 广
场，驻太平镇工作
队在跟镇村干部交
流。

党建引领 踔厉奋发

高产水稻得到村民认可

■驻太平镇工作队表示，意向将司幕庐打造成艺术写生基地的其中一个点。

无独有偶，经过人居环境整治的龙塘村营尾自然村也一改旧

日“灰头土脸”，秋日蓝空下，经过整饬的幢幢小楼“精神抖擞”，木

质栏杆围住村口池塘，与“圈养”村内的“四小园”的低矮围栏呼应

成趣。

“这个游泳池是利用村里老党员捐出的地块建起来的。”站在篮

球场边的露天游泳池前，龙塘村支书邹恩湖颇感自豪地提到，在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中，龙塘村的党员们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主

动拆掉自家的闲置旧屋、让出地块给村里搞建设。”

除却整洁宜居的人居环境，龙塘村红阳自然村还保留着司幕

庐传统民居：前有青山绿水和稻田，内有围屋胡同。驻太平镇工

作队队员、红联共建事项联络员何晓阳提到，太平镇自然环境优

美、山水自有灵气，而且有很多古建筑，很有特点。工作队正在推

动创建艺术写生创作基地。何晓阳说，前期围绕艺术写生创作基

地邀请了专业画家驻镇进行创作，下一步，将发挥“5+N+12”红联

共建平台作用，邀请动员相关企业考察司幕庐、三和洞古村落、东

升古桥等节点，汇集力量推进艺术写生创作基地进程。“吸引专业

的团队来办专业的事，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好当地的资源禀赋。”他

们希望，未来，艺术写生创作基地能够成为太平镇文化振兴的重

要发力点。

“这几个水稻品种产量高、品质好，价格有优势，是栽

种价值较高的品种。”太平镇沙陂村成片稻田里，沙陂村支

书袁学友忍不住称赞在此试种的“美香占 2号”“粤香 430”
“19香”等高产丝苗米。他提到，即将收割的晚稻平均亩产

能达到 800斤，“明年我们计划在全村 1200亩水田上推广

种植香稻丝苗米品种。”

今年初，在驻太平镇工作队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

研究所等多方力量支持下，沙陂村打造了高产丝苗米示范

基地。袁学友提到，基地由村里 5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打

理，科技特派员团队提供种子、技术、田间管理等支持。“今

年早稻收成过后，村民自己吃着觉得好吃，市场价格也好，

对这些香稻更加认可。”他说。

太平镇是传统农业大镇，素有“鱼米之乡”美誉，肥沃

土壤和平坦地势也让水稻成为太平镇农户的主要种植作

物。但碍于耕作习惯和种植品种杂多等因素，太平镇的水

稻一直未能形成规模化、品牌化，农户种植水稻的效益也

不明显。

“今年全镇试种了100多亩香稻丝苗米，依托科技特派

员团队的力量，这些品种水稻种植示范优势明显，已初步

获得村民认可。我们希望推动它能成为太平镇的主打水

稻品种。”潘刚说。

通过“5+N+12”红联共建平台，目前已有2家企业与沙

陂村结对共建。潘刚提到，将在沙陂村农特产品品牌建

立、包装设计及销售渠道拓展上注入企业专业力量。

“在水稻项目上，润源中天提出了与沙陂村经济联社

共建销售模式，通过该企业线上线下渠道助力大米销售，

并设立企业爱心基金，为沙陂村老年人、留守儿童及孤儿

提供爱心补助。此外，结合沙陂村香水柠檬种植园，润源

中天还提出打造‘沙陂柠檬鸡’品牌的设想，以发展‘土鸡

代养’等订单农业助力沙陂村产业提质。”潘刚介绍了广东

润源中天有限公司党支部正与沙陂村党支部谋划共建的

帮扶意向。

“目前这些工作都还在论证阶段，我们也希望能发挥

好自身力量助力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

积极履行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广东润源中天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程凤森提到。

在毛崀村党群服务中心旁，东

莞市诗蜜语服饰有限公司的毛织车

间 16台全自动针织机正常运转，车

间负责人陈志建正在场内巡检。陈

志建本是太平镇人，此前一直在东

莞从事毛织生意，为方便照顾家庭

等，他正计划回家乡发展，也希望尽

己所能带动乡亲就业。在驻太平镇

工作队队员兼驻毛崀村第一书记苏

盛武和村委干部等人的积极动员

下，今年 8月份，他将毛织工序车间

迁入到毛崀村。

毛崀村支书黄绍来说，村里目

前主要依靠出租物业增加集体经

济收入。他希望能吸引到有实力

的企业进驻，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潘刚也提到，吸引乡贤返乡创业，

并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

业，是镇村两级和工作队推进产业

振兴的重要途径。工作队正在统

筹红联共建企业及后方组团单位

等资源，思考为毛织车间增加订

单、扩大销路等事宜，稳固回乡创

业人员信心，同时也打造乡村振兴

车间名片。

进驻以来，通过工作队的努力

及后方帮扶单位的支持，毛崀村完

成了党建公园提升、村内巷道硬化、

太阳能路灯安装，也及时修复了村

内堵塞的涵洞、水渠，解决了水利灌

溉等问题，促进了村内基础设施配

套的提升。在毛崀村党群服务中

心，党建广场整洁大气，文化长廊美

观雅致，路边路灯笔挺高举，周边稻

田郁郁葱葱，红绿白搭配在蔚蓝天

空下分外和谐。

盘活资源增加村集体收入 传统特色民居还有待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