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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青平镇横坑村青山脚自然村，村民自

发筹资打造美丽乡村。

广州市白云区驻湛江廉江市青平镇工作队

讲情说理深动员 半年“复活”近七千亩撂荒地
“我们公司在镇里和驻镇工作队鼓励下，刚流转了

900多亩的撂荒地，今年可是‘开荒’第一年。”田埂上

面色黝黑的青年叫温其论，是广州市白云区派驻湛江

市廉江市青平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下称“驻青平镇工作

队”）引入的“土地流转大户”之一。今年9月，将900
多亩水稻田的二季秧苗栽种完，温其论又忙着稻田边

的运输道路拓宽，约1公里外的烘干厂建设也需要他盯

进度。

今年以来，青平镇党委政府和驻青平镇工作队统

一思想认识，紧扣粮食生产安全，坚持把撂荒地整治作

为当前乡村振兴工作的重点内容来抓。“原来一万多亩

的土地被闲置，压力确实不小，但我们还是争取在今年

全部实现盘活复耕。”青平镇党委书记钟桂林说。“截至

9月下旬，青平镇已完成近7000亩撂荒土地的复耕复

种。”广州市白云区驻廉江市帮扶工作组组长、青平镇

工作队队长陈红扬补充道。

■廉江市青平镇居民谢大姐已经在丰源红橙专

业合作社务工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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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青
平镇流转的
土地已种上
今年第二季
水稻。

党建引领 踔厉奋发

眼下，驻青平镇工作队正支持丰

源红橙专业合作社打造育苗基地，依

托该合作社负责人关锡运的过硬技

术，投入 200万元推广无病虫害的红

橙苗，进一步擦亮青平镇“中国红橙

第一镇”和“红橙之乡”的招牌。“第一

期育苗基地 10亩，将能培育 10万株

种苗。”青平镇人大主席吴志杰提到，

青平是红橙主产区，产量约占整个廉

江一半，同时也是湛江地区最大的水

果生产基地。

在横坑村红橙示范基地，从坡禾

地村来丰源基地里务工的谢大姐正

跟姐妹们一起剪摘树叶。种植红橙

几十年，关锡运招揽不少当地村民来

打理果园，谢大姐已经来了三年，“每

个月能挣到三千元左右，还能照看自

家的红橙、荔枝，挺满意的。”

而横坑村下的青山脚自然村，

是靠着一串串荔枝，打造成现在的

美丽宜居乡村模样。穿过青山脚村

村口，沥青道路蜿蜒至村中，沿途荔

枝成林；行至村内，硕大电子显示屏

在村文化广场上闪烁，文化长廊承

载沉淀优良美德，整洁、美丽、宜居

随处可见。吴志杰提到，从 2005 年

起，青山脚村民每家每户每卖出一

斤荔枝就为村里捐 4 分钱，就这样

累计下村集体经济并主动建设起美

丽乡村。

驻青平镇工作队进驻后，也结合

青山脚村需要，继续助力该村完善提

升基础设施建设，“想着把这里打造

成示范点，以点带面带动镇里其他村

子的建设。”陈红扬说。

插秧机、收割机、挖掘机等“大家伙”分散于青平镇窝铺村的田头，

黄色大块头们在这连片绿稻中显得尤为突出，它们都是今年廉江市廉

青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温其论刚添置的种粮装备。行人、车辆、劳动工

具在这条进村村道上奏出和谐的“交响曲”，边侧铺垫的新路基已初具

模样，“我们正在抓紧扩宽这条约1公里长的进出通道。”陈红扬提到。

分布道路两旁的广阔田野中，晚造水稻、丝瓜、毛豆等在平整好的

连片土地上恣意生长，“原来撂荒的900多亩土地已经种上了第二季水

稻了。”温其论说，村里先将零散的土地整合起来，他直接和村里签订流

转协议，把这近千亩土地重新耕种起来。

实际上，为了动员村民流转出家中的闲置土地，由广州市白云区协

作办、白云区人民政府松洲街道办事处、同和街道办事处、金沙街道办

事处、白云湖街道办事处、三元里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团而建的驻青平

镇工作队，持续做了半年多的思想工作，“完成闲置土地的集约整合，是

实现撂荒地复耕复种的关键前提”。

“刚开始大家不理解，宁可让荒了几十年的地继续荒着，也不愿意

流转出来。”驻青平镇工作队队员、横坑村第一书记李景能说。怎么

办？“只能先反复宣传，不断跟村民做思想工作。”

陈红扬对新快报记者说，最开始的半年，他们隔三差五就到各村开

夜会，跟村民们讲解国家政策、算清出租土地的经济账、鼓励村民尝试

流转，并挨家挨户走访谈心。同时，驻青平镇工作队也积极发挥村干

部、党员和乡贤等带头作用，动员乡亲流转出闲置土地。

“做了一个多月思想工作，开始有村民愿意尝试了。”李景能说。工

作队仍不敢放松，继续跟村民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时他们积极与

青平镇各部门联动，投入200多万元帮扶资金兴修农田水利，加快病险

水库和山塘除险加固、水源工程建设，重点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的水坝、

山塘水陂、水沟等排灌设施建设，改善农业耕作条件。逐渐地，有意愿

流转出土地的农户多了起来。

面对少部分“钉子户”，工作队也保持“攻势”。“节假日慰问不落下

他们，平时主动关心关注他们的生活，常问候、多帮忙，就是要打动他

们。”陈红扬说，在引进企业平整土地时，工作队也鼓励企业无偿为他们

翻垦土地，“方便他们自己种。”如今，不愿流转出土地的村民也重新耕

种起荒弃多年的土地，“累计有 30亩，还有一两户实在不种也不流转

的，就和他们沟通调换耕地位置。”

今年3月至9月下旬，青平镇已推动近7000亩撂荒地复耕复种，其

中大部分种上了粮食作物，“预计明年就能把镇里现有的撂荒土地都种

起来了。”陈红扬说。

讲情说理深动员，流转整合闲置土地

除了不间断做好村民思想工作外，驻青平镇工作队也

与镇里一同探索以“新科技”“新金融”“新渠道”等模式推

动撂荒土地的整治。

工作队积极发挥科技特派员和各村党员的引领作用，

组织开办3期农村劳动力技术培训班，邀请技术骨干围绕

当前农业最新的科技研究成果种植新模式为重点，为各村

专业种植户和种养户讲解青平优势和特色农产品。同时，

工作队协调了青平镇农办、林站、水利等部门开展“送技术

入村”活动，聘请专业种养专业人士和农种院所专家进村

现场教学、现场推广病虫害防治技术，助力提升农民种养

技术。

与此同时，工作队也注重充分发挥金融助理作用，以

金融赋能，助力企业和农户壮大农业产业。“工作队助力

200万元的金融贷款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温其论说。此

外，驻青平镇工作队也注重引入广州及其地区销售资源、

拓宽销售渠道。2021年年底红橙大丰收时，工作队短时间

内助力红橙销售了近 10万斤，极大鼓舞了农户们开发撂

荒地的信心。金屋地村的农户还主动推动零散撂荒耕地

集中化，流转近 300亩土地给种植大户并种上了红橙，让

荒土地绿起来。

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美丽乡村有示范

“三新”模式加持，让荒土地绿起来

■廉青公司负责人温其论购置了插秧机等设备“开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