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个月前，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漳
演村的这条山沟还是一片荒芜，如今
200亩罗汉果藤蔓交织，汇成一条绿色
的“溪流”。“溪流”悄无声息，底下一颗
颗圆润饱满的致富果蕴含着勃勃生机。

一片片荒地披绿，一项项产业兴
建，一批批人才成长，一笔笔资金助力
……在大柘镇党委和政府的主动作为
和大力支持下，广州驻梅州市平远县大
柘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简称“工作队”）
全力投入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尤为突出
的是，着力产业振兴，着眼三产融合，推
动大柘镇群众的钱袋子更鼓，经济发展
基础更强，乡村振兴步子更快。

“工作队按照‘大柘所需，广州所
能’的原则开展工作，各方面都给了我
们很多帮助，我们已经成为一家人，齐
心协力推动大柘的乡村振兴。”大柘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曾繁寿说。

■驻梅州市平远县

大柘镇工作队在超

竹村丝苗米示范基

地查看晚稻情况。

■大柘镇政府、工作队和企业合力推广大柘镇优质

农产品。图为工作队队长韦维（中），大柘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曾繁寿（右），可其山负责人林豪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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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驻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工作队：

着力推动产业振兴 助力大柘三产融合

农业企业要发展壮大，走得更远

更稳，必须实现三产融合。来自广州

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的队员石鸿坤介

绍，当地农业龙头企业梅州市飞龙果

业有限公司 2015年开始做橙汁加工，

品种单一，“我们鼓励企业加大研发，

发展二产，扩大深加工的品种和规

模。”今年起，飞龙果业将榨

汁品种扩大至苹果、葡萄、

三华李、柠檬、佛手等多种

水果，在工作队的牵线搭桥

下，与多家大型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拿下上亿元的大订

单。不过，企业现在面临产

能不足，工作队积极出谋划

策，内联外引，特别是广州市金融管

理局利用企业和金融资源的优势，帮

助飞龙果业探索融资渠道。

今年新引进的罗汉果产业已经试

种成功，除了汇森锦公司谋划的农旅

发展，大柘镇和工作队也计划发展二

产，建设烘干厂，可以节省将罗汉果运

往广西烘干的成本。韦维介绍，目前

广西桂林的罗汉果种植规模在缩小，

大柘正好可以大力发展，建设烘干厂

不仅能节省成本，还能延伸产业链。

三产融合发展也是大柘镇接下

来的发展重点。曾繁寿介绍，大柘镇

正在谋划实施平远县（粤东北苏区）

现代产业三产融合发展集中区暨大

柘镇十村产业联动示范区建设项目，

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 3.2 亿元，

计划在黄沙片区新建一个集数字乡

村大数据中心、农村资产资源交易中

心、物流仓储配送中心、电商服务中

心（新农人培训中心）、农产品检验检

测中心、农业企业加工服务中心、农

业科研实验中心（专家人才驿站）等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三产”融合发展

集中区；将 206 国道绕城路段沿线农

业产业、农产品交易市场等连接成

片，形成梅东农业产业公园、超竹丝

苗米基地、凤池岭下脐橙产业园等现

代农业产业集群，提升农业产业发展

基础，助推全面乡村振兴。

■广州驻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工作队。 ■大柘镇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可其山打造电商平

台，图为主播正在直播带货。

引进产业落地 推进复耕复种
工作队由广州无线电集团牵头，广州市

地方金融管理局、广州市委军民融合办、广州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共同组成。在大柘镇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

工作队结合撂荒地复耕复种这项重要工作，

盘活土地资源，引进产业项目，推动复耕复种

和产业振兴“两手抓，两手硬”。

工作队队长韦维介绍，漳演村的200亩罗

汉果基地就是工作队配合镇里引进梅州市汇

森锦农业公司，流转撂荒地的成果。“今年7月

开始种，这是第三批果子。”基地管理人员林万

玉笑着说，“今年第一年，一亩地结果1.5万个，

大果率有六七成，可以卖到1.2元一个。”通过租

金和就业，基地联农带农200多户，预计每年可

为村集体增收约10万元。基地效益良好，技术

和销路上也有工作队大力支持，林万玉表示，明

年不仅要扩大种植面积，年底还将着手打造农

旅，明年春天发展油菜花观光旅游。

“这几天我们也在对接企业，考察高山红

薯项目，如果合适也将引进。”曾繁寿介绍，大

柘镇有2300多亩撂荒地整治任务，目前复耕

面 积 超 过 2600 亩 ，完 成 129% ，复 种 面 积

1778.44亩。

因地制宜引进新产业是一条路

子，帮助当地企业做大做强也是一条

路子。大柘镇党委和政府抓住产业振

兴的关键，引进新产业促进本地企业

提质增效。为此，工作队跟随大柘镇

产业振兴思路，主动与当地农业龙头

企业建立良好的关系，提供技术、资

金、渠道、信息等各种资源，帮助企业

发展壮大，助力大柘镇乡村振兴。

梅二村地处大山深处，虽然交通

不便，但环境优良，工作队协助村里将

100多亩流转的水田承包给当地农业

龙头企业梅州可其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用鸭稻共生的模式种植优质水

稻。实际上，通过全托管的方式，可其

山在大柘镇 21 个村复耕复种了 2000
多亩撂荒地，联农带农几千户。“从开

荒、种植、收获到兜底销售，我们全部

负责，销售的钱款返还给村集体，由村

集体统一分配。”可其山负责人林豪江

介绍，在工作队的推动下，公司今年新

增农业服务板块业务。他还告诉新快

报记者，公司正在建设物流集散中心，

其中包括冻库，“我们以销量带动产

量，带动农户种植、增收”。

广东恒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平

远县农业龙头企业之一，现在全县有

3500亩丝苗米基地，其中大柘镇800多

亩。“去年只有200多亩，今年新增了近

600亩，都是流转的土地。”恒粮农业的

负责人黄新良说。新增土地大部分位

于超竹村，已经建成500亩的优质丝苗

米基地，11月初，金黄的富硒丝苗米正

在等待收割。“工作队请来科技特派员

帮助我们打造富硒米，上半年检测结果

不错，正在申报富硒米认证。”黄新良

说，普通丝苗米两三元一斤，富硒米可

以卖到8元一斤，公司计划逐步将3500
亩丝苗米都改造为富硒米。

“工作队把我们的产品推到广东

东西优选网等网上平台，对接东莞富民

市场，还牵线搭桥让我们跟预制菜企业

合作。有工作队协助，销路有保证，我

们也有底气扩大种植面积。”说起公司

发展，黄新良信心十足，“大柘正在申请

粮油产业园，我们公司是主体之一。”韦

维介绍，工作队推动恒粮农业建立“企

业+基地+农户”模式，目前在大柘镇链

接600多户农户，带动超竹村村集体一

年增收约12万元，“我们将推动这种模

式复制到其他村”。

提供资源支持 助力企业发展

着力推动二产 助力三产融合

■驻大柘镇工作队配合大柘镇政府引进企业发展罗汉果产业，一颗罗汉果大果可以卖到1.2元。图为驻大柘镇工作队队长韦维

（左）和大柘镇农业农村服务站主任姚永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