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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新快报讯 记者农艳芳 王飞报道
1 月 13 日，肇庆市委农办、市乡村振兴

局、佛山驻肇庆帮扶指挥部联合出台

《肇庆市 2023年驻镇帮镇扶村“十百千

万”专项活动方案》（下称“十百千万”方

案），据悉，这是2023年全省首份以地级

市名义印发的驻镇帮镇扶村指引文件。

肇庆市委农办专职副主任、市乡村

振兴局副局长纪其国提到，将省驻镇帮

镇扶村各项工作任务数据化，全面推行

项目化工作法，将帮扶工作落实到具体

项目，推动省直单位、佛山和肇庆三股

帮扶力量融合，形成工作合力等，是“十

百千万”方案出台的主要推动力。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该方案还明确

了该市 2023年打造 10个以上驻镇帮镇

扶村品牌项目，引入 500家以上企业参

与肇庆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举办 100场

次肇庆“新农人”专题培训，办好1000件

以上惠民利民实事好事，开展 10000 户

以上群众家庭访民情联感情活动等“四

个目标任务”；对于围绕“五大振兴”开

展品牌项目打造，围绕持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开展帮扶；围绕抓好产业发

展促进富民强村；围绕科技兴农战略促

进大农业提质增效等“十项围绕”措施

也提出指引。

肇庆市委副秘书长、佛山驻肇庆帮

扶指挥部组长彭荣华表示，肇庆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新年伊始

就召开专题会议专门部署。该市委主

要领导要求在更高层面谋划乡村振兴

工作，要按照“项目化工作法”系统抓好

帮扶工作，加上“十百千万”方案的许多

创新做法，必将极大激发肇庆2023年乡

村振兴的激情、热情。

聚焦任务数据化，拧紧帮扶合力

肇庆出台今年全省首份驻镇帮镇扶村指引

■“十百千万”方案对于围绕抓好产业发展促进富民强村；围绕科技兴农战略促进大农业提质增效等“十项围绕”措施也提出指引。

广州驻清远西牛镇工作队：

春节前慰问困难家庭
防返贫监测从不放松

新快报讯 记者农艳芳报道 每户一

床棉被、一袋米、一桶食用油……近日，

清远市英德市西牛镇的36户相对困难家

庭收到了来自广州市增城区派驻英德市

西牛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下称“驻西牛镇

工作队”）的春节节前慰问物资。驻西牛

镇工作队称，考虑到寒潮将至，他们为困

难家庭准备了棉被、米、油等过节物资，

以确保其过上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实际上，防返贫监测工作一直是驻

西牛镇工作队开展帮扶的重要关注点。

为了做好此次节前慰问工作，工作队在

前期摸排中详细了解了各村（社区）现有

困难群体情况，并横向了解党委政府其

他渠道慰问情况，确保不重复慰问。

驻西牛镇工作队提到，这次慰问的

36 户都是各村（社区）中相对困难群体

中较为严重的家庭。慰问过程中，工作

队每到一户，都与慰问对象共叙家常，关

心他们生产生活情况和精神状况，详细

了解有无新增实际困难，并叮嘱要注意

防寒保暖、用电安全等。

据了解，驻西牛镇工作队自进驻以

来，已经采取走访慰问、就业奖补等各种

方式，累计投入40多万元用于防止返贫监

测工作。此次36户的慰问物资每份约360
元，总价值约13000元。目前，西牛镇脱贫

户人均收入已达到 1.65万元，实现增长

10.52%。驻西牛镇工作队表示，接下来，

将持续密切关注低收入人口和困难群体，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新快报讯 记者农艳芳 通讯员邹玉
芳报道 灌溉水管、太阳能抽水泵等现代

化水利设施安装到田间地头，大卡车开

进田野间、玉米苞摘下便直接“躺进”运

输车厢……从小东江河堤拐入茂名市茂

南区镇盛镇樟岭村，原先的 330 余亩撂

荒地在这个冬天格外生机盎然，农户穿

行其间进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

丰收景象。

引入合作社盘活荒地端牢饭碗
樟岭村支书何亚银提到，这片如今

长满玉米的地块儿原是撂荒地，不少村

民觉得外出打工一个月可能比留在家里

种一年粮赚得多，所以不愿耕种。此外，

种粮所需化肥、种子、农药、人工支出大，

传统的农业耕种技术不高，还得看天收

入，逐渐地，樟岭村约330亩的耕地便陷

入了丢荒的境地。

近两年以来，茂名市茂南区镇盛镇

镇委、镇政府、樟岭村委、驻镇帮镇扶村

工作队、区农业农村部门坚决遏制耕地

“非粮化”，并全力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

种。分析研判后，他们通过引进农业企

业茂南区镇盛镇樟岭翔银种养专业合作

社共建共营的方式，推动撂荒土地盘

活。茂南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提到，

该村与当地的合作社进行联合经营，除

了农户能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获得租金

收益外，樟岭村集体也获得每亩地一定

占比的收成，此举助力了该村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

2021年底，翔银合作社承租后进行

了该片土地的平整以及水利设施完善建

设工作，并因地制宜地种植椰菜、番薯，

土壤改善后开始种植水稻。2022年底，

发展起优质甜玉米和莳菇种植项目，其

中不同批次玉米种植 230 亩，莳菇 100
亩。今年元旦，樟岭村昔日的撂荒地迎

来了甜玉米大丰收。

完善水利设施农民种粮更省心
“我在玉米地里，看到农户将水管安

装到了田间地头，通过5G智能水肥一体

化灌溉系统，可以自动灌溉农作物，同时

给农作物施肥。”茂南区农业农村局工作

人员感慨，时下，茂南很多地方也逐渐普

及了滴灌、喷灌技术，种田不再只能靠天

吃饭，农民种粮越来越省心。

原来，翔银合作社承租下樟岭村这

片耕地后，在区农业农村局支持下，花了

大力气推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同时将

机耕路修到田头，极大完善了农业的基

础配套设施建设。这也与茂南区近年来

积极推行机械化、现代化种植的做法不

谋而合。

近年来，茂南区也从减轻农户种田

辛苦的角度出发，积极补短板、强弱项，

下大力气普及机打、机耕、机种、机割等

机械化种植方式，并鼓励农户以“订单模

式”将耕地托管给种植大户统一种植管

理、统防统治，运用高效低毒农药、轮作

倒茬等实用新技术将人们从面朝黄土、

汗流浃背中解脱出来。如今，一个人管

理数十亩甚至上百亩田地的种地方式越

来越常见。茂南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提到，种地的成本减少了，农户收益就增

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茂南区还及时向实

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现在农户

种粮不仅有补贴，还可以投保水稻险。

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加快完善的过程中，

粮食种植经受住了疫情防控、自然灾害

等检验，农户种粮应对自然灾害风险能

力进一步增强。为了让种植户把复垦的

土地坚持种植农作物，茂南区委、区政府

以及镇盛镇镇委、镇政府还把撂荒地复

耕复种工作纳入工作绩效来考核。

茂南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提到，

越来越多的撂荒地因地制宜种上了农作

物，土地充满了生命力，饭碗端得更牢

了，镇盛镇樟岭村便是其中一个代表。

“我家的地流转给村里的合作社，地是我

的，我收取租金。以前外出打工，这几年

疫情影响，工厂减员，我便回来给合作

社、种植大户打工，一天能挣 100 元，在

家门口就能挣钱，还可以照顾老人孩子，

感觉挺不错的。”樟岭村的村民如是说。

■组织运输

车辆到樟岭

村收购玉米

运往外地。

■樟岭村玉

米地采用户

外太阳能提

水系统。

茂名市茂南区镇盛镇：

撂荒地长出甜玉米 合作共建助农户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