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江雷州市南兴镇步月村的村居墙壁上，充

满诗情画意的田园彩绘让人赏心悦目。

■广州驻湛江雷州市南兴镇工作队会同镇党

委、政府投入帮扶资金150万元，立项购买了5
台联合收割机械，交由包括梅兴合作社在内的5
个村集体合作社使用。

■广州驻湛江雷州市南兴镇工作队在粮食烘干厂和加工厂调研。

规模种植凉茶原材料
促进村集体“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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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给全镇看”，其实早就成

为工作队推动乡村振兴的一大策

略。步月村是一个帮扶重点村。

工作队队员、驻步月村第一书记

梁宗棣告诉新快报记者，2021 年

进驻后，工作队就赶在春节前，

投入帮扶资金，逐一劝说 39 户村

民“捐”出外墙，用来彩绘美化。

结果，当年春节返乡的乡贤、外

来务工人员纷纷对驻镇帮扶工作

带来的村容村貌新变化大为赞

叹，表态支持乡村振兴工作。为

了支持步月村，在广州市社科院

支持下，先后投入 33 万元用于步

月村小学老旧校舍修缮并捐赠电

脑、图书及文具等；广州市贸促

会投入 1.6 万元为步月村小学捐

赠一批文体器材，并为校舍安装

电风扇等。

步月村支书林杨二表示，工

作队的帮扶增强了村民的积极性

和信心，村民们都非常开心。在

产业上，步月村拥有 2048 亩水稻

种植面积，种植新品种后，稻谷的

亩产从 1100斤左右提升到了 1500
斤左右，生产有信心，2022年整合

了 30多亩撂荒地。

广州市驻湛江雷州市南兴镇工作队：

产业“造血”做示范 以点带面助振兴
平兰村的120亩布渣叶长至齐腰高，

今年秋季就可以开始收成，丰产期每年有
望为村集体增收 40万元；梅田村的 100
亩绿翡翠西蓝花长势良好，今年2月份下
旬供应国内外市场；南兴镇的水稻种植从
育、种、管、收、售，逐步推广实现产业全链
条化……一个个产业、一个个发展模式，
从无到有，凝聚了广州市驻湛江雷州市南
兴镇工作队（下称“工作队”）近两年来的
心血，该工作队坚持因地制宜，围绕乡村
振兴帮什么、怎么帮、谁来帮，大胆探索出
一个内外联动、以点带面，引领全镇高质
量发展的乡村振兴“南兴模式”。

驻南兴工作队由广州市纪委监委机关、广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委

员会（下称“广州市贸促会”）、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下称

“广州市社科院”）以及广州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广药集团”）派员组成。

“工作队到来后，跟镇里同心合力，围绕乡村振兴

的共同目标，带来了很多非常明显的变化。其中最宝

贵的是带来了广州先进的发展理念。”谈到工作队一年

多来的帮扶效果，南兴镇镇长王大伟感触颇深。

日前，新快报记者走访南兴镇发现，王大伟所说的

“广州先进发展理念”更多地体现在推动产业振兴上的

“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上。

走进平兰村的布渣叶种植基地，成片的布渣叶已

长至成人齐腰处。“按现在的长势，今年秋天就可以开始

收摘，明年起连续十年进入全盛期，估计每年能为村集

体带来约40万元的收入。”拨弄着布渣叶的叶子，广州市

驻湛江雷州市工作组组长、驻南兴镇工作队队长罗恒华

告诉新快报记者，这个产业是工作队联合组团帮扶单

位广药集团，因地制宜扶持平兰村的合作社进行的一

次产业探索。

凉茶，是粤港澳地区十分流行的饮料，而布渣叶又

是制作凉茶必不可少的一味中药。工作队队员、驻平兰

村第一书记严海亮介绍说，工作队指导平兰村委会成立

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村里的两块撂荒地充分利用整合起

来，由合作社生产经营、推进种植；广药集团保底收购并

全程负责技术指导，以促进产业稳定发展。基地预计年

收益约40万元，并带动当地农户到基地灵活就业。“我们

探索引进这个产业，就是要示范给全镇看。如果发展顺

利，它就可以在全镇推广。”罗恒华说。

打造水稻全产业链 降成本增效益树信心

做好示范，带动全镇，是工作

队的总体帮扶思路。谈起工作队

这两年在梅田村探索建设的水稻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以及“稻-稻-
菜”（两季水稻+一季蔬菜种植）轮

作模式，梅田村村委会副主任吴湛

军有说不完的话。

南兴镇种有 6.9 万亩的水稻。

工作队意识到，要推动产业振兴，就

必须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禀赋，走出

一个联农带农的产业帮扶“南兴模

式”。经过大量调研，工作队选准了

村委班子凝聚力强、产业发展根基

扎实、群众参与度高的梅田村，扶持

党支部创办的集体合作社——梅兴

种养专业合作社（下称“梅兴合作

社”）延伸产业链，从选苗、种植、管

理、收割、销售、深加工等方面入手，

进行水稻全产业链试点。

“我们的每一分土地都得到了

充分利用，不但我们梅田村，连附

近的善排村等也没了撂荒地。”据

吴湛军介绍，他们在2017年起就整

合利用村里的土地进行水稻种植，

现有水稻种植面积2000多亩，还创

办了粮食烘干厂和加工厂，确保稻

谷颗粒入仓，但是真正让他们坚定

信心的还是工作队帮忙延伸产业

链。因为“大面积种植风险不小，

以前的产业链还不足以安全种植

水稻。”他说。

在改良水稻品种上，工作队协

调省农科院水稻所，每年在这里分

两造试种28个品种，优中选优后推

广给农户种植，优质丰产品种平均

亩产提高到 612.1 公斤，其中优质

丝苗米品种的平均产量也达540.20
公斤。工作队会同镇党委、政府投

入帮扶资金 150 万元，购买了 5 台

联合收割机械给5个村的合作社使

用，大大降低了合作社以及附近农

户收割水稻的成本。

思想通了，“财”思就会不断

涌现。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土地

的生产效益，结合南兴镇三造种

植实际，在镇党委、政府全力支

持下，工作队和梅兴合作社还探

索 实 行“ 稻 - 稻 - 菜 ”的 轮 作 模

式。在调研了解到南兴镇的土

壤、气候适合种植西蓝花后，工

作队协调华润超市，在梅田村试

点建起了西蓝花种植基地。最

近，新快报记者在田头看到，首

期 100 亩 30 万 株 进 口 西 蓝花 苗

绿 油 油 的 ，长 得 非 常 好 ，据 介

绍，今年 2 月中旬就可以大量供

应市场。

合作社还与华润超市签署了

产销对接协议，1 斤左右大的西蓝

花由超市保底价收购，其他重量标

准的西蓝花切碎包装后出口到日

本等国家，让每一株西蓝花都不浪

费。整个产业将为农户产生可观

的效益，使农户坚定信心生产，同

时也带动了附近村民就业。截至

目前，该种植项目带动梅田村60多

户村民就业，仅务工一项就带来20
余万元收益。

罗恒华介绍说，基地的进口西蓝

花是第一次试种，目的也是要做给全

镇看，示范效应起来后，今年将面向

全镇推广。

探索“稻-稻-菜”轮作模式 示范带动全镇

做好示范 引领全镇逐步高质量发展

■驻湛江雷州市南兴镇工作队合影。

■驻湛江雷州市

南兴镇工作队在

平兰村的布渣叶

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