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米的巨型稻比普通水稻高出一倍，
身高“出众”又能在田里蓄更多的水；稻田里，
澳洲蓝龙虾放养共生，能实现一田双收，渔粮
共赢……“禾下可乘凉”的美好愿景在梅州
市梅县区白渡镇凤岭村正在逐渐实现。

广州荔湾区驻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工
作队（下称“工作队”）由花地街道办事处牵
头，石围塘街道办事处、沙面街道办事处、东
沙街道办事处和多宝街道办事处组团而成。
工作队秉持“乡村振兴，产业为王”的帮扶理
念，聚焦当地乡镇基础设施水平建设，给予

“输血式”提升；探索产业“造血”发展道路，引
进巨型稻、稻虾共生等特色产业。同时党建

“活血”，带动乡村主动作为，融入乡村振兴工
作。新快报记者在采访时切实感受到村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白渡镇美丽田
园的美好愿景也日渐成现实图景。

基础建设：拓桥面修耕道铺平“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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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外出返乡的梅县区白渡

镇凤岭村村民惊喜地发现，原先仅2.5米

宽、无任何防护设施的“江头桥”加宽加

固了。如今，桥宽 4.5米，两侧还装上了

护栏，成为了方便群众出行、促进产业发

展的“振兴桥”。这是广州市荔湾区多宝

街道办事处（下称多宝街道）送给凤岭村

村民的新年礼物。

“振兴桥”开通前，驻白渡镇工作队

队长于建军多次带领队员考察现场，确

保桥梁安全通畅。“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

利，是白渡开启乡村振兴的底气。城乡

之间的基础设施差距在白渡镇依然很明

显。”工作队持续着力改善镇域公共设

施。2022年，工作队有的放矢，进一步瞄

准有利于乡村产业发展的农村基础设

施，汇总出涵盖8个村的26条项目，并有

序推进。年代久远的凤岭村江头桥便是

其中一项。

新快报记者站在“振兴桥”上，放眼

望去田园风光尽收眼底。其前身江头

桥是凤岭村撂荒耕地和外界车行通

道。一名村民告诉新快报记者：“以前

的江头桥通道狭窄，两边没有护栏设

施，农户想开一台‘50铃’到农田运输农

产品都成问题。”运输道路落后是凤岭

村农业生产的“瓶颈”，工作队便积极筹

资翻修江头桥。

去年11月以来，修桥项目得到组团

单位之一的荔湾区多宝街道大力支持。

多宝街捐赠了近 5万元助力驻镇工作队

修桥，把桥面加宽，两侧加装了护栏。今

年 1月中旬，工程初步完工，困扰凤岭产

业发展的交通问题迎刃而解。

同样存在运输难题的还有悦一村蔬

菜基地，机耕路常年泥泞，工作队亦将需

求纳入乡村振兴项目，引入资金 40万元

主导推进该处地面硬底化。

于建军介绍，持续性支持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是必要的输血行为。“打好民生

设施基础，就是为产业‘造血’提供保

障。”为此，白渡镇的污水处理、土地硬底

化、“三通一平”等工作中，工作队都与镇

委、村委人员一同忙碌，不断出力献策，

完善惠民基建。

■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凤岭村“稻虾共作”特色

产业项目，水稻收割完毕后，工作人员从收割完

的稻田里捞起澳洲淡水蓝龙虾。

■驻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工作队队长于建军(左
一)带领队员到稻虾基地走访调研。

■梅州市梅县区

白渡镇悦一村的

蔬菜基地，用撂荒

地复耕之机会拓

展 300亩农田，该

基地出品的蔬菜

也走出了大山。

广州市荔湾区驻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工作队：

“输血造血活血”“禾下乘凉”渐成现实

产业帮扶是乡村振兴工作的总

抓手。于建军认为，激发产业发展

内生动力的“活血”行动也必不可

少。扶志依旧是驻镇帮扶的鲜明导

向，去年以来，工作队扶持推进多个

产业发展，坚持党建引领，在村民村

集体主动作为下进行。

工作队在引入企业前，向相

关 村 委 介 绍 筑 巢 引 凤 的 理 念 。

例如，在复耕撂荒的土地时，鼓

励村委能整合的先整合、对合乎

规定能改变土地性质的积极去

报告审批。另一方面，组团单位

成员之一的荔湾区花地街道机

关党支部和凤岭村党支部结成

党建帮扶对子，为凤岭的党建工

作注入新思路，帮助当地班子提

升业务能力。通过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宣传引导，村委干部素

质水平显著提高，扩大了村级党

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推动了

产业帮扶和社会治理的重心下

移。于建军说：“重点突出产业

帮 扶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关 键 作

用。新一年，工作队将着力下好

白渡镇乡村振兴工作这盘大棋，

加快产业申报大湾区‘菜篮子’

的申报进度，打通优质市场，确

保已落户的农业企业稳得住、冲

得快、有奔头。”

“振兴桥”还连通着新产业——凤岭

村“稻虾共作”特色产业项目。时值冬

季，50亩水稻田里水稻已收割完毕。水

面平静如镜，但工作人员将沉在水里的

地笼慢慢提起来，出现了一只只色泽鲜

亮的澳洲淡水蓝龙虾。

据了解，该“稻虾共生”项目是工作队

挖掘本地优势和特色，极力引进的新项

目。为了开建基地，工作队与凤岭村党支

部书记刘绍南一道流转整合撂荒土地、引

优质水源，为项目整合出试验田。

巨型稻大米价格是 8 元-10 元/斤，

比普通稻米价格高三四倍。现在澳洲蓝

龙虾价格一斤 70元-80元，一亩蓝龙虾

除去开支费用，大概能产生 1 万元收

入。“以前村里没有产业，工作队进驻后，

引进企业发展特色产业。我们一定要支

持‘稻虾共生’这个项目，做好了，村集体

一年能增加收入 10 万元左右。”刘绍南

对项目充满期待。

去年以来，工作队专门到湖南实地

调研，专家和技术部门也关注着试种巨

型稻、试养蓝龙虾的品相质量。基地管

理者、广东亚洲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林奕龙介绍：“首批试种的巨型稻收

割时，高度在 1.5 米—1.8 米。由于巨型

稻高根繁叶茂，能较好吸收土壤养分，抗

病能力强，产量也比普通水稻高，还能够

蓄养稻田里的水。凤岭村推行‘稻虾共

生’种养模式，能实现一田双收，大幅提

高了农田收益和村集体收入。”

“巨型稻”的成功种植对于增加粮食

产量和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意义重大。今

年，为了种好这种水稻，工作队正着手谋

划优化。“‘禾下乘凉梦’不是梦想，2023
年，工作队将协助企业在稻虾综合种养

的基础上打造农旅经济圈，进一步扩大

入驻企业规模，提升村民增收水平。”于

建军说。

此外，悦一村的蔬菜基地正如火如

荼地“扩容”。工作队用撂荒地复耕之机

会拓展300亩农田，并努力帮基地出品的

蔬菜走出大山。

“悦一村本身就有种植蔬菜的基础。

我们驻镇后，在村‘两委’的支持下，流转土

地、引进企业，将面积扩大到310亩，每年

为农户增收27.9万元、为村集体增收3.1万

元。”于建军告诉记者，工作队大力推动白

渡镇蔬菜基地申报加入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供应基地，进一步打响白渡镇蔬菜基

地品牌，鼓起白渡村民“钱袋子”。

发展产业：引进特色产业扶上马再送一程

■广州市荔湾区驻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工作

队合影。

“输血”

“造血”

“活血”
党建引领：
让大家动起来
冲得快 有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