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4 2023年2月13日 星期一

/ 采写：新快报记者 李斯璐 / 图片：新快报记者 王飞 / 责编：梁胤馨 / 美编：黄海艳 / 校对：陈泽佳 吴习

谋“粮策”铺“稻路”助力复耕

2022年冬天，从无人机鸟瞰成山村山粮

生态基地，连片水稻田宽广开阔，鸭子三五成

群，或在田里游泳，或在田垄上散步。水稻收

成季已过，地里的农作物已经打包好成品，部

分“山货”通过工作队牵线搭桥“出山入湾”。

近年，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和部

分耕地耕作条件受限等因素，造成良田撂

荒，复耕复种任务迫在眉睫。山粮生态负责

人叶运强原本生活在广州，在镇、工作队合

力号召下，他回乡助力复耕，现已在成山村

流转土地700多亩，其中八成以上为撂荒耕

地。他探索发展“鸭稻共生”“鱼稻共生”，让

昔日荒地再现生产红利。过去一年，工作队

牵线山粮公司与广梅园航天育种研发中心

达成太空种苗种植合作，与梅州市农科院在

建立防风草高效栽培基地、五指毛桃栽培基

地、多抗功能型甜玉米基地 200亩，签订委

托试验合同 30万元，免费提供种苗 20多万

元，助力企业成长。

“在镇党委政府和工作队的帮助下，我

们企业有信心把产业做大做强，所以继续扩

大规模发展生态农业，也正在筹备发展智慧

农业。”叶运强说。

扶持山粮公司，唤醒复耕地，只是工作

队推动畲江镇复耕的缩影。在松林村，工作

队还促成复耕撂荒地的仙草种植企业盈方

创投扩充基地至500亩，并牵线荔湾区知名

药企“采芝林”与松林村仙草项目签订“建、

产、销”合作框架协议，在销售上对符合标准

的仙草全额收购。

队员刘各锐说：“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

振兴，而产业振兴需要更多资源，我们要成

为资源的桥梁，把更多更优质的资源引向企

业，将这些资源流向更多可以发挥作用的地

方，从而促进产业振兴，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一项智慧农业产业落户到梅州市梅县区畲江

镇上墩村，基地搭建了首期种植大棚。

■从无人机俯瞰，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连江村

邹韬奋纪念长廊一带景色优美。

广州市荔湾区驻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工作队：

借助科技写好复耕“后半篇文章”
5G智慧农业蓝莓种植基地大棚拔地

而起，仙草基地已扩大到500亩；晚稻丝
苗米产业园规划建成后新米发货，“鸭稻
共生”有机大米“出山入湾”……2023年
春节前夕，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的近万
亩复耕“热土”上飘出稻香、蔬果香。广
州市荔湾区驻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工作
队（下称“工作队”）正趁“热”谋变，忙碌
而有序地开展产业服务和引进工作。

驻畲江镇工作队由广州市荔湾区龙
津街道办事处牵头，岭南街道办事处、东
漖街道办事处、逢源街道办事处和桥中街
道办事处组团而成。“复耕复种是畲江镇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好时机，
我们要把握住机会，为镇创造更多致富增
长点。”驻畲江镇工作队队长朱北辰向新
快报记者介绍，为了让复耕土地用得好、
种得好、发展好，当下工作队积极引技术、
连商机、做服务，推动现代农业引领畲江
镇农业产业迭代，书写产业振兴答卷。

为了确保撂荒土地资源能真正

活起来，工作队在复耕复种方面积极

对接后方帮扶单位，在荔湾后方的大

力支持下，前期迅速筹出认耕认种金

121.5 万元，为镇里复耕的企业引来

启动信心；中期大力宣传推广，扩大

认耕对接面；后期共同打造复耕联

盟，形成产业链条。今年，全新的“畲

穗”丝苗米产业园已初具规模，正式

运营。

“把产品种出来，更重要还要把

产品卖出去。”为做好后续复耕复种

接力，工作队从广州荔湾引入中国农

业百强——海露集团到畲建立生态

复耕示范基地，打造“生产、加工、销

售”全农业产业链基地，建立撂荒复

耕生产、销售长效机制，共享其在农

产品生产经营、产销渠道、科研支撑

等方面的资源。目前该基地已规划

300亩耕地轮种农产品，第一期 50亩

包菜已下地种植。

整合资源同心同行共推续耕续种

撂荒地要复耕，更要凸显复耕效

益，这是工作队秉持的理念。队员冯

帆告诉新快报记者：“复耕是个良机，

畲江镇既要整合资源、精耕细作，还

要引入先进生产方式、设备和经验理

念做好复耕的‘后半篇文章’，留住优

秀企业和项目，使土地红利长效发挥

“造血”功能。”

前不久，一项智慧农业产业落户

到上墩村，记者实地看见，经过流转

的连片撂荒地已经平整完毕，基地搭

建了首期种植大棚和水肥一体设施

等，规模占地500亩。据了解，待设施

完善调试完成之后，此处将是落户畲

江的首个现代设施农业——祥成农

创 5G蓝莓种植示范基地。这是全队

精心对接、引入的项目。

2022年 6月 15日，梅县区畲江镇

人民政府与广东祥成农创帮扶科技

公司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半年

以来，该公司在畲江已陆续投入了

800多万元推进项目实施。项目建成

后，将实现年产鲜果400吨，为当地带

来年税收约 180 万元，为附近镇域提

供200个以上就业岗位。

队员李杰介绍：“过去数月，工作

队协同助力排忧解难，解决了农地排

水难、集约难、地下线路杂等系列难

题。”项目成立了专项组，与镇党委政

府共同协调项目，定期梳理项目进程

企业中需要协调解决的难点，予以链

条化跟进。“和当地无障碍的沟通协

作，是我们企业能够在这里放心发展

的一个关键。”基地负责人张加平说。

畲江镇的土地上，农业基地随复耕地

逐步建立，越来越多农业基地拔地而

起。除了上墩村的5G智慧农业，成山

村的优质粮油基地、双龙村的玉米基

地、叶华村的甘薯产业、松林村的种养

综合体均初具规模并各具特色。“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产业振兴也是关键，激

发‘造血’新动力。”队员徐德元表示。

做好服务文章留住优秀企业项目

助力畲江镇农业发展的同时，畲

江镇圩镇建设也在工作队投入和推

动下焕然一新。工作队累计投入近

200 万元专项资金，先后助力中坑村

道路拓宽、赤岭村道滑坡土方清理、

红星村人居环境整治、连江村邹韬奋

纪念长廊周边环境提升、咸和村小型

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镇中心小学停

车场及进校道路建设、公和村路灯搭

建等十几个项目，不断亮化圩镇宜居

宜业环境。

其中，在连江村、咸和村等地，

“邹韬奋纪念长廊”修葺、“七十二

断”古驿道修缮提升，都给乡村注入

新亮点。

“未来，驻镇帮镇扶村任务会继

续推进，工作队仍会深入田间地头

寻村情、找问题、谋对策，不断激活

‘镇’能量。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

振兴，绘好乡村振兴图景。”队长朱

北辰表示。

为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下“硬”功夫

■广州市荔湾区驻梅州市梅县畲江镇工作队

合影。

■ 全 新 的“ 畲

穗”丝苗米产业

园已初具规模，

驻梅州市梅县区

畲江镇工作 队

与企业一道筹

谋，卖好畲江镇

丝苗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