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头价每斤一块六，比去
年高了四五倍！”江门恩平市良
西镇鹤坪村村干部冯月明半蹲
在马铃薯地里，左手执箱筐，右
手捡土豆，手疾眼快。“五个片
区2000亩稻田，一周内就能完
成插秧！”江门恩平市良西镇福
坪村水稻基地，负责人李卓彬
紧盯迂回在水田里的插秧机，
一脸笑意。

繁花似锦，云淡风轻，享有
“四薯之乡”美誉的江门恩平市
良西镇，希望的田野中正在轮
播丰收的喜悦、播种的期冀。
过去两年，良西镇驻镇帮镇扶
村工作队在恩平市委、市政府
的指导下，围绕该镇“农业+旅
游”的目标定位提质产业发展，
提升设施水平，催发镇域勃勃
生机，振兴浪潮四处涌动。

江门恩平市良西镇：

农旅融合双向带动 村村联动“抱团”奔富

两块广告牌助域内薄弱村“清零”

些许微改造“旧村”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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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抱团发展”

农旅融合的双向带动，随示范带的

打造进程成效凸显。“游客多了，我们的

农特产品也多了一条销路。”鹤坪村村干

部冯月明告诉新快报记者，包括马铃薯、

辣椒等鹤坪主打农产品，今年不仅销路

通畅，价格也有大幅提升，“我自己种了

30亩，3月初就卖光了！”

坚持“旅游+农业”一体设计、一并推

进，实现镇域产业从单维发展向多元融

合转换，继而将旅游和农业打造成为良

西镇的支柱产业，正是工作队锚定的振

兴目标。据介绍，以良西镇成功申报获

评“四薯之乡”国家集体商标品牌和省级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专业村称

号为契机，良西镇已实施《良西镇特色薯

芋类种植扶持奖励方案》，鼓励开展连片

规模化种植，切实帮助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探索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抱团

发展”模式，也是工作队着力推动的工

作。2022 年 4 月，工作队带领全镇 9 个

村（居）一起出资成立福稻农垦有限公

司着力发展水稻种植产业，通过对镇域

范围内撂荒地、非粮化耕地、闲置土地

和新垦造水田的整合，已完成 2000 亩

复耕任务，“采取集中连片改耕、整体流

转、规模种植、统一管理等方式进行粮

食生产，最大限度发挥种植效益。”劳泰

霖信心满满地说，最晚到后年，良西镇

的稻田可扩大到 5000 亩，全年收益将

达到 700 万元，届时不仅村集体经济有

了“基本盘”，农户收入也将大幅提高，

“福稻公司项目的落地，标志着良西镇

村集体经济发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

‘蹚出一条大道’的关键转变。”

良西镇位于江门恩平市西北部，下

辖9个村（居）委会，119条自然村，其中

鹤坪、龙门两村，由于缺乏明显区位优

势资源优势，2022年之前，均以集体经

济收入不足 5 万元，戴着“经济薄弱

村”的“帽子”。2021 年 7月，良西镇驻

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入驻，来自江门医

疗保障局的劳泰霖身兼工作队队长与

鹤坪村第一书记职务。“这两条村没有

任何工业，当时仅靠出租零星土地和

房屋获利，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来源单

一，加之人才资源匮乏，发展缺少核心

竞争力。”劳泰霖说，正当他为如何拓

展鹤坪、龙门的发展空间犯难时，中阳

高速开通良西出口，一扇增收的“窗

口”悄然打开。

“很幸运！我们到岗仅一周，就争

取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抢占先机在

高速出口做了两块广告牌。”劳泰霖笑

着说，通过专业公司的运营，小小广告

牌一年能带来十余万效益，良西镇的

两条经济薄弱村当年即实现 10万元经

营性收入目标，双双“脱薄”。

“脱薄”不是终点，“奔富”才是目

标。令劳泰霖振奋的是，良西镇当年被

列入乡村振兴示范带，围绕良西镇“农

业+旅游”的目标定位，工作队秉持全

域旅游发展思路，沿线打造出两条相交

相融、又各具特色的示范带，“一条是产

业振兴路，一条是旅游振兴路”。劳泰

霖介绍说，依托示范带，工作队全面提

升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将旅游引领

农业、农业助推旅游的双向带动作用发

挥到极致。

良西镇乡村振兴示范带全长 17.5
公里，主要贯穿广东省“四好农村公路”

示范路X831线和省道369线，涉及5个

行政村，共78个自然村，惠及人口4133
户、15036人。

结合周边旅游、农业资源，工作队

将示范带沿线的“旧村”打造成为特色

精品示范村，修建农耕文化长廊、以农

耕公园为理念规划建造“四小园”，还配

套了游人休憩处和儿童游乐设施，农耕

区域除了可供村民自行种植外，还为日

后开发培育农耕民宿旅游项目提供发

展空间。

从鸟语花香的小广场走过，一边白

墙青瓦、雕栏飞檐，另一边池水荡漾、绿

树婆娑，几位村民凑在一处石桌石凳边

高声谈笑，见到劳泰霖纷纷挥手招呼，

“天热，书记坐下饮杯水！我们的鸡舍几

时能用？”

他们记挂的鸡舍就建在广场里侧，

洁白的外墙，金属门栏簇新闪亮，20户村

民，户户都有专享的养鸡“单间”。“这个

月就会装好监控，让旧村散养的走地鸡

搬入新家。”劳泰霖笑着回答。

实施农房外立面美化亮化改造的，

还有示范带沿线的白沙路村、孔村、红岭

村，这些村经过“美颜”之后，极大提升了

村民的居住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游客前往观光。根据乡村实际需要，工

作队还修建了示范带沿线鹤咀村、三甲

朗村的卫生公厕、污水处理设施、卫生

站、文化楼及篮球场等，着力解决各项

“急愁难盼”的民生问题，满足村民日益

增长的生活、生产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旧村”的微改造坚

持特色传承历史文化与塑造现代风貌相

结合的原则，在不拆除历史建筑的前提

下，对位于示范带沿线向东村始建于

1871年已有近 150年历史的古炮楼——

懋星楼进行修缮加固，保留其原有风貌，

把炮楼周边有碍观瞻的残垣断壁清拆后

接连后面 5 棵有百年历史的古龙眼树，

形成一处彰显乡村历史特色的景观。

■江门恩平市良西镇福稻公司的水稻基地，机

械化插秧正在进行。

■江门恩平市良西镇工作队合影。■江门恩平市良西镇的旧村经过微改造后，“颜

值”飙升。

■江门恩平市

良西镇工作队

队 长 劳 泰 霖

（左一）与村两

委干部一同下

田，了解今年

马铃薯的收获

情况。

■江门恩平市良西镇鹤坪村村干部冯月明

收完自己的马铃薯，还热心赶去其他农户

田间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