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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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千亩丝苗米绿色高质高效示

范基地种植示范的清远连州市连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洪辉介绍，

今年早季该示范基地引进了 6 个新品

种，总面积达 1200 多亩，从直播、机插

秧到病虫害统防统治、无人机检测、收

割到烘干等均进行全程机械化作业，

为连州丝苗米种植和加工起到了良好

的示范带头作用。在现场测产中，清

远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丝苗米香稻品

种南晶香占的大田实割测产验收显

示 ，南 晶 香 占 亩 产 高 达 1143 斤（干

谷）。清远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

副主任陆世忠对此非常满意，认为南

晶香占的产量比一般的常规品种增加

10%至 20%，表示该品种可为清远连州

市丝苗米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很好的

科技保障作用。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

所长陈国荣也热情地为参会专家介绍

南晶香占的特点和栽培技术要点。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刘

传光则表示，连州生态条件非常适合

高端优质米的种植开发，下一步他们

将继续加强与连州市委和市政府的院

地合作，合力打造连州高端丝苗米，选

育更高端更优质早熟的丝苗米品种在

连州推广。

■采写：新快报记者 潘芝珍
■摄影：新快报记者 王 飞

“工作队是‘实干家’！有你们

在，我做事更有底气。”历时 3 个

月，乡贤陈俊成在清远市阳山县岭

背镇松木村的鹰嘴桃种植基地首

试林下套种香瓜，可观的收入令他

对家乡的产业发展信心倍增。新

快报记者了解到，自 2021 年以来，

在驻岭背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支持

下，该基地推行了“乡村振兴+基

地+农户”集体入股模式，在工作

队队长梁兆发的引导下，当地 10
户农户参与鹰嘴桃种植，并将种植

面积迅速扩大到 500 亩。工作队

还详调细研，利用鹰嘴桃种植间隙

土地发展林下种植 200 亩香瓜，增

加约 90万元收入。

迎击“龙舟水”
当机立断挖渠排洪

这个鹰嘴桃种植基地是陈俊

成于 2016 年建成运营的家庭农

场，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

栽培技术，该基地一年比一年红

火，仅 2020 年的销售收入便达 230
万元。难能可贵的是，陈俊成一直

聘请周边农户务工，联农带农益农

成效显著。

2021 年 7 月工作队入驻岭背

镇，队长梁兆发很快注意到陈俊

成的优秀表现。“他有回报家乡的

情怀，敢想敢干，希望通过种植基

地造福乡里。”梁兆发笑着说，工

作队和派出单位此前就达成共

识，要培育本地龙头企业打造示

范 效 应 ，以 此 带 动 一 方 产 业 振

兴。“我们给予陈俊成力所能及的

支持，包括协调资金、配套设施、

解决灌溉和引入科技……想将原

来的家庭农场做大做强，让它释

放更多联农带农的力量。”梁兆发

说，经过深入沟通交流，陈俊成对

发展林下经济充满期待。今年 4
月，鹰嘴桃林下种了 200 亩香瓜

苗，大家都在期待 7 月中旬“瓜熟

蒂落”，“钱袋”丰盈。

6月中旬，香瓜挂果。可到了 6
月26日，岭背镇迎来势头凶猛的“龙

舟水”，林下香瓜岌岌可危。“我们冒

着风雨赶去察看，发现形势严峻，内

涝不仅会淹没香瓜，还会影响鹰嘴

桃的收成。”梁兆发说，当时他和工

作队当机立断，在资金尚无出处的

情况下急请施工队入场开挖排洪

渠，尽最大努力减少基地损失。

发展农业产业
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好在洪水退去，香瓜安然。“谢

谢工作队！你们在岭背干的都是实

事！”包括陈俊成在内的 11 名种植

合作社成员，对梁兆发非常感激。

其实，早在 2021 年底，梁兆发已成

功引导基地推行“乡村振兴+基地+
农户”集体入股模式，200亩香瓜的

受益者不仅有参与鹰嘴桃种植的社

员，还有在此务工的近百名农户。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

步发展农业产业和壮大集体经济实

力，梁兆发还积极协调帮扶单位清

远市中医院，在松木村创建了五指

毛桃和黄姜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面积为20亩，基地由此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集体经济产业模式。每逢桃

花盛开之际，松木鹰嘴桃种植基地

便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而当鹰

嘴桃成熟时，又有络绎不绝的游人

前来采摘，体验农人之乐。

“这种新的游玩采摘模式进一步

带动群众增加收入，并推动了乡村振

兴的进程。”梁兆发告诉新快报记者，

在工作队邀约下，华南农业大学乡村

振兴科技特派员近日来到松木村鹰

嘴桃基地调研林下经济，并就种植工

作进行指导。“科技力量对岭背产业

发展的扶持已常态化，田间地头的教

授会让农户更有信心”。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工作队下

一步将继续加大对产业发展的指导

和帮扶力度，致力于夯实产业兴旺

的基础，提高产业效益和农户收入。

■新快报记者 曾贵真 通讯员 全君君 彭静 麦彤宇
林佳燕 刘洁莹

近日，驻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联

合广东省教育厅资助政策宣讲团队-广东财贸职业

学院“砺行筑梦团”（以下简称“砺行筑梦团”），在马踏

镇开展了为期5天的“国家资助与助学贷款政策下乡

行”活动，让学生资助政策能够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同时，在马踏镇中心学校开展了一场心理帮扶咨询与

资助政策相结合讲座。

“三下乡”期间，“砺行筑梦团”团队成员通过深入

当地镇村街道设立资助政策咨询点和经济困难家庭、

发放宣传单并结合线上直播等多种形式，为村民讲解

广东省各学段资助政策以及广东财贸职业学院资助

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为鼓励品学兼优的学子投身乡村

振兴事业，帮扶单位广东财贸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

“乡村振兴励志奖学金”，对学校结对帮扶的马踏籍学

生及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优秀学子进行帮智扶志，目

前已有12名马踏籍学生获得5000元/人的专项奖励。

驻马踏镇工作队还联合砺行筑梦团在马踏镇中

心学校开展了一场心理帮扶咨询与资助政策相结

合的讲座，马踏镇社工及老师约 200人参与培训。

讲座上，广东省名班主任、广东省高校注册心理

咨询师、广东财贸职业学院学生工作处处长全君君结

合具体案例，面向马踏镇社会工作者和中小学老师宣

讲了心理咨询的工作伦理知识，并分享了心理咨询

“善行、责任、诚信、公正、尊重”的五大原则。

随后，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苏文莉同学分享了

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家“梦想

在终点，资助在起点”，呼吁当地的同学们积极了解国

家资助政策，争取早日成才，回报社会。

清远连州市：

丝苗米种植、秸秆利用 全在观摩会中展示

■与会嘉宾在田间地头现场观摩。

这边观摩秸秆饲料利用过程刚落幕，那边南晶香占丝苗米等种植展示便登场……近日，清远市农业农村局、清远连州市农业农村局在连州市西岸镇共
同举办了2023年连州丝苗米绿色高质高效创建暨秸秆综合利用示范现场观摩会。连州市副市长何永锋，清远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宗伟勋，清远市各县
（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分管领导，种植业股长，当地种粮大户，西岸镇附近村的党组织负责人等，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学
院水稻研究所相关专家同聚一堂，现场观摩。

在西岸镇河田村千亩丝苗米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基地，何永锋提到，结合清远市政府打造五大百亿产业计划及连州丝苗米产业发展提质增效的需求，此
次示范基地对来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育成的南晶香占等进行了种植展示，连州市会积极探索建立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和绿色高效利
用机制，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并且集成推广连州丝苗米种植绿色高质高效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模式。 ■新快报记者 农艳芳

■“砺行筑
梦团”师生
入户宣传
资助政策。

驻清远市阳山县岭背镇工作队：

助力乡贤发展林下经济 3个月增收约90万元

■驻清远市阳山县岭背镇工作队队长梁兆发在田间地头与农户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观摩会也是连

州积极探索农作物秸秆全产业链开发

的一个缩影。

当天，参会人员去到西岸镇东村秸

秆饲料化利用服务中心，观摩了秸秆饲

料利用过程。该中心主任和资环所副

研究员黄建凤以玉米秸秆综合利用为

例，详细介绍了秸秆还田的设备，并分

析了秸秆还田后的土壤理化性状，表示

秸秆还田可以及时补充土壤缺乏的养

分，提高有机质含量。观摩中展示的水

稻秸秆打捆犁田机，能够将“生态包袱”

变为“绿色财富”，为农业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合力打造连州高端丝苗米 将“生态包袱”变为“绿色财富”

驻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工作队：

宣讲政策+心理培训
助力人才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