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北和农房控”小程
序，保护耕地避免村民误占；引
进水晶冰菜种植，破解盐碱地
治理“顽疾”；引导村集体成立
经营公司“造血”；探索乡村“全
民共治”模式……

日前，新快报记者走访湛
江雷州市北和镇了解到，由国
家自然资源督察广州局和中国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组成的驻北
和镇工作队从破解土地撂荒、
增加村集体收入、引导村民自
治等多方面入手，逐步探索出
了一系列乡村振兴的可行经
验。

驻湛江雷州市北和镇工作队：

守牢耕地红线 巧治盐碱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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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程序一张图，
强化保护耕地意识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新快报记者日

前走访了解到，这两年，驻北和镇工

作队在加强耕地保护，破解盐碱地利

用等方面进行了充分探索，形成了一

批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打开我们这个‘北和农房控’，

点开‘土地管控专题查询’，卫星就会

自动定位，周边 500米有耕地的都会

显示出来，可以精确到半米。”驻北和

镇工作队队长王宏伟一边演示协调

广东省测绘院专门为北和镇开发的

小程序，一边介绍说。

在广大农村，有些村民因为缺乏

专业知识、法律意识薄弱，容易出现

违规建设占用耕地的情况。而耕地

是必须严格保护的红线，一旦有村民

违规占用建设就必须依法拆除，耗资

耗力，损失惨重。

点开“北和农房控”的“土地利用

专题科普”，能查到“中央一号文件”

等各类政策。驻北和镇工作队还给

镇里每条村送了一幅耕地红线图。

“一个小程序一张图，线上线下，让各

村的干部群众避免踩红线，切实让保

护耕地的意识深入人心。”王宏伟说。

根据湛江市的统一安排，驻北和

镇工作队和北和镇正在大力推进

1000亩垦造水田的项目。目前，已划

定了具体区域，将鼓励各村集体积极

参与，将闲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

驻北和镇工作队对6个连片撂荒地进

行了深入调研，“一地一策”，统筹推

进垦造水田、高标准农田和小型水利

等项目，有效提升农田基础设施，推

动土地经营权向农业种植大户和专

业合作社流转，治理撂荒耕地超过

500亩。

驻北和镇工作队在遍访过程中发

现，个别村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很多村民对乡村振兴参与度不够，于

是决定在重点村推广“互联网+党建”

模式，联合联通公司建设了可视化党

建平台，积极推进村级党务、村务、财

务公开常态化制度化。同时开展了

“全民共治”模式的探索，把各村细分

成若干居民网格，将人居环境整治、移

风易俗等事项纳入考核范围，有效激

发居民的自治和监督意识。

在格内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环境卫生的热情高涨。有时候村

干部在微信群里一发布哪里有卫生死

角，就有志愿者主动上路打扫。值得

一提的是，该村以自愿的方式，村民每

月每人交 2 元，用于全村后期环境维

护。“虽说是自愿，但是主动交的人有

九成多，很多村民一次性就交了一

年。”格内村党支部书记李亮介绍说，

村民们非常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特别

是很多乡贤过年回来发现家乡变干

净、变美了，都纷纷点赞。

另一方面，在驻北和镇工作队的

大力支持下，格内村推行了积分制。

格内村有五个自然村共200多户，其中

每天有100多户会拍照发给村里，参与

积分评比。村里按每月、每季度、每半

年、全年给村民评比积分。村民积累

一定的积分就能在商城换取自己喜欢

的日用品。每条巷道都有党员代表和

妇联人员等进行监督，确保监督到位。

为了让村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驻北和镇工作队还积极支持各村改善

民生设施。在和家村委会潭蒙自然

村，一栋两层的老人活动中心已经建

好。潭蒙村村长朱修生告诉新快报记

者，这栋老人活动中心是在民政部门

和乡贤共同集资下，花了 40万元建成

的，这里将成为老人们下棋、看书、看

电视、唱歌、玩牌等娱乐活动的基地。

“我们自然村没有村医，我们还会配置

应急医药设备，村民遇到紧急情况时

就能派上用场了。”朱修生说。

为了支持老人活动中心建设，王

宏伟发动社会力量捐款 6 万元，准备

为活动中心添置空调等硬件设施。

“以前我们都没有一个像样的活动场

所，以后我们的老年生活就更有意思

了。”一位老年村民充满期待地告诉

记者。

村集体经济收入是乡村振兴的保

障和动力源泉。鹅感村村集体经济从

基本为零，到去年增收 30多万元。诀

窍在哪里？今年 7 月，南方航空驻北

和镇工作队队员、鹅感村第一书记张

为民曾代表鹅感村到湛江市推荐经

验。

“我们的经验是‘无中生有’。”张

为民说，破解村集体经济增收困境，工

作队形成了“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早在2021年底就以村集

体名义成立了雷州市鹅感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下称“鹅感公司”），在该村设

置了乡村振兴消费帮扶产品展示区，

汇聚湛江各地的优质农特产品，一方

面通过后方帮扶单位南方航空等加大

消费帮扶的力度，另一方面上线“北和

渔耕”小程序，同时发展直播带货等方

式，畅通网络销售渠道。

据介绍，鹅感村 2022年全年累计

销售额 300 余万元，为村集体增收 30
多万元。“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引导公

司加快产品认证，推动公司更好更快

发展。”张为民说。

北和镇地处雷州半岛西部沿海，

海岸线长达 39公里，地势相对低洼的

沿海农田时常被海水浸没，台风天一

来，就更容易发生海水倒灌，形成高盐

量的盐碱地，不利于作物生长。

为了破解盐碱地治理“顽症”，去

年 9-10 月份，工作队多次赴多地“寻

医问药”，还邀请科技特派员单位南繁

种业研究所、广东海洋大学科技专家

到北和盐碱地实地走访，探讨引进碱

蓬、海水稻等耐盐碱作物。

通过评估拟引进作物的生长习性、

研判地理条件、验证试验和请教专家，工

作队最终确定引进耐碱作物水晶冰菜，

今年春节后在调和村北港村开展约5亩

水晶冰菜试种。今年3月24日，工作队

还特地邀请广东海洋大学教授江行玉到

试验基地开展种植培训，为村民打气。

“初步试验成功了，证明了北和的

盐碱地适合种植水晶冰菜。”王宏伟

说，水晶冰菜每斤的价格高达十几元

甚至二十几元，很有市场竞争力，10月

底等台风季过后，将在北和镇的盐碱

地进行更大规模的种植、推广。

多方“寻医问药”，找到治盐碱地良方

巧妙“无中生有”，壮大村集体经济

探索“全民共治”，建设和谐美丽乡村

■和家村村民在清理路上的垃圾。■驻湛江雷州市北和镇工作队合影。

■驻北和镇工作队

和村民一起种植水

晶冰菜。

■驻北和镇工作队积极支持各村改善民生设施。在潭

蒙村，一栋两层的老人活动中心已经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