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走进佛山南海大沥
镇大镇社区， 每一条自然村都

铺设了干净整洁的对外通道， 黄金
雨、簕杜鹃、木棉花迎风摇曳。 在一中村
和二中村的村口交界体育公园内，一株拥
有 11 条根系的“共融树” 茁壮成长———象
征着大镇社区 11 个经济社和谐共融。大镇社
区的变化，正是大沥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不断实
践的一个缩影。

今年 4 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全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大沥镇下属各社区
作为珠三角的典型乡村，通过狠抓组织振
兴，改善人居环境等举措，带动产业兴

旺、逐步实现基层善治。 如今，大
沥的乡村治理正在走出自

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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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居一品牌 发力乡村振兴
通过推动传统农业转型，佛山里水努力打造成南海“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区

6 月 24 日， 广州
市民陈敏带着一家人来到位

于佛山南海里水镇的贤鲁岛上畅
玩， 两天一夜的亲子游让这个家庭感受

到了不同于大城市钢筋水泥的别样风味。 贤
鲁岛位于里水镇北部，全岛占地面积约为 8 平方
公里，四面环水，岛上有贤僚和鲁岗两个村，村民多
以务农为生。 如今，岛上还有十几公里的绿道，三大
主题花海、多个景观节点等。 每到周末，众多广佛周边
的亲子游客都会来到岛上，带旺了岛上的休闲游。

受益的不仅仅是贤僚和鲁岗两个村，今年 5
月份，里水镇紧握乡村振兴这一契机，提出将利
用三年时间实施“一村居一品牌”（以下简称
“一村一品”）创建工作，力争在原有工作成

效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提升、 集中推广，
逐步形成“村村有特色，一村一品

牌”的局面。

在此前佛山召开的全市全面深
化改革工作会议上， 佛山市委书记
鲁毅表示，“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
没有全市的现代化。 ”他表示，从当
前佛山市农村实际情况来看， 近期
要突出抓好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除了上述的生态振兴外， 里水
镇在践行组织振兴方面也有着自己
的思路。 记者在《里水镇创建“一村
一品”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意见》中看
到，该镇将“一村一品”创建划分为
服务管理、城乡环境、产业发展三大
方向，每个方向有若干类别，各类别
下辖不同项目供村居参考选取。 每

个村居需选取其中一个作为重点创
建项目，充分挖掘各村居在党建、产
业、人文、善治、环境等方面的潜力。

里水的宏岗村选取的是代表组织
振兴方向的党建服务类， 主要是着
眼于党员培养、教育等相关工作，要
求有相关的制度和方案， 开展系列
工作、取得一定的实效，形成特色党
建服务品牌。

“为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党员
敢于亮身份，加强和群众的沟通，既
升华了党群感情， 又彰显了党员身
份。”宏岗村党委书记李汉荣说，近年
来，宏岗将百名党员纳入管理系统实

行统一管理模式，进一步规范了党组
织建设，发挥党员积极性，让其参与
基地管理。 为了细化管理党员，宏岗
村根据不同年龄段对党员实行分类
管理， 针对不同年龄党员的特点，在
党群关系建设、志愿服务参与等不同
领域发挥其特长。“在启动创建后，我
们要进一步提升村容村貌环境，同时
夯实党建基础， 加强党员组织管理，
各个支部活动要更加精细化管理。 ”
李汉荣说，借助“一村一品”创建工
作，将进一步做好党组织的精细化管
理，优化薄弱环节，提升服务质量，推
动宏岗的组织振兴工作。

对于“一村一品”三年行动
计划， 里水镇党委书记黄庆添
表示，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在
里水的具体化和实践化， 也是
“美村计划”“公园化战略”的升
级版和“梦里水乡 幸福家园”
的支撑性战略。 他介绍说，除了

“一村一品”外，里水还要以里
水河、西南涌为“线”，积极推动
美丽乡村连片示范区建设；以
岭南农业大观园和梦里水乡景
区为“面”，加快推进全域旅游，
实现多点开花、串珠成链、全面
突破，着力打造南海区“乡村振
兴”战略示范区。

具体来说，在产业振兴工程
方面，里水将按照“一核心两区
域”布局，建设岭南花卉园艺产
业园，借力获评国家 AAAA 级
旅游景区， 深度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业，形成“南有梦里水乡风
情游、北有农业大观园”南北呼
应的发展格局， 打造全域旅游
小镇；在生态振兴工程方面，里
水将着力深化“公园化战略”成
果，重点建设里湖中央公园、展
旗峰生态公园、西华寺公园、金
溪湿地公园等四大主题公园 。
深化“美村工程”成果，加快建
设“美丽文明村居”，着力打造
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区； 而在
文化振兴工程当中， 里水将以
水乡生态文化为主线， 加大对
汤村、孔西等古村落，西华寺、
中共南三花工委原址等古建
筑，龙舟、跳火光、藤编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形成
特色的文化民俗品牌。

此外， 组织振兴和人才振
兴也必不可少。 其中组织振兴
主要是抓好村（居）治理资源统
筹使用，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强
基增能。 而人才振兴工程将重点
扶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和新型职业农民
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田园花海、情缘花海、水岸
花海， 成片的熏衣草、 油菜花、
波斯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在贤鲁岛上汇聚， 每周都会吸引
大量游客前来。但谁能想到，回到
三年前，这里还是荒田一片，杂草
丛生。“以前村里的花场上平台出
租都无人问津， 现在连最边角的
地都抢着租，租金还翻一倍。 ”岛
上贤僚村党委书记黄立新说。 在
过去三年里， 里水镇先后建成了
包括贤鲁岛环岛绿道、 鲁岗公园
和贤僚公园、 田园水岸和情缘花
海三大花海，并建设了贤鲁岛驿
站投入使用。随着配套设施的逐
渐增加，加上广佛两地都少有的
生态资源，贤鲁岛迅速“走红”。

贤鲁岛生态旅游度假区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李钜鸿介绍说，
里水镇仅用 2 年多的时间完成
了贤鲁岛生态旅游度假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目前总投资已超过
8000 万元， 完成工程项目建设
30 多个。

目前，贤鲁岛内的各项基础
配套设施已臻完善，如先后建成
了 11.8 公里环岛绿道 、5 个环
岛自行车驿站、环岛交通安全设
施、贤鲁岛游客服务中心及 310
多个小车位、18 个大巴车位的
大型综合停车场， 三大主题花
海、多个景观节点等，能同时接
待 1 万多人。

“里水镇政府通过大手笔投入
打造贤鲁岛生态旅游度假区，贤
鲁岛已经声名在外，进岛的游客
与日俱增，同时，也带动了当地
村民和土地经营者的经济收
入。 ”李钜鸿说，岛内的花场、农
庄、果场等经营户的客流量也在
稳步上升，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和
村民的股份分红也有所提高。

贤鲁岛开发是里水镇打造
全域旅游小镇的一个缩影，通过
生态环境保护、公园化战略和传
统农业转型升级，里水探索出了
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这其
中，在推动传统农业转型的过程
中，把生态环境和文化旅游有机
结合是里水镇的一大亮点。

来自南海国土部门的政协
委员张梦阳则认为贤鲁岛的开
发恰好诠释了乡村振兴的内涵。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一揽子提升
乡村的综合竞争力，包括改善农
村的环境， 重构农村的产业，提
升农村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提高
农民的收入等。贤鲁岛的开发一
方面要特别强调规划的引领作
用，对土地与空间的利用进行总
体的把控与宏观的统筹；另一方
面，因地制宜，瞄准本地的区位
优势、产业优势、文化优势、资源
优势精准发力，在细分领域取得
相对竞争优势， 并最终领跑，胜
出或分得一杯羹。 ”

生态环境融合文化旅游助力农业转型 古村落活化盘活全镇旅游资源
里水汤南古村距离贤鲁岛约

10 分钟车程， 远离市区的繁华，古
建筑群基本保持往时的布局。 这些
古建筑群， 重建于清代道光年间
(1846 年 )，传统建筑面积达 3.4 万平
方米。民居、祠堂、家庙、晒坪、广场、
池塘兼备，聚族而居，布局协调，风
格统一。 建筑群均采用硬山顶镬耳
式封火山墙， 内部布局采用广东民
居典型的“三间两廊”式。 作为南海
区十大古村落之一， 汤南古村的基
础设施建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通过多年的努力，汤南村经济
得到发展的同时 ， 村容村貌明显

改善， 尤其是对古建筑群的保护
较为重视 。 村中的大多数古屋古
祠堂古学堂等得以较好保护 。 汤
南经济社社长汤桂芳介绍 ， 由于
村里在古村旁边划出了一个新村
的范围 ， 村民修建新房时选址在
新村， 古建筑群的完整性因此得
到保护 。 除了通过完善村内基础
设施外， 汤南古村还将开展古村
活化二期工程 ，包括修缮旧巷道 、
重建古村的牌坊和炮楼。 此外，活
化工程还将在祠堂旁的空地上新
建粤剧戏台 ，供“私伙局 ”唱戏或
举办粤剧文化的传承活动 ; 在村

后的山丘 ，则会修建山体公园 ，铺
设步道，以供游人休闲散步。 2010
年，汤南古村被评为“南海区十大
古村落 ” 及“南海区十大最美乡
村 ”，2012 年 被 广 东 省 文 联 评 为
“广东省古村落”。

记者了解到， 汤南古村只是里
水推动古村活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
来，里水孔西村、赤山村也通过对当
地古村落资源的挖掘、保护，进一步
探索推动村居经济、 特色产业的发
展。 比如赤山村的跳火光传统，已有
300 多年历史， 且在去年被列入佛
山市非遗文化项目。

打造南海
“乡村振兴”
战略示范区

组织振兴升华党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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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31 日 ，在
佛山市乡村振兴现场工
作会上，佛山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区邦敏总结
道： 佛山大部分农村已经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
村，而是典型的“城中村”、
“镇中村”；部分农村“城不
像城，村不像村”，管理乱、
环境差， 严重制约城市形
态现代化。与此同时，农村
干部群众对环境美化、土
地物业等集体资产升值、
农民收入提升充满期待。

“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没
有全市的现代化； 没有乡
村的全面振兴， 就没有全
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佛
山市委书记鲁毅在会上提
出，佛山要以改革为动力，
全力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全
省全国前列。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
镇下属各村居正是这样
的典型农村。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大沥的农民
率先“洗脚上田”，昔日的
农村逐步变为如今的“中
国商贸名镇”。 然而，随着
城市开发强度的提高，大
沥也面临着新的瓶颈———

镇中村基础设施建设落
后， 农村利益错综复杂，
外来人口鱼龙混杂， 城乡
二元结构依然存在。 先富
起 来 的 农 村 和 生 活 在

“村”中的居民，在安全、
生态、 文化、 民主等方面
的要求更多、标准更高。

与此同时，大沥依然
有着“走在前列”的条件。
凭借着强大的产业实力
和广佛交界核心位置，大
沥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
要节点。 大沥更是佛山的

“门户”，“大沥印象”很大
程度上代表着“佛山印
象”。“在佛山市打造的

‘一环创新圈’ 战略中，
6.5 公里的佛山一环大沥
段，恰好与广佛黄金商贸
走廊重合。 ”大沥镇委书
记刘浩文提出，大沥要借
助广佛商贸走廊和灯湖
中轴线北延两大机遇融
入“一环创新圈”，进一步
激发全镇的发展潜能。

普遍达成共识的一
点是：大沥要发展，主战
场肯定在农村。 实践乡村
振兴战略 ， 大沥迫不及
待！

敢于直面问题，在发展中
用改革的方法解决问题，是大
沥一直以来“走在前列”的关
键。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大沥
以生态振兴为抓手，通过结合
美丽文明村居建设和花满沥
城工程，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记者了解到，根据《大沥
镇美丽文明村居建设工作方
案》，2017 年， 大沥重点选取
太平、凤池、盐步、白沙 4 个
社区作为首批创建示范社
区，以目标倒逼进度，制定详
细的工作推进表。 镇委镇政
府除按照市、区、镇 1:2:5 的
比例投入 3300 万元作为美
丽文明村居软件建设外，适
度增加专项资金， 向美丽文
明村居建设倾斜。 4 个社区共
计申报 25 个大型建设项目，
共计投入 3 亿多元用于道路
贯通、环境美化、河涌堤岸整
治等。 大沥镇更通过“家庭三
亮”（党员之家亮身份 、 居民
之家亮家训 、 美德之家亮荣
誉 ）、“好家风故事、 好家训”
征集、“最美家庭”等活动，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美
丽文明村居建设， 为乡村的
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示范作
用与精神支撑。

经过近一年的提升，4 个
创建示范社区“旧貌换新
颜”。 凤池社区的凤东公园已
成为了市民散步休憩的好去
处；太平社区大力开展“幸福
院”民生工程建设；白沙社区
计划沿南海外滩、三乡路、中
心路、一涌两岸 (中心涌 )规划

特色景观线路， 将社区改造
成一个小桥流水， 富有岭南
水乡特色的全新人文社区 ，
村民自筹资金对兴隆公园重
新规划改造； 盐步社区启动
迴龙村支涌岸线改造工程 ，
建“迴龙龙船基地牌坊”。 乡
村“颜值”的提升还带动了村
民的“内心美 ”，盐步社区通
过村规民约的形式， 培养村
民的文明意识。

同时， 大沥镇借鉴欧洲、
日本经验， 在全镇范围内启
动“花满沥城”工程。 政府委
托华南植物园专家等组成的
园艺专业人才团队研究了大
沥的土壤气候选取适宜种植
的花卉，包括风铃木系列、紫
荆系列、木棉系列、黄金雨 、
黄槐等；开花灌木，即三角梅
系列、杜鹃系列、扶桑系列、
龙船花、木芙蓉等。在去年 11
月的“花满沥城” 启动仪式
上，2 万多盆花卉被社区和市
民领养。

如今，凤凰花、大叶紫薇、
簕杜鹃、宫粉紫荆等植被装点
在市政道路、社区公园和村民
阳台上，变“靓”的社区，让村
民都不忍心再乱扔垃圾。

“美丽文明村居建设要促
进社区的‘五个转变’”，刘浩
文表示， 大沥要通过乡村人
居环境的提升，从“一处美 ”
向“全村美”转变，“一时美”
向“持久美”转变，“外在美”
向“内在美”转变，“环境美”
向“发展美”转变，“形态美”
向“制度美”转变。

仅仅提升外部环境，并不能
打破制约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
与生态振兴相配套的是，大沥以
组织振兴为保障，抓住基层党建
这个“牛鼻子”，真正实现基层善
治。 大沥大镇社区的“质变”正是
典型案例。

据了解，大镇社区曾经是“基
层软弱涣散党组织”。村民分红在
全镇垫底， 村内治安形势严峻。
2014 年，大沥镇选派梁汉波担任
大镇社区党委书记， 梁汉波层层
梳理社区与经济社的利益分成和
权责分工， 巩固社区对村居的领
导权；引入企业管理方式，对各部
门进行绩效考核。

在容村村貌方面，大镇社区
对村容村貌进行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人行步道， 规范村内停车

位，铺设排污管道，鼓励村民种
花美化家园。 一个广为人知的故
事是，为协调下属一中村和二中
村的历史遗留矛盾，社区在两村
村口建设体育公园，村民现在有
了交流的地方，矛盾逐渐消弭于
无形。 社区专门在体育公园里种
下了一棵“共融树”，11 条根系
象征着社区下属 11 个经济社，
让村民牢记“团结共赢”的道理。

经过 4 年的整治， 大镇社区
的面貌焕然一新， 社区道路网络
四通八达，学校、幼儿园、公园、市
场、卫生站、服务中心、活动中心
等设施逐步完善。 颜值的变化也
带动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各经济
社土地租金从原来每平方米 3-4
元上涨到十几元， 最高甚至达到
24 元。 如今的大镇社区已经是远

近闻名的“花园村”。
大镇社区的治理成效，为大

沥坚持党建统领“攒”了经验。 今
年 4 月，大沥镇启动 2018 年“党
建引领·暖心行动”， 计划未来 3
年内通过选聘党建指导员，设置
社区中层岗位，以及实施经济社
党员、骨干“双向培养”计划等措
施，组建一支由机关和社区党员
干部组成的暖心骨干队伍。 大沥
将对党员干部开展沟通联系和
调解技能、生活服务技能、手工
技能三大主题培训，并组建超过
100 支基层党员志愿服务队伍，
让广大党员干部发挥领域特长帮
助群众解决困难。刘浩文强调，党
员干部在服务基层群众的过程中
必须“亮身份”，走好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步”。

“先发”大沥面临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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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振兴让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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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乡村振兴道路
打造基层善治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