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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 重点
在农村， 难点也在农
村； 要在农村真正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信息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帮
手”。 为此，禅城通过“数字乡村”
的建设，推进农村的“一张图”管
理，这也是乡村振兴“禅城样本”
的独到之秘。

《禅城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
工程行动方案》是禅城区“1+8+N”
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 根据方案，
禅城区率先探索建成农村集体经
济数字云图 （以下简称 “数字云
图”）和村务共治“一门通”（以下简
称“一门通”），用数字化、可视化、

智能化的手段重新定义了基层治
理，构建“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
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兴业”的农
村集体经济管理模式。

实际上，“数字乡村” 一点也
不“玄”。在“数字云图”应用中，禅
城 区 将 12844 个 一 级 资 产 及
38393 个二级资产的基础数据录
入，整合农村集体经济、出租屋和
流动人员管理、村级工业园整治、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消防等方面
的数据及信息资源， 并在 2.5 维
地图上定位，实现“一张图”管理。
数字云图还全面实施农村新签合
同电子化管理，为区、镇（街道）、
村招商引资提供数据支撑， 使村

民对自己的“家底”了如指掌。
此外， 禅城区依托区块链原

理，在农村实施“天眼工程”、“区
块链 + 社区矫正”建设工程、“智
慧井盖”工程、“区块链 + 食品溯
源（生猪）”工程等。 如今，村民足
不出户就能通过“零跑腿”APP
办理民政、人社、残联、卫计等农
村服务事项。通过“一门通”APP，
村民不但可以随时查阅农村“三
资”管理情况，更能在村务管理上
发现问题就“随手拍”，系统将实
现问题反馈与网格的无缝对接，
把问题上报、业务受理、部门办理
及情况反馈实行闭环式管理，实
现村委与村民的无缝沟通。

清晨 6 时 ，一抹阳光洒在佛山市禅城区文华路上 ，车水马龙未至 ，
家住佛山普君华府的黄女士一路晨跑 ，然后在乐怡海创·文华荟里的便
利店享用早餐———两年前 ，她根本无法想象 ，这座位于朝东村工业园里
的文华制衣城能实现华丽转身 ， 一举变成佛山城市中心的创新金融示
范区 。

2012 年以来 ，随着佛山市 “强中心 ”战略的提出 ，位于佛山中心区
的禅城同样也在思考 ：长久以来 ，依靠专业镇经济发展的禅城 ，未来发
展的空间在农村 ，难题也在农村 ，如何通过解决 “三农问题 ”，实现城乡
融合发展 ？ 今年 1 月 ，随着 “乡村振兴 ”战略作为中央 1 号文件出台 ，禅
城通过 “1+8+N”政策体系 ，对乡村振兴的 “禅城样本 ”进行不断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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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庙街道朝东工业园的发展
历程是禅城农村发展的缩影。 朝东

工业园与佛山的发源地普君塔坡只有“咫尺
之遥”。上世纪 80~90 年代，“祖庙童服”崛起，
童服生产基地迅速扩张，朝安、镇安、天边、格
沙……一批村落“村村点火、家家冒烟”。 朝东
工业园的文华制衣城已经是当时相对先进的
“上楼产业”。

与祖庙童服发展的脉络类似 ， 石湾陶
瓷、澜石不锈钢、张槎针织也在市场的推动
下成为禅城区经济的“一方诸侯”，遍布禅城
的村级工业园曾给农村集体带来了丰厚收
入。 据佛山市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7 年，禅
城区共有村级工业园 137 个，村组两级集体
资产高达 260 多亿元，村民年人均分红位列
佛山第一。

然而 ， 专业镇经济虽然给禅城带来了
“第一桶金”，粗放生产方式的“后遗症”却也
十分明显。 小作坊式的厂房，给社会带来的
安全、环保、治安压力日益加大，部分企业因
产品质量低端、环保压力增大而破产。 同时，
随着禅城区“城市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村
集体“各自为政”，统一规划难以落地，城市
面貌“城不像城、村不像村”，产业和城市的
转型迫在眉睫。

为此，党的“十八大 ”以来 ，禅城利用佛
山“城市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两年延伸”、

“城市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等契机，启动“百
村升级”计划，重点瞄准村级工业园转型升
级、城中村改造、古村落的活化以及“五好”
新农村建设等领域发力。 根据《佛山市禅城
区城市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禅城区要实现
“规划建设科学化、 人居环境绿色化、 城市
形象特色化、基础设施一体化、镇村发展现
代化、 城市管理精细化、 公共服务优质化”
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正
式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禅城在农村工作上有了更系统
的指导 。 为 此 ， 禅 城 区 出 台
“1+8+N”的政策体系，在规划上将
城市与农村同步部署， 政策上以

“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更加明确以
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为抓手，用科
学手段促进农村“三资”的规范管
理，通过农村发展促进城乡融合。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对于先发的禅城而言，租赁经
济早已替代农业种植成为村集体
的主要经济形态———这也意味
着， 要实现禅城集体经济的产业
振兴， 首要任务就是对村级工业
园进行转型升级。为此，禅城区通
过“一村一策”实行分类指导，采
用完善手续、腾笼换鸟、“三旧”改
造等方式， 打造一批村级工业园
示范性项目。 在奖补政策的支持
下，镇安工业区、文华制衣城、大
富北工业区等一批旧物业纷纷实
现“华丽转身”，变身为双创基地、

金融创新示范区和智能装备产业
区。 按规划，到 2020 年，禅城要
完成 27 个村级工业园示范性综
合提升改造任务，完成约 3000 亩
改造面积， 示范引领全区村级工
业园区改造提升。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内容。对于“先发”的禅城农村，实现
生态振兴， 关键在于重新激发乡村
的活力。为此，禅城加大各级财政投
入，农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奖补经
费可达总经费的 49%，区镇（街）两
级对农村铺设污水管道奖补最高可
达总费用的 70%。 禅城还设置提留
“公益金”制度，从每年的集体收入
中提留部分“公益金” 用于今后发
展，保障生态振兴的可持续性。

此外， 禅城在完善基础设施
的同时，通过充分挖掘本地历史、
名人、典故、谚语、民俗等资源，提
炼出符合本地人文特色、 产业特
色的镇（街道）、村（居）两级核心
价值观品牌，“书香罗南”、“和美
龙津”、“仁善紫南”、“厚德吉利”

成为当地乡村的“品牌”；禅城还
开展农村好人推荐命名等活动，
大力营造德者有得良好氛围。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和保障。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禅城
区坚持党建统领，梳理重要事权清
单，保证党在农村基层的五项核心
权力。 同时，基层党组织加大对党
员后备干部的培养，创造机会让党
员干部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张槎街
道古灶村的振兴正是基层“强堡
垒”的典型案例。 位于季华路沿线
“黄金地块” 的古灶村之前负债严
重，村务管理混乱。 经街道党委推
荐，大学生村官陆秀兴被选举为古
灶村的“领头人”。 当选后，陆秀兴
在三资管理、停车规范管理、治安
保洁上平台等事务上严格以制度
规范推进，在集体物业上从推进地
块活化入手，提升物业价值。今年 7
月，张槎高速路口边的古灶旧幼儿
园地块与开发商顺利签约，将被打
造成华南创谷协创中心，租金收入
是以往的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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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散 天 更 蓝 ,
船行水更幽。 如今，

赢回绿水青山的南庄早已实现
“轻装上阵 ”， 经济上从陶瓷产
业“一家独大 ”到大数据产业、
汽配产业、 陶瓷产业“三驾马
车”并驾齐驱。 南庄更利用粤港
澳大湾区和佛山“一环创新圈 ”
发展的重要机遇 ， 将自身打造
成为城乡融合示范区。“‘脏乱
差’并不是农村的定义，中心城
区 与 农 村 能 够 非 常 友 好 地 共
存 ，走出一条新路子来 。 ”何战
表示 ，打造成一个宜居 、宜业的

“都市田园”， 是南庄的目标和
努力的方向。

“南庄下一步要充分抓住内
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 ，
由‘东平河时代 ’迈入‘吉利河
时代 ’”， 陈辅明用南庄的两条

“母亲河 ” 比喻南庄的发展方
向 。 据了解 ，今年以来 ，南庄探
索实施“两帮扶 ” 三年行动计
划 ，首批试点紫南村、罗南村、
龙津村分别帮扶相对落后的堤
田村、罗格村、梧村村。 在依法
依规的前提下 ，南庄将从党建、
经济、环境、名声等方面着力 ，

通过 3 年时间，力促被帮扶村软
硬件得到全面提升，实现党的凝
聚力和威信得到根本增强，村集
体经济得到显著发展，村容村貌
得到明显改善，历史遗留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在“明星村”标杆效应的影
响下 ， “扩散效应” 正逐步发
生。 如今，“老先进”罗南村正编
制着新一轮全村三十年发展规
划 ， 并将罗南生态园打造成为
“互联网 + 新型农业” 标杆 ；紫
南村将投入 1 .8 亿元创建佛山
首个村级 4A 级旅游景区。 南庄
村、紫洞村、上元村等一批新的
主力军走上前台。南庄正逐渐形
成“先进村引领发展 、中间村竞
争发展 、落后村帮扶发展 ”的良
性发展格局。“以基层产业发展
支持公共服务、 文化协同发展，
以对口帮扶促进均衡发展，以基
层党建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 ”
———对南庄有着多年研究的中
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
院党委书记肖滨这样总结道。如
今，南庄正以更大的改革气魄与
举措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
出新的“南庄道路”。

四顾山光接水光 ，凭栏十里芰荷香……穿过莲池 ，通过横
跨荷塘的白色连廊 ，清代探花罗文俊的主题纪念公园是南庄村
内一个 “打卡点 ”，浓郁的文化气息让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专家
频频点赞 。 不远处 ，雄伟的中国陶瓷总部基地与田园风光一墙
之隔 ，陶瓷会展业与青山绿水在此和谐共生 。

南庄村目前在佛山市南庄镇还不属于最发达的村 。 在此
之前 ，无论是 “中国十佳小康村 ”紫南村 、 “中国最美村镇 ”罗
南村 ， 还是荣获首批 “全国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的
龙津村,都已让南庄成为全国学习的 “样板 ” 。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 佛山南庄多次屹立于珠三角转型发展的潮头 。 如
今 ， “样板村镇 ”重新起航 ，在 “乡村振兴 ”的战略中再次走出
“南庄道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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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南庄：“样本村镇”勇担改革重任再出发
1987 年 3 月的一个下午， 罗南村委会党员会

议上传出激烈的讨论声———最终，经会议通过，罗
南村正式决定向银行贷款，与东村合办陶瓷企业。 几年时间，
罗南村的陶瓷产业产值从几万元猛增至数亿元，“陶瓷罗南”
远近闻名。

村民富了起来，但罗南的“远见”更超越时代的藩篱。 早在
上世纪 90 年代，罗南村已经开始在生态、教育等领域发力，全
村统一规划，文体设施、图书馆一应俱全，村民小孩上幼儿园、
小学都有补贴。 1992 年，罗南村提出要建设成为“远望像林
园，近望像花园，细看人民生活在幸福乐园”的奋斗目标，成为
全省农村争相学习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

罗南村正是南庄镇率先发展的缩影。 上世纪 90 年代，南
庄已是全国闻名的“中国建陶第一镇”，“村村点火、家家冒烟”
成为农村洗脚上田、勇于求富的典型景象。 不过，粗放型的发
展方式在带动集体经济突围的同时， 污染也日益加重。 2002
年，随着南庄划入禅城区版图，南庄的产业面临着新一轮转型
抉择。

随着广东省推动“双转移”战略，南庄在 2007 年底，再次
率先开始了“腾笼换鸟”的转型之路。 对传统陶瓷企业进行关
停并转，对靠陶瓷起家的南庄无异于“壮士断腕”。 然而，从长
远发展考虑，许多从南庄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们深明大义，忍着
“阵痛”将一手建立起来的陶瓷企业生产环节迁走，留下总部，
还南庄一片绿水青山。 面对集体经济动荡引发的社会矛盾，不
少党员企业家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企业家村官” 回到家乡
参与农村管理，为南庄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上访村”向“明星村”转变，紫南村正是由一个“好班
子”为村里找到了“好路子”。 曾经的紫南村基层党组织涣散，

“企业家村官”潘柱升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率队把党支
部建立在村民小组上，在村居、祠堂、榕树下摆“圆桌”,拉家
常，听民意。 在产业提升上，紫南村努力创造优越的招商引资
环境， 引进世界 500 强杜邦鸿基、2017 广东最大工业投资项
目科力远混合动力等。 紫南村更实行二次医保，4 元药费医
保、4 百元住院医保便可保小病不愁、大病不忧。“幼有托、老
有养、病有医、居则安、住则美”，紫南优越的民生保障在让村
民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怕没车没楼，就怕没紫南
户口”一时成为佳话。

经济学中著名的“集聚效应”认为，一
个区域通过向心力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
区靠近， 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

本因素。在多年乡村振兴过程中，南庄“明星村”频频出
现，同样适用于“集聚效应”原理。 那么，促使南庄在

“乡村振兴”过程中“明星村”集聚的向心力又在哪里？
“意识决定前景，意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

因素”，禅城区副区长、南庄镇委书记何战认为，南庄基
层一线的村官很多都是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的“闯将”，
一直保持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和“想干事、干成事”的
气势。 同时，南庄的“企业家村官”不但见过世面，拥有
较强的经济头脑和管理能力， 更有一股为了家乡无私
奉献的“南庄精神”，关润尧（罗南村）、潘柱升（紫南
村）、冯耀泉（龙津村）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有了基
层治理的‘领头人’，农村发展才能真正从党和人民的
角度布局，规划发展才能系统、科学，具有可持续性。 ”

同时，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

南庄镇镇长陈辅明对此有着深入思考 。“在租赁经
济为主的农村，部分村民为什么对‘二改二’缺少动
力？ 根源在于政、 企、 村在利益诉求上难以达成一
致。 ”他表示，在三者关系中，企业的营商环境和公
共配套服务大部分由基层提供， 但企业向政府纳
税，村民却没有明显的“获得感”。 在此情况下，村民
往往更热衷追求短期收益。 陈辅明表示，如何让政、
企、 村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是现阶段“乡村振
兴”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问题要从思想和治理
体系上根本解决。 ”

实际上，乡村振兴的“南庄现象”早已得到学界多
年的研究。“明星村的书记有两个共性的特点，一个是
好人，一个是能人。”11 月 16 日、17 日，农业农村部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在考察
南庄镇罗南村、龙津村、南庄村、紫南村后总结道，南
庄基层治理班子品德高尚，有企业家的胸怀、眼界和
能力，“集体经济发展需要更高超的优秀企业家能力，
四条村的领导都有企业家的背景，这是村能致富的重
要原因。 ”

A 率先转型发展 多次屹立潮头

B 意识决定前景 发挥村官优势

C 攻坚平衡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大潮中，南庄将迈入吉利河时代

禅城：“1+8+N”打造
中心城区“乡村振兴”样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寻
找 乡村振兴新势能

·羊城晚报全媒体南粤镇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