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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通讯员 凌杰 冯铁成

红色江美客服中心里， 负责人黄博红
整理着店内商品，为前来参观的人一一
介绍； 江美乡农民协会史迹陈列馆内，
老党员陈诗华细致擦拭着馆内铜像；不
远处的思源湖中，一大片睡莲盛放……
在夯实脱贫攻坚基础的同时，肇庆市广
宁县南街街道办江美村成为了肇庆市
基层党建示范点、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
色村。

作为省第一批“红色村”，该村保护
利用红色资源，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引
进乳鸽养殖、泥鳅养殖、兰花种植等产业
项目。目前，江美村贫困户已全部脱贫出
列， 村年集体收入从四年前的 2 万元增
加到如今的 8 .4 万元。 红色基因赓续传
承，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活化红色资源
乡村办起电商服务站

5 月 25 日，刚从广宁县人社局参加电
商服务培训归来的黄博红说， 她正打算把
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江美村农村电商服
务站（红色江美客服中心）的工作中，让服
务站的功能不断发挥出来。

黄博红告诉记者，她家里有六口人，劳
动力只有她和丈夫两人。 为了生计， 她曾
在当地的硅胶厂打工，月薪 2000 多元；丈
夫则在广宁、四会各地做泥水工、绿化工。
她说：“孩子没人带，家人照顾不了。 丈夫
奔波在外，也很够呛。 ”

去年 7 月， 在当地镇村干部和驻村帮
扶人员的建议下， 黄博红成为了红色江美
客服中心的法人代表。

中山市水务局驻江美村联合扶贫工
作队队长、第一书记陈承亮说，红色江美
客服中心的成立， 使黄博红能就地创业
增收；店里上架当地特产，带动了其他贫

困户及村民自产农产品的销售； 同时兼
顾为江美村红色旅游提供旅游信息咨询
服务，并开展电商物流业务，让村民收发
快递更便捷， 也方便游客通过物流把当
地特产寄回家。

“他们经常来店里指导经营策略，不断
丰富服务品类。 ”说起扶贫工作队，黄博红
由衷感激。

除了办起农村电商服务站， 当地还
结合江美这个英雄村庄的故事， 高标准
打造江美红色元素。 革命后代、党员陈诗
华，退役老兵陈真传，退休教师陈家河等
党员同志带头开展“三清三拆 ”工作，使
村庄焕发新的活力。 该村充分发掘红色
资源， 统筹使用红色村配套资金 550 万
元及新农村建设 1300 多万元，建设了党
群服务中心、党建广场 、初心堂 、农民协
会旧址 、县委机关旧址 、红色大道、奉献
园、思源湖、初心亭、古炮台等，打造红色
教育基地和红色研学线路。

据悉，依托红色资源，江美村去年迎
来 5 万多人参观学习。“让江美群众吃上
红色旅游饭，让红色命脉永传于世。 ”谈
及村庄的未来，陈诗华如是说道。

培育造血产业
托起红色村庄致富梦

以红色引领，当地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和农家乐、民宿等新农村服务业，先后策
划引进了新领航肉鸽养殖基地、泥鳅养殖
基地、兰花种植基地等产业项目，下好壮
大集体经济的“先手棋”， 让村民实现致
富梦想。

平整的山管兰竹苗种植基地，依稀还
能看到种植园的繁茂景象。 据了解，江美
村种植了山管兰 4 亩、银边草 2 亩。 5 月，
当地卖出了 20 万株竹苗 ， 收益 9 万余

元。“贫困户人均收益 800 元， 对冲了当
地受疫情影响的损失。 ”陈承亮说。

在江美村 、红太阳村交界处 ，占地
1500-2000 亩 的 广 东 新 领 航 肉 鸽 养 殖
基地正在紧锣密鼓施工。 据了解 ，该基
地以“基地 + 农户 ”形式 ，带领当地农
户增收致富 。 据南街街道办党工委书
记曾秋华介绍 ， 该基地一期将发展绿
色无添加饲料加工 、 肉鸽养殖及产业
化 、肉鸽冷冻屠熟食宰加工、生物有机
肥开发、农家乐餐饮服务建设、生态观
光旅游建设、 青少年科普教育示范基
地 及 光 伏 发 电 等 项 目 ， 预 计 能 带 动
620 人就业。 此外 ，后期还将发展信鸽
训练和观赏鸽园区 ， 结合江美红色文
化 ， 打造革命时期信鸽文化科普教育
基地 ，打造红色研学基地等。

肇庆广宁县江美村
赓续红色基因 激活振兴动能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 2019年 ， 江美村年集体收入
达8.4万元 ，46户贫困户 128人全部
脱贫。

● 入股公司 ， 每年收益 16.32
万元 ；投资光伏发电站 ，年收益约 3
万元。

● 2019 年 ，先后有 200 多个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 50 多个旅游团共约 5
万多人前来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和参
观旅游。

●到 2022 年 ， 新领航肉鸽养殖
基地预计实现种鸽存笼 120 万对的
规模 ， 年产健康肉鸽 2000 万余羽以
上，销售总额超过 3 亿元。

谋划长期项目 持续稳定脱贫
羊城晚报： 江美村村貌焕然一新 ，谋

划的产业也在逐步落实到位。接下来如何
进一步利用红色资源 ， 实现村民稳定脱
贫 、持续增收？

陈承亮：我们制定了中长期目标 。 前
期 ，我们培育短平快的扶贫项目 ，通过分
散养殖鸡苗及发展竹苗 、山管兰 、银边草
等种植 ，为群众增收 。 中长期 ，则将培育
红色旅游业态 ，发展周边产业 ，谋划和建
设文旅项目 ，用党建引领扶贫 ，扎实推动
当地产业落地见效。

羊城晚报：江美村还将如何布局之后
的乡村振兴工作？

陈承亮：目 前 ，江 美 村 红 色 旅 游 路
线已初步形成 ，当地还将建设农艺创意
园 ，建成花卉小镇 。 另外 ，当地着力建设
红色村参观旅游配套餐饮民宿项目 ，预
计今年底将产生收益 ，收益归村集体所
有 。 为了推动红色精神传承 ，我们还对
当 地 村 民 尤 其 是 离 退 休 老 人 进 行 了 培
训 ，编 排 红 色 节 目 ，为 后 续 的 旅 游 表 演
做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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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全良波 通讯员 张文秀

走在阳江市阳西县塘口镇横山村，农
村文化公园植被生机勃勃，草坪上摆放着
充满艺术气息的农耕文化雕塑，老人在家
门前悠然自得……一幅新时代美丽乡村
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四年前，横山村四处是泥泞路，空有
红色资源却无产业，村集体经济收入基
本为零，戴上了贫困村的“帽子”。 近年
来，在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的帮
扶下，横山村以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为龙
头， 投资光伏和罗非鱼代加工项目，依
托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景点 + 绿色生
态 ”特色旅游线路 ，脱贫奔康的步伐铿
锵有力。

2019 年， 横山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6
万元，成功“摘帽”；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724 元，有劳动力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 13851 元，220 名相对贫困人口全部达
到脱贫标准，脱贫率 100%。

激发动力：
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

2017 年 12 月， 横山村被列为第二批
省定“红色村”。 曾经的中共阳江县委横山
小学党支部旧址泰安堡， 通过修缮建设，
成为了阳江市的党史教育基地、党员教育
基地和爱国教育基地。

据介绍，1940 年 8 月，中共阳江县委
以战略地位重要的横山小学（泰安堡）为
据点，建立了金横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横山小学党支部。 党组织在当地深入宣传
发动群众，办农民识字班，开展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上级党组织“扎根
农村”的指示精神，横山小学党支部积极
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开展革命斗争
工作，使党组织在横山扎下根来。

“虽然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但村子
跟不上外面的发展，村民也苦于没有致富
产业。 ”横山村党总支书记陈华清告诉记
者，2016 年， 横山村被列为省定贫困村，
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 户 220 人，村
集体经济收入基本为零。

作为具有革命传统的“红色村”，在帮
扶单位支持下，横山村始终坚持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 2018 年，横山村党支部升格为
党总支， 进一步完善基层党组织设置，建
强“战斗堡垒”。

红色精神的挖掘传承，激发了村里党
员干部不甘落后的干劲。 党员干部挨家挨
户走访村民，一起分析贫困原因，商量对
策。 驻村扶贫工作队还带着村两委班子，
走出去到珠三角发达地区参观考察调研，
寻找适合横山村的发展路子， 强化脱贫
“造血”功能。

产业支撑：
玉米为龙头富民兴村

种植新品种甜玉米、发展光伏产业、
入股罗非鱼加工项目、 为贫困群众购置

农机开展服务……一个个点子被提出
来， 经横山村党总支委员会和村民代表
大会反复讨论后，在村里变为现实。 根据
调研， 横山村因地制宜发展一些有较好
效益的项目，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2019 年， 横山村整合 100 亩土地，
打造甜玉米种植基地 。 项目投入 16 万
元，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47 户 163 人加
入种植基地享受分红， 村集体和贫困户
各享有一半的种植收益。 横山村还组织
贫困户成立阳西县金玉米农业专业合作
社，建立“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带贫
益贫机制，增加了村集体及贫困户收入。
今年初， 甜玉米丰收上市， 尽管遇上疫
情，仍然销路不断。

“住进新房子， 家庭有稳定收入。 看
着孩子勤奋念书，这日子美滋滋的。 ”横
山村贫困户刘昌庚告诉记者， 自己平时
出外打工领工资，还享受项目分红，每月
收入近 5000 元。 贫困户殷洪现说，他平
时到基地帮工， 每天可以领到 120 元报

酬， 之后准备跟随基地在自家土地上种
植玉米，明年再增加一份收入，靠勤劳致
富的信心更足了。

以玉米产业为龙头，横山村不断发展
乡村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目前，横山村
组织全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49 户共
160 人， 加入长角水库光伏项目和广东顺
欣公司罗非鱼代加工项目。 其中，长角水
库光伏项目入股金额 136 万元，去年分红
21.6 万元； 罗非鱼代加工项目入股金额
82.87 万元，去年分红 8.287 万元。

致富蓝图：
串珠成链发展“红色游”

走进横山村管辖的垌岗自然村，优美
景色令人眼前一亮。

“我们村建得比一些城里的小区还
好，就像一个大花园一样。 ”村民刘再良
自豪地说。 在建设美丽乡村之前，村中

杂草丛生，一派破旧景象 ，村民纷纷往
外跑。如今环境搞好了，村民都回来了。
到了周末 ，不少县城居民也会驾车来到
村里游玩。

“这一片田地，我们计划流转过来，连
片种植花草。 ”珠江航务局驻村第一书记
谢仲健指着垌岗村一处高低不平如小梯
田的土地说。 垌岗村还有农耕文化展馆、
清代名人故居等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
源，进一步提升环境后，有望打造成阳江
市乡村旅游的新名片。

陈华清告诉记者， 横山村重点打造
万村、 桐岗、 大河车三个美丽乡村建设
示范村提升工程， 建设花园式村庄。 现
在， 各村道路均已硬底化， 驾车从一条
村到另一条村只需 10 分钟 。 横山村打
算整合所有资源， 以泰安堡红色旅游景
点为中心， 串珠成链发展“红色景点 +
绿色生态”旅游。 游客多了，村民可以从
事民宿、 农家乐等旅游配套行业， 在家
门口实现致富。

● 2019 年 ， 衡山村贫困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13103 元， 高于全省
平均值 11022 元， 户均收入比帮扶
前有了大幅度提高。

● 投资 1651 万元对 7 个自然
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 ， 投入 681 万
元重点打造万村 、桐岗 、大河车 3 个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投资 350 万元的车头岗大桥
正式动工兴建。

阳江阳西县横山村
唤醒红色资源 风景引来钱景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从脱贫迈向振兴
产业是最佳衔接

羊城晚报：横山村如何推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谢仲健： 扶贫工作队来到横
山村后 ， 发现这里是一个没有集
体产 业 的 乡 村 。 在 帮 扶 过 程 中 ，
我 们 先 完 善 村 里 的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 然后进行产业帮扶 。 甜玉米
种植 基 地 成 功 带 动 贫 困 户 脱 贫 ，
其余村民看到成效后 ， 也纷纷加
入 。 可以说 ， 扶贫工作队和横山
村 两 委 用 行 动 增 强 村 民 致 富 信
心 ， 达到扶贫先扶志的目的 。 我
认为 ， 产业是巩固脱贫成效和谋
划乡村振兴的最佳衔接点 。 横山
村未来发展红色旅游业 ， 更将持
续为村民带来各种利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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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横山村美丽嬗变 ，村民
出门见景 全良波 摄

右图：江美村以 “党建+红色 ”
引领脱贫攻坚 杨再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