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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公司
产能增长了 100%，产值增
长了 120%。”BPW（梅州）
车轴有限公司落户梅县区
25年，培育出了 12家配套
企业，这 12 家公司年产值
超过了3亿元。

五年砥砺奋进，五年写
就辉煌。BPW（梅州）车轴
有限公司发展历程是梅州
梅县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缩影。“十三五”以来，
梅县区委区政府牢固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把
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
发展全过程，把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作为发展导向，全
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

2019 年，梅县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210.2 亿元，
“十三五”以来年均增长
4.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8654 元，“十三五”以来
年均增长 3.7%，梅县区干
群以改革创新的苏区精神
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用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
劲编织人民小康生活的美
丽画卷。

经经济引擎

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721.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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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古文葳 摄

梅县外国语学校 学校供图

初冬时节，隆文镇芦溪
村的番薯地里是一派忙碌
的景象。村民李发君和家
人正忙着挖番薯，他们把
番薯藤割掉，用锄头把周
围的泥土扒开，一颗颗埋
在地里的糖心红薯便露了
出来。

“种了五六亩，一亩产
量有 4000 多斤，已经卖了
七八千斤了。”李发君告诉
记者，他父母年迈，妻子精
神残疾，以前家庭收入很
低。近年来，在各级党委
政府和挂点单位的帮扶
下，他通过种植番薯一年
增收 4.5 万元，生活越过越
好了。

金柚是贫困户脱贫致
富的好产业。至 2019 年，
梅县区种植金柚的农户有
5 万多户，金柚种植面积
24.5万亩，总产量53万吨，
金柚鲜果产值近 26 亿元，

实现金柚电子商务交易额
达 5.6 亿元，直接解决贫困
户200多人就近就业，带动
1000 多户贫困户增收脱
贫。

“现在种有 150 株柚
树，获得肥料帮扶，他们还
会帮我卖柚子。”梅县区桃
尧镇松林村村民邓完珍说
起驻村扶贫干部竖起了大
拇指。

农民收入增加了，村庄
更要美起来。“我们单位投
入 110 万元新建党群服务
中心，投入 18 万元建设农
产品展示区，投入 53 万余
元修建滨河路。”梅州市烟
草专卖局驻松林村扶贫第
一书记何怡介绍，近年来，
松林村大力推进“三清三
拆三整治”、“厕所革命”、
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等，

补齐村道、交通出行、集中
供水、公共卫生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等短板，全面
改善乡村容貌，大力提升
人居环境。

据统计，2016年至今，
梅县区累计投入资金 28.2
亿元，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资金 5840.6748 万元，引进
和培育壮大扶贫龙头企业
35 个，组建农民专业合作
社 83 个，发展村旅游项目
12 个，建立电子商务平台
40 个，消费扶贫产品销售
金额达 2.5 亿元，完成省定
贫 困 村 建 设 项 目 500 多
个。该区建档立卡贫困户
6821 户 15045 人全部脱贫

“摘帽”，32 个省定贫困村
达到退出标准。

聚焦铜箔产业，共促苏区
振兴。今年11月27日，梅州市
铜箔产业大会在梅县区举行，
《梅县区新材料特色产业园规
划》新鲜出炉，其中提到以嘉元
科技、超华科技为基础，规划建
设铜加工产业区、铜箔产业区、
电子线路板产业区、周边配套
功能区、终端应用功能区。

诞生于 1991 年的广东超
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会议
期间举行了年产 8000 吨高精
度电子铜箔工程项目（二期）
投产、年产 600 万张高端芯板
项目开工及年产两万吨高精
度超薄锂电铜箔项目奠基仪
式。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梅州首家科创板上市
企业，拥有梅州首家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期间也举行了年产
5000 吨新能源动力电池用高
性能铜箔项目投产仪式。

“我们企业在‘十三五’以
来，每年的产值都有30%以上
的增长。”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叶铭介绍，该
公司投资 11.8 亿元的 1.5 万吨
高性能铜箔项目已在梅县区白

渡镇工业园区破土动工。而与
白渡园区相邻，坐落在城东镇
的BPW（梅州）车轴有限公司
是梅县区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
业。“十三五”以来，该企业通过
持续增资扩产、技术改造和产
业升级，不断发挥“火车头”作
用，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积
极带动上下游企业发展。

高端铜箔和装备制造产业
在“十三五”以来逐渐成为梅县
区工业经济的支柱，也是梅县
区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径。至2019年，梅县区拥有高
新科技企业42家，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26家；挂牌运营的院
士工作站3个；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1家、博士工作站两家、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1个、省级
创新技术专业镇8个、省部产学
研示范基地3个，39家企业与
26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
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十三五”
以来，梅县区工业增加值从
136.9亿元增至164.8亿元。截
至2019年年底，该区累计实现
工业总产值 721.82 亿元，工业
增加值201.21亿元。

2015 年 9月，梅县区城乡
公交开始开通。五年来公交
路线不断完善，至目前该区共
有 722 辆公交车和 77 条公交
运行线路，运营范围覆盖 355
个建制村。

“以前才 3 米半的路面，
现在扩大到 6 米宽，还开通
了 公 交 车 ，出 行 安 全 又 方
便。”梅县区白渡镇桃柳村村
民罗尚云说，桃柳村地处偏
远，以前的道路弯曲狭窄，村
民外出非常不方便。如今，
一条整洁宽阔的农村道路从
省道 S332 线修到了桃柳村，
并配套农村公交，解决了群
众的出行难题。

路通民心通，路通财更
通。2019 年 10 月 11 日，梅汕
高铁开通运营，大大缩短了梅
州与珠三角、汕潮揭、海西区
等地的时空距离，方便群众出
行的同时，有力促进人流、物
流集聚，拓展商贸、文化、旅游
等交流合作与产业发展。梅
州西站客运值班人员林群青
告诉记者，自梅汕高铁开通运

营以来，日均到发旅客1.37 万
人，至今年10月底发送旅客将
近200万人次。

据了解，“十三五”以来，
梅县区交通建设累计完成投
资约 127.3 亿元，完成国省道
公路升级改造 272 公里，农村
公路升级改造及自然村道路
建设1365公里，农村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 1922 公里，新
（改）建桥梁 22座。梅汕高铁
开通运营，梅平高速公路大坪
段、梅大高速梅州东环支线建
成通车，长深高速葵岗互通即
将建成通车。

“至 2020 年年底，梅县区
公路硬化通车总里程将达到
3380.66 公里，公路密度将达
到每百平方公里 136.2 公里，
比 2015 年 年 底 分 别 增 长
833.86 公里和 33.61 公里。”据
梅县区交通运输局一级主任
科员林强介绍，目前该区已
基本形成“对外快速联通，对
内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网
络，被评为评为“四好农村
路”省级示范县。

外外联内通

公路硬化通车总里程3380.66公里

农农业升级

培育发展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5家

农业是梅县区经济发展的
基础。“十三五”以来，梅县区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通过做强主导产业，做优特
色农业，推进技术创新，促进全
区农业工作提质增效、农民增
收致富。

在梅县区金柚现代农业产
业园，可以看到新鲜采摘的柚
果堆成一座座“小山”，工人们
正忙着将其装袋、打包。近年
来，梅县区大力发展金柚主导
产业，依托产业园，引进柚果分
拣设备，创新“公司＋农户”、

“劳动力就业”等带动模式，构
建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体系。

“合作社会帮我们购销柚子，柚
子卖完也可以来这里上班，这
里上班每个月有几千块钱收
入。”柚农古华祖笑着说。

梅县区众信水果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廖志君告诉记者，近五
年来在政府的引导下，农业机械
化程度不断提升，梅县的金柚品
质越来越好，特别是梅县金柚现
代农业产业园的建设引来了全
国各地的柚商，梅县金柚销往全
国各地。据了解，梅县金柚现代
农业产业园目前已吸引33家合
作社进驻，以8000万斤总存储

量流转销售了1.5亿多斤柚果，
库存利润实现增值 4000 多万
元，解决了1500人的就业，累计
产值达3.5亿多元。

在大坪镇三台村的三台
山，上百只鸡散布在山林间。

“目前存栏量是10000多只，能
出栏的有 2000 只。”三台村党
支部书记钟慎良介绍，这是三
台村利用百亩林地发展林下养
鸡的产业项目，实现农、林、牧
资源共享，循环发展。该村按
照“公司+基地+农户+贫困户”
的模式，带动三台村村民养殖，
免费提供移动鸡棚、鸡苗，开展
养鸡技术培训指导，还为村民
提供就业岗位，带动他们增收。

“十三五”以来，梅县区先
后被认定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全国果菜茶有机肥替代
化肥示范县，入选2019年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培
育发展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55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913
家，家庭农场 1550 家，新型职
业农民 1530 多人；2019 年，该
区完成农林牧渔业产值 78.87
亿元，同比增长 3.9%，梅县金
柚区域公共品牌评估价值高达
113.27亿元，位居全省第一。

健健康梅县

投入8.8亿元推进医疗卫生基础建设

在梅县区中医医院，新建的
中医综合大楼已初见雏形，工人
们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工作。据梅
县区中医医院党总支副书记陈雄
光介绍，综合大楼争取今年春节
前全部完工，预计明年5月份投入
使用，届时将新增300张病床。

据了解，近年来，梅县区投入
8.8亿元，扎实推进医疗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建设粤东医院感染大
楼、梅县区中医医院综合大楼、梅
县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缺陷干预中
心大楼，新建、改扩建畲江、白渡
等13个镇级卫生院，标准化建设
309个村卫生站，购置配套医疗设
备，打通医疗“最后一公里”。

白渡镇卫生院副院长宋达
标告诉记者，卫生院内部设备设
施、环境各方面都改变了，技术
方面也来了很多比较专业的专
职人员。“以前一旦有比较重的
病就要去县医院，现在小病甚至
比较重的病都可以在本地卫生
院解决了。”白渡群众由衷感叹。

在不断完善医疗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的同时，梅县区还高
标准推进医院创“二甲”、“三
甲”。在梅县区委区政府的全

力推动下，2018 年，中山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成功创
建“三甲”综合医院，梅县区中
医医院成功创建“二甲”中医医
院；2019 年，梅县区妇幼保健
院成功创建“二甲”医院。

同时，梅县区还积极探索
推广医联体建设。粤东医院、
梅县区中医医院在加强与省级
医院联系的同时，分片与镇卫
生院建立医联体，签订分院托
管协议，实施一体化管理。目
前，两家医院已和全区18家镇
卫生院签订协议并挂牌，着力
为基层卫生院提供技术帮扶。

“把我们的医务人员大量
地派去各个医联体单位工作，
一是方便老百姓就诊，更主要
是他们下沉以后，能够带动医
联体当地的医生成长。”中山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常务
副院长黑子清说。

据了解，梅县区加大卫生
人才队伍建设力度，2016年至
今公开招聘医技人员 632 人，
并通过建立协作关系，培养学
科带头人，提高卫生专业技术
人才队伍素质。

崇崇文重教

投入近25亿元用于教育事业发展

梅县历来崇文重教，在
探索广东山区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过程中，注重教育
基础投入和软件提升，推
动教育信息化、均衡化、特
色化。

梅县外国语学校总投
资 10.5 亿元，2015 年 9 月
建成开学，是集幼儿园、小
学、初中、高中各部于一体
的学校，建设规模和软硬
件设施在珠三角发达地区
也可数一数二。

“十三五”以来，梅县区
投入近25亿元用于教育事
业发展。特别是2018年—
2019 年，梅县区先后新建
了新民小学、梅县外国语学

校富力城附属小学、叶剑英
红军小学建成开学，扩建了
德兴小学、扶大宪梓中心小
学、梅县外国语学校小学
部、槐岗小学等。

同时，梅县区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到教育事业的发
展中来，开办民办学校和
幼儿园。2019 年 7 月，梅
县区首家民办制九年学校
——华师华业外国语学校
就正式奠基动工，该校是
一所高标准建设的九年一
贯制学校，采用“小班制教
学”、“半寄宿式管理”和

“学生大数据学习跟踪系
统”等办学模式，预计2021
年9月正式开学。

2020 年 8 月，投资 5.3
亿元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附设梅州实验学校正式动
工，该校选址梅县区扶大
鸿禧山庄，实行全封闭寄
宿制，设立小学部、初中部
和高中部并开设国际班，
计划总计招收学生数4200
人，预计 2021 年秋建成投
入使用。

五年来，梅县区适龄儿
童入学率和小升初升学率
达 100%，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达 96.07%, 稳居全市前
列，先后评为广东省推进
教育现代化先进区、全国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区。

村村美民富

32个省定贫困村6821户贫困户达标脱贫

梅县区丙村镇芦陵村美丽乡村 丙村镇供图

梅县区高速路网 古文葳 摄

梅县区金柚现代农业产业园
古文葳 摄

蓄力经济发展新优势
提升民生福祉奔小康

梅县区新县城 何志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