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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强基础 大美梅县致富路实体经济优服务 县域发展后劲足

民生实事下功夫 群众生活更幸福

赓续苏区精神赓续苏区精神
奋楫奋楫““三新三城三新三城””

梅州梅州
梅县区梅县区

走进雁洋镇南福金柚公园，
园内各类监测传感设备让人眼
前一亮。“这些设备主要是用来
监测温度、湿度、光照强度、pH
值和虫害等，通过对这些数据进
行分析，从而指导柚农种植金
柚。”相关工作人员说。

在梅县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城东园区，梅县区金柚龙头
企业广东李金柚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梅州柚深加工项目一期
已投产，预计项目全面投产后可
年产高纯度柚苷 1000 吨，年产
值达 2.5 亿元，将带动 5000户以
上农户增收致富。

近年来，梅县区应用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技术，让农业生产更
高效。与此同时发力深加工，建
成国内首套柚类提取柚苷中试平
台和生产线，成功开发出柚苷、金
柚原浆、金柚花茶、金柚洗护等系
列产品，提升金柚附加值，延长农
业产业链。如今，梅县区“互联
网+”关联企业超过 1000 家，入
选全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
城工程试点区、全国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

作为农业大区，梅县区生态
资源丰富、农业基础扎实。该区
坚持产出思维，实施“两园一轴
四片区”发展规划，做优畜牧水
产、蔬菜等传统产业，做强梅县
金柚、梅县绿茶等优势产业，提
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
绿色化、标准化、规模化、数字化
生产。目前，梅县区成功创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梅县金柚”
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茶
叶产业园入选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名单，该区获评国家水
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值得一提的是，梅县区是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通过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溯源数据共享
平台、农业生产基地全程视频溯
源大数据监管平台以及村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站，搭建了区
镇村三级无缝监管网络，实现农
产品可追溯。

当前，梅县区已培育“三品”
认证农产品157个，省“粤字号”
农业品牌产品 26 个，完成 43 个

“一村一品”专业村创建，桃尧镇
被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松口镇、石扇镇被认定为
广东省金柚专业镇。数据显示，
2021年，梅县区农林牧渔业产值
93.25亿元、同比增长8.1%，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万
元，高于省、市平均水平。

梅汕高铁、梅平高速、东环高
速、葵岗高速出口、梅畲快速干
线、梅州政协“连心桥”建成通车，
东西部快线启动建设，行政村全
部通公交……近年来，梅县区加
强交通路网建设，成功创建省“四
好农村路”示范县，入选全国城乡
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

织好交通路网，引来八方游
客。在全国首批乙级民宿志睦楼
休憩，在国家 5A 级景区梅州雁
南飞茶田景区品客家炒绿，在“美
丽中国”十佳旅游村、广东十大最
美古村落桥溪村参观明清时期兴
建的客家传统民居……每到节假
日，梅县区雁洋镇总会迎来络绎
不绝的游客。作为“国际慢城”、
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广东
乡村民宿示范镇，雁洋镇是近年
来梅县区通过深挖绿水青山、客
家文化和红色文化富矿，全力打
造国家全域旅游重要目的地的一

张亮丽名片。
以客家古色引人、以生态绿

色留人、以红色文化育人。
近年来，梅县区将全域旅游

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推进乡村
振兴及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
抓手，全力打造国家全域旅游
重要目的地。水美、雁上、金星
3个村入选中组部红色试点村，
丙村镇芦陵村获评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梅县区获评全国“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叶帅故里·大美梅县”乡村游
线入选全国乡村旅游学习体验
线路。作为中国旅游强县，获
评中国最美县域的梅县区县域
旅游综合竞争力连续九年跻身
全省十强。

2020年，梅县区建档立卡贫
困户6821户15045人全部脱贫，
32个省定贫困村全部退出，扶贫
开发成效省考核获评“好”的等
次。当前，梅县区 18 个美丽乡
村示范点和畲江等美丽圩镇试
点加快建设，1386个自然村完成
村庄整治任务，全部建成干净整
洁村。新建农村卫生公厕 418
座 ，无 害 化 卫 生 户 厕 普 及 率
99.97%，基本建立农村公厕管护
机制。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理
率达到100%。打造特色示范村
67个，建成精品游路线6条。乡
村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获评省生
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区。
接下来，梅县区坚持以发展精细
农业、建设精美农村、培育精勤
农民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全力打造广东乡村振兴新
典范。

早晨，家长牵着孩子的手走
进位于城区“黄金地段”的梅县
区第二实验幼儿园，园区功能布
局合理，教室宽敞明亮。

中午时分，一些老人来到位于
梅县区新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
长者饭堂就餐。“菜式丰富、价格便
宜。”“非常方便，不想煮饭时就过
来吃，还能和朋友一起聊天。”老人
们纷纷为长者饭堂点赞。

午饭过后，中山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粤东医院的专家正赶往
位于松口镇的医联体合作单位
梅县区第二人民医院为患者进
行手术，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健
康生活。

夜幕降临，闲坐家中，打开
梅县区图书馆推出的在线阅读
小程序，可免费阅读图书期刊，
也可听书、看讲座。

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群
众关心关注的民生热点，补短
板、促提升、求突破。近年来，梅
县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成一
大批民生实事，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梅县区全面深化教育改革，
在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

平上狠下功夫。除持续加大教
育基础投入，破解学位难问题
外，该区还注重优化乡镇教育资
源，完善乡镇学校教育设施、改
善教学环境，提高乡镇学校办学
水平。目前，基本消除义务教育
阶段 56 人以上“大班额”问题，
华业外国语学校小学部、广外附
设梅州实验学校等民办学校建
成招生。该区教育教学质量连
年提升，获评省推进教育现代化
先进区。

近年来，梅县区加快城市医
联体建设步伐，推动各个医疗机
构融合发展。该区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不断增强，医联体、中医
专科联盟乡镇全覆盖，获评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广东
省健康促进区、省级慢性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基本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

梅县提线木偶戏走进校园、
松口客家山歌免费教学、精彩讲
座尽在“掌中”……近年来，梅县
区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覆
盖城乡，非遗展馆等一批公共文
化平台建成使用。目前，梅县区
共有 4个省级、11个市级、39个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涵盖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
艺、传统技艺、民俗、传统美术等
9大类别，该区扎实推进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活态传承中得到
有效保护。山歌剧《春闹》获第
十四届省艺术节一等奖，该区获
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此外，梅县区大力实施“粤
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
三项工程。群众安全感、政法工
作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获评全
国平安建设先进区。

眼下，梅县区正聚焦发展
第 一 要 务 ，主 动 融 入“ 双 区 ”

“双城”和两个合作区建设，以
“三新三城”为目标，兴实业、
攻项目、筑平台、惠民生、优服
务、强保障，着力构筑全市高质
量发展新引擎、粤北生态发展
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全省城乡
融合发展新样板，加快建设产
业新城、文旅名城、幸福之城，
奋力打造生态惠民富民、宜居
宜业宜游的“叶帅故里·大美梅
县”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广东样本。

雁洋镇对坑村风格统一的客家民居 叶海威 摄

白渡工业园集聚成势，高质量发展再添动能 古文葳 摄

宜居宜业宜游的梅县
新城画卷正徐徐铺展

叶海威 摄

梅县金柚成了农民的致富果 张云花 摄

地即开工，还7×24小时为我们项目解决问
题。”

“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每天晚饭后都会去小
广场散步。”

“以前回家五六个小时，现在高铁3个小时就到
家门口了。”

悠悠梅江延续千年文脉，也倒映出梅州市梅县区
的十年蝶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梅州市梅县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该区地区生
产总值从 2012 年的 132.21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37.71 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2 年的
14789元增长到2021年的32467元，1386个自然村
完成村庄整治任务，全部建成干净整洁村。

同时，铜箔产业入选全省“双十”战略性产业集群和
广东“强芯工程”、梅州柚——梅县金柚获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产品认定、梅县区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梅县区越变越美的同时，群众的幸福指数节节攀
升。眼下梅县区赓续苏区精神，正着力构筑全市高
质量发展新引擎、粤北生态发展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全省城乡融合发展新样板，加快建设产业新城、文旅
名城、幸福之城。

“拿

文/丘锐妮 冯森达 王雅 曾勇

“嘉元时代年产10万吨高
性 能 电 解 铜 箔 项 目 动 工 ！”
2022 年 6 月，由嘉元科技与宁
德时代合资公司——广东嘉元
时代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约 81 亿元的嘉元时代项目在
梅县区城东镇动工建设。该项
目为梅州市历史上单体投资最
大的工业项目，规划用地 816
亩，力争 2023 年 8 月逐步投
产，2025 年全面投产。项目投
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100 亿
元、年税收达5亿元以上、创造
就业岗位4500个。

放眼整个梅州市梅县区，
铜箔产业正加速发展，该产业
入选全省“双十”战略性产业集
群和广东“强芯工程”。2021
年梅县区以铜箔为主的电子信
息产业实现产值 52.96 亿元。
目前，梅县区全年铜箔产能达
年产5.1万吨，约占全国产能的
8.6%，跻身国内高端锂电铜箔
生产第一梯队。

与此同时，装备制造产业
形成以BPW车轴为龙头，庆达
实业、伟友耐磨、福德金属等
17 家上下游企业联动发展的
新态势；智能家电产业发展迅
速，投资 6 亿元的欣桐科技电
控板项目、投资6.8亿元的庆达
科技智能电机项目首期全面投
产……梅县区装备制造、智能
家 电 产 业 链 条 不 断 延 伸 。

“2021 年，梅县区全区 96 家规
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85.33 亿元，同比增长 15.8%；
规上工业增加值59.41亿元，同
比增长 13.4%，总量居全市首
位。”梅县区科工商务局相关负
责人说，该区获评为广东省制
造业发展较好区。

近年来，梅县区集中精力
发展实体经济，充分利用现有
产业基础，把握行业发展趋势，
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铜箔、装备制造、智能
家电“2+1”绿色现代产业体
系，争当梅州县域经济发展排
头兵。

2022年 3月 28日，“滴”的
一声，卡口自动抬杠，一辆装载
货物的集装箱卡车顺利进入梅
州综合保税区。这一天，梅州
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位
于梅县区畲江镇的梅州综合保
税区规划面积 2.53 平方公里，
是广东省首个内陆型综保区，
是梅州革命老区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参

与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
重要国家级平台。

“目前，梅州综保区共落
户项目 19 个，投资总额约 5.8
亿元，全部达产后年进出口额
预计可达 32 亿元。”梅州综合
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说。

为构建货运集散、内畅外
联的发展格局，眼下梅州综合
保税区在推进二期项目的同
时，还推进投资5.3亿元的梅州
国际无水港（松棚铁路物流基
地）项目建设。该项目将于今
年年底建成，与梅州综合保税
区实现“区港”联动、协同发
展。梅县区提出要构筑好发展
平台，大力发展保税物流、保税
加工、保税服务产业。与此同
时，增（城）梅（县）产业共建深
入推进，梅县产业集聚地规模
不断扩大，承载力持续提升。

聚力发展第一要务，全面
激发内生动力。眼下，梅县区
组建 4 支招商队，全力招引税
收大、就业多、成长性好的“打
粮食”项目，以“发展思维”抓产
业、以“产出思维”抓招商、以

“用户思维”抓服务，深入开展
“强链延链建群”“平台提质增
效”“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要素
保障攻坚”“企业创新引领”五
大行动。

营造“审批做‘减法’、服务
做‘加法’”的优质营商环境，坚
持资源跟着项目走，建好政银
企合作平台……近年来，梅县
区深入推进“放管服”和数字政
府改革建设，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深度结合。“粤系列”移动
服务平台推广应用，电子证照
和数据共享服务有效落实，
1538 项政务服务实现“零跑
动”；率先在全市实行城区个体
工商户登记注册业务“同城通
办”和企业开办“无费市”；全面
推广“互联网+商事登记”服务
模式，审批服务改革成效突显。

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抓
现有企业增资扩产。该区出台
《促进先进制造业及主导产业
招商若干措施》《产业集聚地招
商引资管理办法》《产业集聚地
工业项目平整土地费用补贴办
法》等政策措施，同时设立招商
服务中心，深入实施“乡贤回乡
投资兴业工程”，加大招商推介
力度，努力引进更多上下游企
业落地，延伸产业链条、增强集
聚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