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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美乡村，提高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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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县新城的梅花山公园，人们休闲锻炼，开启美好的一天；
在雁洋镇嘉元科技的厂房里，随着一张张铜箔从机器里产

出，梅县工业经济又增加了厚度；在松口镇大黄村，柚农把刚采
摘下来的蜜柚打包装车发送远方，好日子再添一份甜蜜……

九月金秋，收获满满。走在梅州市梅县区的城乡大地，处处
可见丰收的景象。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启动实
施以来，梅县区坚决贯彻落实广东省委、梅州市委的决策部署，
以做“大”县域、做“强”产业、做“特”镇村、做“美”乡村、做“活”
文旅、做“优”生态、做“实”作风为抓手，持续发力、持续推进，努
力打造强富绿美新县域、美丽兴旺新城镇、宜居宜业新乡村。

壮大县域经济，提升发展动力

梅州
梅县

打造强富绿美新县域、美丽兴旺新城镇、宜居宜业新乡村

全力推进“百千万工程”提升幸福感
链
接

广东“ 百 千 万 工 程 ”
明确，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要统筹抓好产业兴
县、强县富民、县城带动，
让县域进一步强起来、富
起来、旺起来，在不同赛道
上争先进位。

就梅县区而言，虽然在
梅州市内经济总量最大，但
在广东省内仍属“消薄类”
地区，城镇化率、基础设施
配套、公共服务水平等与其
他地区仍有较大差距。为
改变这一状况，梅县区提出
要牢牢把握“百千万工程”
的契机，竞标争先、奋起直
追，化短板为高质量发展的
潜力板。

发展县域经济，要提升
城市的承载能力。梅县区
围绕构建“一中心四片区”
城市发展格局，加快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
镇化，实施外环路二期、三
葵一路、天虹购物中心、艺
展·缤纷城、宪梓公园、梅花
山公园改造提升等项目进
度，将剑英大道周边打造成
为城市中央商务集聚区，带
动高铁片区、槐岗片区双翼
联动发展，不断提高城市承
载力、吸引力、竞争力，打造
高品质城市。

发展县域经济，要有经
济“活水”的注入。为了招
好商、招大商，梅县区建立
形成了招商引资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4个招商服务队
一线对接、10个区直单位和
19个乡镇合力推进的“1+
4+10+19”大招商格局，出
台招商引资绩效管理、激励
办法、实施细则等6个政策
措施，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
工作流程。该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坚持每月外出招
商，每季度至少组织一场重
大招商活动，先后带队到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柳州
等地开展招商推介。

发展县域经济，产业必

须要强。梅县区加快构建
以铜箔、装备制造、智能家
电为主的“1+2”现代工业集
群。目前，梅县逐步形成了
以 铜 箔 产 业 为 主 导 的 铜
箔－覆铜板－电路板等上
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全区铜
箔年实际生产能力达到9.6
万吨以上，约占全国产能的
10.6%；今年1-8月，实现产
值 42.0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 。 同 时 ，初 步 形 成 以
BPW车轴、卡莱橡胶等为龙
头，庆达、福德、钧耀、伟友
耐磨等企业为配套的装备
制造业，今年1-8月实现产
值 22.7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9%。

沿着省道 S223 线行驶
不到半个小时，就从梅州城
区来到了人文气息浓厚的
丙村镇和叶剑英元帅故乡
雁洋镇，一湾梅江清水流，
两岸美景不胜收……

镇，不仅是串联县城和
农村的关键节点，也是广东
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
一环。“百千万工程”要求，
充分发挥乡镇连接城市与
农村的节点和纽带作用，建
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
心，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城
乡融合。

2022 年，梅县区积极
争取、提早谋划了“丙雁乡
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
项目以“三色同辉、三产融
合、三线同美”为目标，集中
资源要素、凝聚干群合力，
全力擘画客韵乡村新图景。

“一手抓民房风貌提
升，一手抓环境综合整治，

突出客家人文特色，提升乡
村民房风貌，高标准完成
802 栋农房风貌提升，农房
微改造 3013 户，累计投入
7 亿元打造美丽圩镇。”雁
洋镇党委副书记杨青告诉
记者，通过“丙雁乡村振兴
示范带”的建设，雁洋镇基
础设施更加完善、乡村环
境更加优美、产业优势也
更加凸显。

提升镇域能级，培育经
济强镇是核心。走进丙村
镇锦江电路板有限公司的
自动化生产车间，数十道工
序只要 6 名工人就可以完
成，技改后企业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下一步计划投资 1000 万
元，再增一条生产线，预计
年产量可提升三分之一。”
该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秦 明 中
说。据丙村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姚妮雅介绍，该镇牢固

树立“工业强镇”的理念，目
前有8家规上企业，今年培
育了5家“四上”企业。

培育“四上”企业是梅
州市落实广东省委实施“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为此，梅
县区建立了“四上”企业培
育调度、闭环管理制度，成
立了“四上”企业招引培育
服务队，坚持“一个项目、一
名领导、一个专班、一抓到
底”，按照“一企一策”制订
培育计划，全力推动企业

“上规升级”，助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目前，该区建立

“四上”企业培育库入库企
业100家，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37 家、限额以上贸
易业企业 54 家、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2家、房地产开
发企业和有资质的建筑业
企业7家。

在溪联村耀祖阁，白
墙灰瓦的“美丽庭院”、新
铺就的沥青道路、围墙上
的农耕彩绘、路旁的仿竹
篱笆以及“四小园”里长
势正好的瓜果菜蔬，一幅
新农村画卷在记者面前
徐徐展开……

村民廖阿姨扛着锄
头刚干完农活，边走边
说：“现在政策那么好，我
们的房前屋后又干净又
漂亮，忙完农活晚上散散
步、跳跳广场舞，非常开
心。”溪联村挂耀祖阁片
区的村干部廖焕贤告诉
记者，此前这个片区连接
省道 S223 线的村道是一
条断头路，村民出入不
便，周边的房屋也比较破
旧，跟现在对比完全是另
一番景象。

据了解，在推进丙村
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该
镇按照规划划分片区，除
了镇村干部全力推进，还
发动乡贤、村民参与，捐
出土地、拆除旧舍、翻新
房屋，打造出乡村驿站、

“四小园”示范点、“口袋
公园”和一批美丽庭院，
村民出门入园、推窗见

景。“乡村建设好后，重点
要转为经营和维护，发展
产业经济。”姚妮雅表示，
丙村镇有人文优势，美食
也很有特点，还有枇杷、
沃柑等特色农产品，且有
多个“国字号”的美丽乡
村，目前正着手成立农民
经济合作总社，引进乡贤
企业一起来发展乡村游
项目，化美丽乡建为美丽
经济。

“在前方，我们与镇
党委政府拧成一股绳，推
进当地的中心工作；在后
方，我们牵线搭桥将广州
的资源、资金、技术引进
过来，弥补当地的短板。”
广州市荔湾区驻丙村镇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杨
海伟说，通过无缝对接、
契合要点，驻镇帮镇扶村
工作才能取得“1+1＞2”
的实效。

上述案例是梅县区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的一个缩影。尊重农民
意 愿 、立 足 资 源 禀 赋 、
注重乡土味道，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才能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梅县区
围 绕“ 镇 有 亮 点 、村 有

特色”，因地制宜高标准
编 制 了 18 个 镇（ 高 管
会）镇域乡村振兴、驻镇
帮镇扶村五年规划和美
丽圩镇建设规划；出台

“1+N”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建设方案，有序推进
全域美丽乡村、美丽圩
镇和“三江四线”生态景
观廊道建设；出台《梅县
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办法（2022-
2025）》《梅 县 区 村 级 党
组织书记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绩效考核办法（试
行）》；深入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项目化、清单化推进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实行“以奖代补、
先建后补”的方式，制定
农房风貌改造提升、“四
小 园 ”、美 丽 庭 院、“ 拯
救老屋行动”等奖补政
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
参 与 乡 村 振 兴 的 积 极
性，全区已完成 1520 多
座民房改造奖补，累计
完成农房微改造 11100
多 户 ，打 造 乡 村“ 四 小
园 ”3300 多 个 ，创 建 美
丽庭院 4820 户。

激活乡镇能量，强化纽带作用

雁上村高枧下
的美丽“蝶变”

梅县区白渡工业园区

梅县区嘉元科技工业园

记者走进高枧下时，太阳正从山坡开始
下落，余晖从柚子树叶穿过照在高枧下修
葺一新的祠堂上，屋前的池塘和小公园、带
孩子的老人、几条玩耍的土狗，构成一幅闲
适、自然的乡村美景。

很多文学作品中所写的，暮色四合、田
园农家，或许不过如此。

雁上村高枧下，位于圩镇进入雁山湖景
区的岔路口，呈三角形地带，“雁洋人民公
社水电站”、一座祠堂老屋、散落的几户民
居、山上的柚子树、屋前的几块菜地构成了
村里的基本要素。

“这个祠堂，以前很破败了，又在旅游
线路边上，很难看。这里以前是个污水塘，
很多垃圾就倒在里面……”雁上村党总支书
记叶新全告诉记者，以前高枧下是雁上村

“脏乱差”最严重的片区之一，现在却成了
游客打卡的“红网点”。

“变化真的那么大吗？”
“你可以问问住在这里的村民，看他们

怎么说？”叶新全领着记者走进了一户人家。
“来来来，坐下喝杯茶。”村民李国华热

情地招呼记者，“我以前是送报纸的，对你
们记者有天然的好感。”聊起村里的变化，
李国华拿出手机翻出来以前的相片，确实
是另一番的破败脏乱的景象。

“为什么把垃圾全都倒进这个污水塘，
自己住在这里不糟心吗？”

李国华说，农村没有那么强的环保意识，
垃圾也是乱丢惯了，堆多了就点火烧了。但
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周围住户都想把污
水塘填平，作为小广场用作大家停车之类的。

“乡村示范带建设前期，我们走访各个
片区，了解到高枧下村民正在筹资修祠堂，
但资金不足填池塘建小广场的愿望无法实
现。”叶新全介绍，雁上村近十年来一直都在
推进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虽然成效很明
显但也存在全村各片区不均衡发展的问题，
其中高枧下就是一个典型。为此，去年启动
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时，他第一时间就提出
了对高枧下环境进行整治的问题。

由于符合村民意愿，村容村貌整治工作
得到了快速推进。有的村民将土地捐出了
作为出行道路，有的外出乡贤听闻也回来
捐资出力……如今，家门口建起了小公园，
村规民约写在了围墙上，祠堂老屋也焕然
一新，村民生活环境变得好起来。

“我在城里也买了房子的，但我还是喜
欢住在村里，现在环境各方面都好了，住着
更自在、舒服。”李国华告诉记者，夫妇俩在
山上还种了一片柚子，产量有 3 万斤左右，
今年蜜柚下树价格普遍在 2.5 元/每斤以上，
早早就被柚商订购了。

记者离开高枧下时，看到李国华屋后几
栋民居正在装修。“那是外出乡贤要搬回来
了。”叶新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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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上 半 年 ，梅 县 区 GDP 同

比 增 长9.3%，增 速 高 于 全 国 、

全省平均增速。

1- 8 月 ，实 现 工 业 总 产 值

139.0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8.73亿元 ；规上工业增加值

38.79亿元，总量居梅州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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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县区金柚种植面积27.1万
亩，产量56万吨，总产值43.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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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已

完成43个“一村一品”专业村创建；遴选

出第一批“产业村长”25人。

丙村镇美丽庭院 危健峰 摄

雁洋镇塘心村 刘文涛 摄

雁上村高枧下 谢周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