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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村长”强产业，乡村振兴显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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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7 月份，梅州市五华县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按照
今年各企业营收发展趋势，预计“四上”培育库一半以上企

业今年有望“上规”；“产业村长”已覆盖全县 16个镇；“‘一场球
激活一座城’系列活动”入选省文旅促消费优秀案例……在五
华县，各行各业建设正快马加鞭，万千气象满目兴，随处都可感
受到强劲有力的发展势头。

今年是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 下 简 称
“百千万工程”）开局之年，五华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
全力推进“百千万工程”，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
奋进姿态，擘画蓝图启新程，全力壮大县域经济，强村富民，促
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力推进五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高位推进扎实起步，找准方向精准施策

梅州
五华

全力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擘画蓝图启新程 县域经济“加速跑”
“一场球激活一座城”

今年 9 月 15 日，在“2023 广东文
旅推介大会暨金秋文旅消费季启动
仪式”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
公布了广东省 2023 年度文旅促消费
优秀案例，梅州市五华县“‘一场球激
活一座城’系列活动”成功入选。

“‘一场球激活一座城’系列活
动”，是五华以球为媒，依托承办中超
球队梅州客家主场赛事契机，推出“看
精彩赛事、游美丽风景、赏客家文化，
品客家美食”文旅大餐，发布 5 条梅州
市“体育+旅游”精品路线，激发“看球
经济”，将“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领域
与中超赛事和足球元素相结合，打造
长乐足球街网红夜市，将各类活动与
足球元素有机结合，满足球迷观球前、
观球中、观球后的消费和休闲需求，持
续放大“体育+文旅”效应，城市美誉
度和产业活跃度持续提升。

7 月 29 日，“一场球激活一座城
——五华乡村产业推介活动”在五华
县长乐足球街举行。据统计，现场认
购优质农产品数量达 4622.5 吨，金额
约 9367 万元。该活动通过体育赛事
活动聚集人气，加快体育文化旅游带
动三产融合发展。

在五华奥体中心旁侧打造的长乐
足球街，汇聚了五华特产、各地特色小
食，是一个集主题游乐、文化娱乐、休
闲美食购物于一体的综合性夜市。每
到中超比赛梅州客家队主场比赛前
后，长乐足球街人头攒动，大批从各地
赶来的球迷可在这里一饱“口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4 月，在五华
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当地推出凭
球票用餐打九折优惠活动，让本地餐
饮单位生意更加火爆，主场比赛日客
流量是平时的 2 至 3 倍。火热的中超
球赛让更多人了解五华、认识五华，
助力当地特色农产品拓展更广阔的
市场，带动五华文旅和餐饮的发展。

据了解，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
今年 6 月启动开展 2023 年度文旅促
消费优秀案例评选。经组织各地市
申报，通过合规性审查、召开专家评
审会等形式，按照树标杆、作示范的
原则，确定了广东省 2023 年度文旅促
消费优秀案例。这些案例具有一定
代表性，能较好体现广东省在促文旅
消费实践探索的成效，为全省促进文
旅消费工作提供示范经验。

今年1-7月，五华县经济社会发展
稳 中 向 好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83.06亿 元、同比增长4.2%；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6.5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5%，增速比全市平均水平

（7.1%）高25.4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二。

今 年 上 半 年 五 华 县 新 签 约 投 资

亿元以上项目8个，建成投产项目 6

个；今年 1-5 月园区实现规上工业增

加 值 增 速28.8%，工 业 投 资 增

速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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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6 月，五华县共接待游客

49.83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4.89%；实现旅游总收入3.17 亿
元，同比增长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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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 绿 美 五 华 ，完 成 林 分 优 化

5.23万亩、森林抚育7.56万
亩，完 成 面 积 全 市 第 一 、完 成 率 全 市
第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当广东“百千万工
程”蓝图绘就，梅州五华畅
通指挥体系，县镇均成立由
党委主要领导任总指挥的

“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在全
县上下持续释放大抓“百千
万工程”的鲜明信号。

五华清楚，要发展要进
步，首先要了解自身发展短
板与不足，跳出五华看五
华。“当前全县美丽圩镇建
设水平较低，城乡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体系
化程度低，对照示范县镇村
仍有较大差距；多数镇产业
基础薄弱、可利用资源有
限、产业发展深度不足和产
业融合程度不够，城乡融合
区域三产融合发展难度较
大。”五华大胆摆出差距和
短板，只有敢于亮出不足，
找准方向才能实现突破。

如何把“短板”变成高

质量发展的“潜力板”？五
华统一谋划，高位推进，出
台落实“百千万工程”2023
年重点任务分工表，明确主
要任务 15 项、重点工作 69
项、量化实化目标举措 178
项，以及牵头单位、完成时
限等，以实际行动推动“百
千万工程”尽快落地见效。

在镇村方面，五华县选
定华城镇打造全省“百千万
工程”示范镇、转水镇五星
村等 10 个村为示范村，建
设美丽圩镇。今年 4 月以
来，五华在全市率先开展镇
域经济考核工作，积极创
新、探索建立镇域经济考核
机制。出台《镇域经济考核
办法》，以镇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考核办法为指挥棒，对
16 个镇的发展定位进行分
类考核。细化《省考核评价
办法》，明确考评项目、评价
依据和责任单位。明确发

展目标，真正下“苦功夫”解
决发展短板。

今年以来，五华的党建
引领更坚定有力、“百千万
工程”扎实起步、绿美五华
生态底色更足、文旅体事业
蓬勃发展、重点民生持续改
善，高质量发展不断积厚成
势。

接下来，该县将紧紧围
绕“一年开局起步、三年初
见成效、五年显著变化、十
年根本改变”目标任务，集
中资源力量、攻坚克难、实
干担当，在苏区融湾先行区
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实体经济发展、科技教育人
才工作、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绿美五华生态建设、文
化强县建设、增进民生福
祉、法治五华平安五华建设

“九大方面”争先进位，确保
把“施工图”转化为“实景
画”。

一缸缸酱油摆放在露
天广场内，在阳光下得到
充分发酵，浓郁的酱油香
气扑鼻而来……走进位于
五华河东镇的梅州市老聚
通食品有限公司，200多个
酱 缸 整 齐 排 列 ，颇 为 壮
观。这家古法酱油制造企
业今年迎来“上规”时机。
该 公 司 负 责 人 朱 龙 辉 介
绍，五华相关部门多次上
门服务，了解企业运营情
况，帮助公司拓宽销售渠
道，解决公司在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迫切难题，今年
公司目标是争取销售额达
到2000万元。

这是五华扎实推进“百
千万工程”，精心培育“四
上”企业的生动例子。今年
以来，五华县认真做好“四
上”企业培育工作，在梅州
市下达18家“四上”企业年
度培育任务的基础上，主动
加压、优化政策措施和服
务，把 51 家企业列入“四
上”企业培育库名单精心培
育，大力扶持企业做大做
强，助推县域经济发展壮
大。按照今年各企业营收
发展趋势，五华预计“四上”

培育库一半以上企业今年
有望“上规”。

一个地区强大的核心
竞 争 力 是 一 流 的 营 商 环
境。五华紧抓营商环境、作
风建设不放松，坚持把企业
和群众满意作为营商环境
的第一标尺，出台营商环境
15 条“硬措施”，创新实行
营商环境监督员制度，实现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两 个
100%”，倾力打造招商引资
热土。

走进背靠莲花山脉的
梅州五华百岁山矿泉水生
产基地，一辆辆大货车排起
了长龙，等待着工人们把矿
泉水装进货箱后发往目的
地。生产车间内，全自动饮
用水一体化生产线满负荷
生产，每条生产线的最大产
能可达到每小时 7.2 万瓶。
据了解，该公司在2020年 5
月 9日签约落户五华，仅用
3 年时间，便跑出了建设、
投产、产出高效益的跨越式

“加速度”，这是企业、五华
干部职工快干向前、拼搏努
力的成果。

梅蓄项目一期产值、税
收等不断累积，梅蓄二期、

高铁经济产业园、智能机
械产业基地等项目有序推
进；今年上半年，全球首个
浸没式液冷储能电站在河
东工业园建成投产；新签
约亿元以上项目8个，获评
2022 年全省工业稳增长优
秀县；新增经营主体 6786
户，累计达到 7.9 万户，数
量 居 全 市 第 一 …… 在 五
华，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
业信心倍增，大企业、大项
目纷纷落户。五华还用好

“苏区+湾区”叠加政策，发
展势头强劲有力。

月光糕两面洁白，轻
咬一口，软糯香甜，唇齿
留香，成了游子手中的
一口“乡愁”。在潭下镇
文安村的梅州糕味嘉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制 作 车 间
里，经过炒制、搅拌、上
粉、揉捏、压制、切块、打
包等工序，一块成品月
光糕就制成了。该公司
主打产品“糕味嘉月光
糕”生产工艺于 2022 年
先后被认定为梅州市、
五华县第十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政府在政策和
宣传给予了我们相当大
的帮助，我们将借助潭
下月光糕非遗品牌，将
产业做大做强。”梅州糕
味嘉食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金良说。

潭下镇的糕点产业
发展是五华推动镇村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
影。镇村是高质量发展
的“主战场”，也是推动区
域 协 调 发 展 的“ 潜 力
板”。五华紧抓乡村振
兴、示范建设不放松。明
确镇村“短中长期”目标，
以全县16个镇、450个行
政村（居委）为主体，围绕
目标要求，力争到2025年
基本建立与粤港澳大湾
区优势互补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和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推动县域经济
加快发展，力争 GDP 超
25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达到15亿元以上。

乡 村 振 兴“ 五 大 振
兴 ”中 ，产 业 振 兴 排 第
一。今年 4 月，五华在全
市率先推行“产业村长”
制度，以产业振兴引领乡
村全面振兴。“产业村长”
由具备一定实力和奉献
精神的“爱农村、懂农业、
熟市场、会经营”的产业
发展“开路人”担任。他
们不领取报酬，职责是协
助摸清产业发展家底，协
助开展村级产业规划，落
实产业发展措施，加强产
业政策宣传，做好产业技
术服务，强化产品产销对
接，协助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

秋日清晨，在横陂镇
叶湖村的稻虾孵化基地，
工作人员正在认真记录
虾苗的长势情况，并按需
供给各镇各基地发展“稻
虾共作”产业。该稻虾孵
化基地负责人李素偌说，
自己在外创业30多年，如
今就是要把外面较为先
进的理论和资源带回来，
带领村民共同发展，共同
富裕。李素偌是五华首
批聘请的“产业村长”之
一，他在广州创办企业，

如今毅然决然回到家乡，
下决心推动五华“稻虾共
作”产业发展。

返乡创业发展“稻虾
共作”产业项目两年来，
李素偌从 10 亩试验田开
始，通过“公司+基地+
农户”等方式，共带动全
县 13 个镇 30 多户农户
发展稻虾养殖，面积超
2500 亩，让越来越多村
民实现产业增收。“‘稻
虾共作’农户既有种田
的收成，还有养虾的收
益。一亩稻田一年能养
殖两三轮罗氏沼虾，每
轮收获 70-100 多公斤，
农户一亩田每年收入能
多 6000-7000 元。”李素
偌为村民们计算着这笔

“明白账”。
如今在五华县，像李

素偌一样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的产业村长有 216
名，覆盖全县16个镇。今
年以来，五华陆续在推行

“产业村长”、创建“无信
访村（社区）”、开展“免费
五华”等方面立足实际，
逐渐摸索总结了诸多破
解发展、治理难题的方式
方法，并取得了初步成
效，蹚出一条条乡村振兴
新路子，让五华大地上出
现一幅幅美丽的乡村新
画卷。

五华县城老河道公园周边景色宜人 张炳锋 摄

梅州五华龙村镇湖中村丰收景象 张炳锋 摄

建设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招商引资热土”

梅州五华三红柚迎来丰收 曾晓彬 摄

五华县城标志性建筑——五华
奥体中心 张炳锋 摄

走进老字号酱油企业，工作人员正从酱缸中间的竹篓
里，舀出汁水淋在酱醅上 赖嘉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