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街镇街··台山这十年

每个地方都拥有自己的名片。
十年，弹指一挥间，四九镇除了拥有“工业重镇”响亮名片外，更添

上了“艺术小镇”的新名号。
十年间，四九镇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优质项目纷纷落户，

赋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实现蝶变，释放发展活力，吹响乡村振兴
交响乐；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交出充满温度的民生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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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提质升级 农旅融合发力
四九镇十年砥砺奋进，拥有“工业重镇”和“艺术小镇”响亮名片

推动文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工业底蕴深厚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方欢
通讯员 吴佩映

非凡十年，沧海桑田刻印在四九镇党委
政府干事创业的赶考路上。一家家“专精特
新”企业正在高效运转，一大批新兴产业项
目相继签约、落户、投产。

十年来，得益于本土的深厚工业底蕴，
四九镇初步形成食品、保健品、化妆品、食品
包装、医疗器械等为主导的大健康产业集
群。按照“一条主轴、三大片区、四大产业”
的发展思路，大健康产业将是该镇未来的主
打产业。目前，长龙工业园内有大健康产业
企业19家，相关配套企业50余家，2021年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23亿元。

十年来，四九镇大力完善“五通一平”等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园区环境，区位优
势凸显。台山市稻亨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主打咖啡烘焙、辣椒深加工的华侨投资企
业，在各项利好政策的助推下，企业发展进
入快车道。

在工业园区建设中，该镇尤其注重基础
设施建设，特别是针对长龙工业园的交通道
路、排污管道、水电气等设施均按适度超前
标准建设，带动了四九镇周边地区的就业。

四九镇还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方
面要求已引进的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另一方
面严格落实招商企业入园审批机制，加强对
引进企业的考察，从“招商引资”走向“招商
选资”，对污染大、产能低的企业一律说不。
十年来，众多来自中山、佛山、东莞等珠三角
地区的企业选择落户四九镇，为该镇工业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目前，两大工业园企
业总数达133家，园区总面积超510公顷，
2021年企业税收达9461万元，较十年前各
项数值均实现跨越式增长。

十年砥砺奋进，夯实发展基础。面对疫
情的反复，今年上半年，四九镇依然保持平
稳发展，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1亿
元，同比增长5.8%；累计完成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25亿元，同比增长25.6%；固定资产
投资4.4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工业投资
4.4亿元，同比增长10.3%，技改投资8689万
元。在重点项目方面，四九镇今年7个重点
建设项目年度投资目标为2.38亿元，上半年
完成投资1.55亿元，完成率达65.2%，各项目
均能按照进度稳步推进。

四九镇工业提速发展的同时，乡
村振兴也乘势而上。作为主城区的

“后花园”，四九镇抢抓“双区”和两个
合作区建设重大机遇，深挖红色文化，
盘活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强农兴旅，努
力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十年来，四九镇深挖红色文化，打
造“精神粮仓”。去年9月开馆的李凌
生平事迹展，坐落在人民音乐家李凌
的故乡四九镇东方村。四九镇以李凌
生平事迹展和李凌故居为主线，串联
下坪、大东、松头等村的党建主题文化
公园和该镇党群服务中心，深挖本地

红色资源，倾力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
红色教育基地。自开馆以来，李凌生
平事迹展吸引大批党员干部前来参观
学习。

十年来，四九推动侨旅结合，发
展特色民宿，让该镇拥有了“艺术小
镇”的称号。一间间散落在田野乡
间，岭南建筑风格和欧美建筑风格相
融合的洋楼、碉楼，被改造成特色民
宿，美了村庄，引来游客，富了村民，
推动资源变资产。目前，四九镇已有
6家由侨房侨校改造而成的特色民
宿，其中玄潭原舍、望岗碉楼、四九书

院3家民宿被评为“广东省乡村民宿
示范点”。

十年来，四九镇推动农旅融合，助
推农民致富。定期举办农耕体验、美
食节、侨乡巧厨娘等活动，发动群众种
植草莓、葡萄、桑果、无花果、百香果、
火龙果等水果，打造“季季有鲜果，处
处有特色”的采摘园，促进“亲子游、周
末游”的发展，提高群众收入。当前，
美国芦荟庄园作为四九镇大健康产业
龙头企业美环健集团的芦荟种植基
地，已发展成为集种植、观赏、休闲、科
普教育于一体的高品质田园综合体，

被评为国家3A景区。
十年来，四九因地制宜，扶植农业

龙头。积极扶持东冠芦荟、上蓢无花
果、营村辣椒、下坪水稻、东冠茶叶5
个“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落实农
业政策性保险和补贴贷款方面的金融
支持政策，各类水稻、水果、茶叶等政
策性保险保费超过284万元。当前，
四九镇茶叶种植面积近70公顷、芦荟
种植面积130多公顷、鸡爪芋种植面
积50多公顷、冬瓜种植面积200多公
顷。这些农产品附加值高，有效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十年来，四九镇党委政府用
为民务实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肯
定与支持，民生改善有力度更有
温度。

十年来，民生工程不断深入
开展。其中，2021年，四九镇投
入约2000万元完成20项“我为
群众办实事”项目，投入462万
元全速推进 92 项“民生微实
事”，投入61万元相继建成农村
公厕23个，投入23万元高标准
升级四九公园，为群众提供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其中，“民生微
实事”台山市级清单项目共投入
了139.7万元，在台山市17个镇
街排名第一，下坪昌平村乡村振
兴工程、长龙十一路合富路段路
灯安装工程 2个项目获评台山
市优秀项目。深入落实驻点直
联制度、领导挂钩联系企业制
度，全年实现23个村（居）委会
和 150多个挂钩企业走访慰问
全覆盖，收集、解决驻点小微难
事 47件，解决企业问题 67个，
帮助困难群众500多人，真正做
到让群众更满意、让企业发展更
顺心。

民生保障不断增强。仅
2021 年，四九镇精准帮扶低保
户 294 人，发放 80 岁以上老年
人补贴 62 万元、残疾人补贴
167万元，投入 2万元为 5户残
疾人家庭增设无障碍设施；在
保就业方面，处理劳资纠纷 53
宗，新增城镇就业285人，城镇
失业再就业 180 人，就业困难
人员实现就业人数 18人，帮扶
创业43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提升民生温度

◀四九镇两大工业园拥有企业
133家，园区总面积超510公顷。

▲四九镇推动侨旅融合，发展新兴
产业，目前辖区内有6家由侨房侨校改
造而成的特色民宿。

发展步履铿锵 擘画时代新篇
大江镇十年高质量发展，书写精彩答卷

年财政收入从5000多万元到连续7年
突破亿元大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超
104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97亿元，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由35家增至46家……一组
组数据，记录下大江镇这十年一路乘风破浪、
奋勇前行的发展足迹。

大江镇坚持把工业经济作为发展的主引
擎，不断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铝型材、五金
家电、传统家具、硬木筷子等行业迅猛发展，
金桥铝材、平安五金、宝丰钢厂等龙头企业稳
健发展，辖区内产业活力有效激发、持续增
强。

不断完善的配套设施、来回穿梭的作业
车辆、马不停蹄的机器、忙碌不停的工人
……近年来，江东工业园成为大江镇招
商引资的主战场。园区累计扩充
用地约92.5公顷（1387亩），成为
众多企业抢滩投资的理想之
地，台铝铝业、维邦医疗、硕基
混凝土、长发木业等投资总
额超亿元的重大项目纷纷落
户，带动效应显著，全镇招商
引资交出亮眼成绩单。仅
2021年，全镇已累计盘活闲
置厂房面积近5000平方米、
土地7.3万平方米，引进工业项
目5个，有力推动工业产业实现
加速跑。

陈宜禧路旁，拔地而起的高楼别具
侨乡建筑特色，现代化的商城带着洋楼的典
雅和碉楼的气派矗立在蓝天之下，格外引人
注目。翔信豪庭商住区、中国侨乡文化城、
江山多娇国际文旅展贸城、伍炳亮黄花梨艺
博馆……集中了商贸、文化、旅游、休闲、会
展等现代服务业的大江新商圈沿新旧高铜
线向南北延伸，西连大江圩历史文化街区，
东接大江新时代农村风貌区，文旅商贸企业
纷至沓来，餐饮、酒店、商场等商旅商住项目
蓬勃发展。

十年磨一剑。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江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踔厉奋发、锐意
进取。十年间，大江镇实现飞跃发展，擘画时代新篇。

从“稳定农业、转型工业、扩张服务业”的产业发展定位，到“党建引领、产业提质、融合发展、民生共享”全面
统筹谋划，从“两园一埠一商圈”的点状发展模式，到“1+2+3”串珠成链的连片发展思路，大江镇主动作为、接续
奋斗，始终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稳扎稳打提升经济社会综合实力，用实干与奋斗书写大江新时代发展的
精彩答卷。

漫步在公益古埠的街头，百年前
喧嚣繁华的商埠气息扑面而来。寻觅
旧日情怀的游人穿梭在骑楼下，穿着
漂亮衣裙的年轻女孩在仁泰酒庄充满
民国风情的广告墙前留下倩影，很快，
与她美丽的身影一同通过网络平台传
播出去的，还有百年公益埠的美名。

四年前，公益埠还是一个年久失
修的老旧圩市。随着大江小城镇建设
的推进，按照“修旧如旧，改造提升”思
路，公益埠的骑楼立面得以修复，残破
的路面铺设了沥青，路灯、管线、排水
设施得以优化，这座百年侨埠焕发出

新活力。紧接着，大江圩三角市、新
市、陈边火车站及陈边圩，一个个被时
光冷落的老街区被重新赋予了新使
命，在新时代小城镇建设中焕发光彩。

将小镇与外部世界连通的是便捷
的交通路网。近年来，中开高速、国道
G240大江段、省道S273大江段、麦巷
路、公益大桥等对外主干道的建设和
改造，以及里坳路、明珠路、新联西路、
福安村路、中心小学旁道路以及黄湾
路等内联道路的优化提升，构建起大
江镇“对外大畅通，对内大循环”的交
通路网新格局，交通“大动脉”和“毛细

血管”共同为大江镇的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力。道路周边环境的改善更
让“美丽廊道”成为大江一道亮眼的风
景。

大江镇以水为名，伴水而生，公益
水穿镇而过，汇入潭江。河长制的全
面推进、城镇集污管网和污水处理设
施的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一系
列措施的落实，保护着大江的涓涓绿
水。蜿蜒的碧道顺着公益水向潭江延
伸，连接潭江堤，一路清风碧水蓝天，
回应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
盼。

“以前慈姑都是我们自产自
销的，虽说是地方特产，但个体营
销的力量还是很单薄。这两年，
镇政府组织举办慈姑文化节，我
们的销量一下子暴涨，价格也节
节攀升，还有很多人慕名来到田
里参观，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大江沙冲村慈姑种植户亮叔分享
了他的喜悦。

亮叔所在的沙冲村，每年慈
姑和菱角的种植面积达26.7公顷
（400多亩），是当地有名的特色农
产品。在乡村振兴政策的引领
下，大江镇大力打造“斗洞慈姑”

“沙冲菱角”本土特色农产品品
牌，通过连续两年引入专业策划
机构加大宣传，并以直播带货、现
场推广等“线上+线下”形式拓宽
销售渠道，推动慈姑、菱角品牌化
产业化发展，让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

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新模式，
整合发展乡村农业、生态养护和
休闲旅游等，大江镇逐渐走出了
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乡村振兴

新路子。除传统农业种养以外，
大江镇以贯通全镇的“三大廊
道”为主线，串联起美丽乡村、侨
圩古埠、红木文化、民俗传统和
名人足迹等优质旅游资源，打造
15 公里美丽乡村风貌带，形成

“爱国研学游”“乡村休闲游”“民
俗文化游”三大精品线路，吸引
郊区游、亲子游、研学游等游客
前来“打卡”。2020 年，大江镇
获评为“江门市乡村旅游示范
镇”。

以产业振兴为动力，大江镇
农村面貌和公共服务全面提
升。农村公路全部实现硬底化，
实现村道照明全覆盖。建成乡
村公园18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站 4个，各村均建有规范化卫生
服务站和党群服务中心。村级
文明实践站设施齐备，常态化开
展文明实践活动。统一战线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心苑”、大江
文体活动中心、自助图书馆等设
施为农村群众提供了文体活动
场所。

走进大江镇，常常能见到穿
着网格服的网格员奔走于街头巷
尾、田间地头。他们是支撑社会
治理基石的基础力量，常年忙碌
在公共服务、防疫卫生、志愿服务
的第一线。

大江镇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作为“书记工程”高位推进，不断
完善智慧网格管理体系，努力让
基层群众实现“人在网中走，事在

格中办”。
网格化管理成为基层最有力

的“守护力量”。目前，大江镇有
专职网格员 22 名、兼职网格员
1099名。“粤平安”“邑网通”等综
合服务平台，有效提升全镇网格
化服务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网格服务听民声、察民情、纾民
困，用心用情服务基层，绘就民生
底色，守护群众平安生活。

工业发展稳步行

产业活力持续增强

小城镇建设铺开 百年侨埠焕发新活力

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社会治理勇创新

绘就民生幸福底色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通讯员 伍雯雯 李国耀

因地制宜谋发展

发展势头强劲 增进群众福祉

大江镇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大江镇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大江镇在沙冲村大江镇在沙冲村
打造特色文旅景点打造特色文旅景点，，吸吸
引游客前来引游客前来““打卡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