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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埠村成功入选省‘百
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让我
们大受鼓舞。近几年，大埠村
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水产养殖
业蓬勃发展，村民安居乐业。”
大埠村党支部书记冯华胜说。

古劳镇大埠村狠抓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建设，以土地股
份合作为改革抓手积极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序
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探
索出一条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新路子。冯华胜表示，
大埠村将乘着“百千万工程”
实施的东风，进一步发展渔
业，加快建设和美乡村。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渔业转型升级

渔业是大埠村的支柱，更
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抓手。近年，大埠村在探索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中取得一定成效，获评2022
年江门市扶持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示范项目第一档。

首先是探索成立股份经
济合作社。据了解，为实现农
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大埠
村10个村民小组以资源入股
方式组建大埠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联合体），整合100公顷
（1500亩）的鱼塘、耕地等经
营性资产入股合作社（联合
体）统一对外发包经营，2022
年经营发包收入达 20 余万
元。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土地
利用效率，降低农业产业总体
成本，大埠村创新土地流转示
范，以“流转上规模，流转减抛
荒，流转促增收”为目标，推行
连片土地（鱼塘）统一流转合
作发展模式，并引进鹤山市汇
鲜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区
域内种养大户、农业企业等主
体开发村内撂荒土地和鱼塘，
推广先进养殖技术应用、发展

有机蔬菜种植等项目。
“我们共整合土地20公

顷（300亩）进行连片流转，预
计可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0万
元/年，通过探索盘活土地经
营发展绿色养殖等新业态产
业，带动村集体收入的同时，
有效实现土地收益翻倍，惠及
周边村民，实现村民、村集体
和企业三方获利。”冯华胜说。

大埠村还坚持以渔文化
的保护、传承和弘扬赋能“百
千万工程”，通过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渔业转型升级，
从而带领村民致富。例如，今
年以来，大埠村委会利用鱼塘
低改的机会，发挥连片鱼塘优
势，先后实施了鱼塘尾水整治
和江门鹤山古劳水乡示范性
美丽渔场项目。

“通过统一规划、建设，持
续推进河涌清淤、鱼塘尾水整
治、看护房整治、鱼塘低改、排
灌站提升改造等一系列工程，
提升了水质，其中含约14公
里河涌、100公顷（1500亩）鱼
塘，尾水治理覆盖率100%，大
幅提升了河涌环境和鱼塘生
产力，实现水产养殖的绿色发
展。预计渔乐农业项目工程
完工后，将可以为村集体带来
13万元的年增加收益。”冯华
胜说。

据了解，在近期大埠围鱼
塘竞投中，鱼塘成交租金普遍
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了30%，河
涌租金也由7.5万元/年提升
至 15 万元/年，而且每年递
增。村集体收入大幅增加。

此外，冯华胜充分发挥
“头雁”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养
殖户养殖优质甲鱼。目前，大
埠村甲鱼养殖平均亩产量超
过 3500 公 斤 ，利 润 可 达
15%。加上甲鱼产量和市场
价格比一般水产养殖更具优
势，村里不少养殖户都向他取
经。村里甲鱼养殖面积每年
都在扩大，冯华胜也不断发动
周边村民改变养殖模式，转型

甲鱼养殖，带领村民共同富
裕。

推动制度化建设
激发乡村治理新效能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激发乡村治理新效能不可或
缺。今年以来，大埠村围绕和
美乡村建设，大力推动乡村治
理制度化建设，通过夯实党务
基础，打造乡村治理工作新亮
点。

例如，在文明乡风、人居
环境整治、平安建设、生态保
护工作中，大埠村党委以党建
引领提升工作效能，开展了一
系列主题党日活动等，促进了
村企党员间的交流，助力打造
和谐美丽大埠村。

“我们还推动治理制度化
建设，持续改善乡风环境。社
会治安环境持续改善，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荣获

‘2023年度广东省民主法治
示范村’称号。”冯华胜说。
如，深化“一村居（社区）一法
律顾问”工作，启动“党建+N，
全科网格”社会治理体系建
设，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

在落实长效管护机制方
面，大埠村按照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要求，落实保洁长效机
制，并将“积分制”作为乡村治
理的重要补充，将乡村治理各
项事务转化为量化指标，并给
予相应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
从而实现全村庄无垃圾堆放、
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道，日
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整齐规
范，村内和村道路两侧环境整
洁，引导群众树立积极的生活
理念，切实推动家风、村风、民
风的全面提升，进一步推动提
高乡村治理水平。

接下来，大埠村还将打造
大埠法治公园，建设法治公园
（长廊、广场）、法治宣传栏，推
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计
划投入400万元建设大埠综
合楼，建成后预计为村集体每
年增收10万元。

双桥村是鹤山最具水乡特色
的村庄之一。过去数百年，村民
大部分以耕塘养鱼为生。近年，
鹤山成功引进华侨城对古劳水乡
进行系统性开发，为双桥村带来
全新机遇。

近年来，双桥村以鹤山市古
劳水乡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为契
机，深挖文旅资源，多渠道推动发
展，村集体经济实现飞跃增长。
近期，双桥村入选了省“百千万工
程”首批典型村。

“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
期，古劳水乡旅游区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游玩，双桥村周边的饭
店、民宿生意也不错，为村里增添
了不少生机，也激发了乡村振兴
的内生动力。”双桥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温巧仪说。

推动文旅融合
增加集体收入

一直以来，双桥村曾长期存
在集体资源“小而散”，村民小组

“单打独斗”，农村土地利用率低，
发展资金来源不足，产业项目难
以推进等问题。

今年以来，为落实“百千万工
程”，古劳镇着力探索村企合作共
建模式，促成华侨城党支部与双
桥村党总支通过党建结对的形
式，推动“百企兴百村”项目落地
见效，以党建引领、党员带头的方
式，共同改善周边人居环境，带动
民宿、农家乐、渔家乐、乡村旅游
等乡村资源加快整合发展，打造
水乡全域旅游新格局，实现共建
共赢。

村集体经济要发展，离不开
“头雁”的培育。古劳镇大力培育
基层“头雁”，充分发挥“头雁”敢
闯敢试的精神，带动村集体经济
增收、村民致富。

双桥村通过土地流转和股份
合作制改革创新，成立荣耀股份
经济合作社，将各经济组织的资
产以土地入股方式整合到经济合
作社中，以保底加收益分红的合
作方式，与华侨城集团大型文旅
项目合作，签订了《古劳水乡鱼塘
及土地租赁合同》，将约43公顷
（643亩）耕地及鱼塘打造成适度
规模的鱼耕农旅项目，提高了鱼
塘耕地的经济效益，盘活了农村

“闲置资产”，使土地效益利用实
现最大化，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
发展中的资金短缺、资源整合问
题。

“村企合作项目的落地，让我
们村前期平均每亩租金约1650
元/年的鱼塘，提高至保底每亩
3500元/年，并且租金每三年递增
5%，鱼塘租金收益翻了一番，还让
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温巧仪说。

改善生态水质
优化人居环境

“茂榕散落腴土，河网纵横交
错。”这是双桥村自然环境的真实
写照。

走进双桥村，圩镇道路两旁
的商铺外立面统一采用岭南风格
设计，并结合当地水乡特色，塑造
了清新明快的建筑形象，商店招
牌更是独具水乡风情。

“现在我们双桥村村口经常
有旅游大巴停放，周边市区的游
客爱来双桥村游玩打卡，政府也
投入了很多资金改善乡村环境。”
村民黄女士说。

据了解，古劳镇扎实推进乡
村振兴示范带及美丽圩镇建设，
通过以“支部领行、党员带头、群
众参与”的模式推动乡村环境整
治，建设生态宜居水乡，累计投入
超1000万元改善乡村环境，完成
辖区33个自然村的环境卫生整
治，并建立长效保洁机制。同时，
积极推进河涌清淤、鱼塘尾水整
治，持续改善水质，发展绿色养殖
业，成功创建江门首个省级湿地
公园——古劳水乡省级湿地公
园。

此外，双桥村还大力开展农
房风貌管控提升工作，推进乡村
旅游。结合鹤山市古劳水乡乡村
振兴示范带和美丽圩镇建设，对
双桥圩进行风貌整体提升，聚焦
打造具有岭南水乡风格的特色乡
村，双桥村投入300多万元完成了
双桥圩风貌改造工程，对双桥圩
道路两旁农房进行微改造和外立
面风貌提升，不断优化人居环境，
推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随着“岭南水乡·美丽双桥”
逐渐成型，双桥村已成功吸引华
侨城古劳水乡旅游区、“水墨·方
舟”艺术民宿、公度书院、火船岛
玻璃屋等文旅项目进驻。此外，
在双桥横海村打造了汇合水景观
和古典建筑为一体的书法艺术园
林——中国侨都书法岛，成功举
办“循本固真·点亮乡村”第三届
中国书法文化传承高峰论坛，大
力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培
训”等乡村文化产业，推进书画实
践教学基地、艺术人才培养基地
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全面开
花。

接下来，双桥村将继续结合
古劳水乡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把双桥圩改造成具有岭南水乡风
格的特色圩镇，结合水乡文化和
生态要素，提高乡村旅游品质和
内涵，谋划深入体验式的旅游项
目，点亮双桥夜经济，规范圩镇经
营环境，优化营商结构，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激
发
渔
业
生
产
活
力
推
动
集
体
经
济
提
质

典型档案

数看双桥

古
劳
镇
大
埠
村

古
劳
镇
双
桥
村

文
旅
融
合
促
发
展
水
乡
实
现
新
飞
跃

双桥村位于古劳镇东南面，先后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江
门市乡村旅游示范村”称号，该村辖区范围内的古劳水乡自然人文风情
精品线路获评广东美丽乡村精品线路，古劳水乡·乡野时光营地入选广
东首批精品乡村露营地。今年5月，双桥村荣获“2022年广东省卫生
村”称号。

双桥村辖区总面积4.85平方公里，共有34个村民小组，人口

约935户3350人，常住人口约1300人。村主导产业为水产养

殖业，拥有鱼塘 217.08公顷（3256.2亩），河涌 8.26公顷
（123.9亩），养殖主体180户。

典型档案

数看大埠

乡村是亿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园，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引爆
切入点在乡村。今年以来，鹤山市以“头号工程”扎实推进“百千万工
程”，扎实推进“百村共兴”“百村共建”“百村共治”行动，突出强村富民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鹤山全市100%村（居）达到干净整洁标准，83%村（居）达到
美丽宜居标准。全市112个行政村实现薄弱村100%“摘帽”，其中77
个行政村村组总收入超100万元，4个行政村集体收入超1000万
元。同时，鹤山市正在集中力量建设22个“百千万工程”示范村，力
争到2025年，所有行政村村组集体年均收入达到400万元以上。

在全省推进“百千万工程”现场会上，鹤山共有10个村
（居）入选全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社区）名单。本期
《争当先锋、勇当示范——“百千万工程”典型镇村看

鹤山》栏目将展示古劳镇大埠村、双桥村在实施
“百千万工程”，建设和美乡村方面的经

验做法及成效。

古劳镇大埠村地处西江河畔，是典型的岭南水乡乡村。村
民以船只为主要交通工具，村中设有多次埗头上落，旧称“大埗头”，土
音“埗”与“埠”相近，故以此得名。2022年1月，大埠村荣获“2021年广东省乡村治
理示范村创建单位”称号。

大埠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1659人，现有鱼塘100多公顷（1500多亩）、

河涌约17公顷（250亩）、耕地约13公顷（200亩），村民主要从事水产养殖业。近年来，

大埠村大力推进土地股份合作改革创新，2022年村组两级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16万元，较改革

前增长5.33%，村组集体经济收入逐年增长。

争当先锋争当先锋、、勇当示范勇当示范
——“百千万工程”典型镇村看鹤山

古劳镇双桥村是鹤山最具水乡特色的村庄之一古劳镇双桥村是鹤山最具水乡特色的村庄之一。。

古劳镇大埠村乘着古劳镇大埠村乘着““百千万工程百千万工程””实施的东风实施的东风，，进一步发进一步发
展渔业展渔业，，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和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