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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们深入实
施‘百千万工程’，
大力发展水产养殖
业，村集体收入持
续增长。”古劳镇大
埠村党支部书记冯
华胜表示。作为大
埠村党支部书记，
他充分发挥“头雁”
先锋模范作用，带
领养殖户养殖优质
甲鱼，目前，甲鱼养
殖平均亩产超过
3500公斤，利润可
达15%。

良田阡陌错
落，大小鱼塘各自
成围。沿着堤坝
走，或见龙舟竞渡，
或遇刮鱼丰收，或
听民谣悠扬……这
里是有着“珠三角
最后的原生态水
乡”美誉的鹤山市
古劳水乡。古劳镇
遍布着岭南地区规
模最大、保存最完
整的桑基鱼塘农业
生产系统，独特壮
美的棋盘式围墩地
貌寄托着人们对幸
福生活的向往。

2023年以来，
古劳镇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和江门市
委、鹤山市委“百千
万工程”工作部署，
以“头号工程”的力
度抓紧抓实，同时，
立足水乡自然资源
禀赋，全力打造珠
三角生态文旅示范
镇，推动“百千万工
程”不断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实现经
济提速、风貌提升、
发展提档，成功入
选广东“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首批典型镇。

乡镇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
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节点，是县
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

古劳镇全面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
设，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基础和亮点齐抓、
塑形和提效并重，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充分发挥制度
优势，围绕“党委领航、支部领办、党员领
头”的理念，着力构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的古劳格局，镇域经济行稳致远，不断迈
上新台阶。

2023年，古劳镇全镇规上工业总产
值96.9亿元，同比增长1.6%；规上工业增
加值35.4亿元，同比增长10.4%。

2023年以来，古劳镇聚焦“百千万工
程”，振兴镇域经济，深入推进制造业当
家“一把手”工程，紧盯项目招引、动工建

设、投产见效等重点环节，为企业提供全
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保姆式服务，帮
助浦鸿半导体、同信实业、百事兴鞋业等
多个项目顺利投产。

据悉，古劳镇紧盯大湾区产业外溢
优质资源，着力强链补链延链，把“以商
引商”作为重要抓手，从深圳引进投资1.5
亿元的浦鸿半导体项目，达产后将实现
年产值5亿元、年创税1750万元；从佛山
引进投资1.2亿元的荔昌电子项目以及
投资1.1亿元的奥能光电项目，达产后每
年将可带来5亿元产值及1800万元税
收。

根据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古劳镇共
有工业企业近290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57家、中华老字号企业1家、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2家，拥有雅图仕印刷、东古调味、广顺

饲料、雅图高新4家江门市工业200强企
业。产业涵盖近10个行业领域，其中，食
品、印刷、先进新材料产业已形成产业集
群。

2023年以来，古劳镇项目建设提速
增效，稳步推进东古改扩建项目、万洋
众创城二期项目，浦鸿半导体、同信实
业、百事兴鞋业、中天和新能源实现投
产，8个项目顺利入库。招商项目提质
增量，建立完善的招商引资储备项目
库，外出招商 61 次，累计洽谈项目 49
个，引进企业 33家，总投资额 12.85 亿
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3.1亿元；其中，
亿元以上企业4家，26家企业达产后可
上规。

此外，古劳镇还大力整治低效工业
用地，2023年开展对12宗用地的整治提
升工作，并完成低效用地整治任务。

成功入选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镇、推动华侨城古劳水乡项目成功申报
国家4A级景区、鹤山市首个景区党群服务
中心落成……古劳镇位于鹤山市东北部，
毗邻西江河畔，是一个美丽的岭南水乡，被
誉为“东方威尼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深入推进，古劳镇也因优越的宜居宜业
宜游环境，成为大湾区休闲旅游的优选地。

2023年3月，古劳镇获评广东省2022
年度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该镇借
助华侨城古劳水乡旅游辐射效应，深挖咏
春、狮艺、龙舟等文化资源，引导发展民宿、
农家乐、非遗“工作室”等，把非物质文化遗
产转化成产业，推动文化振兴、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依托古劳围墩革命历史陈列
馆、茶山红星村革命根据地等红色资源，进
一步丰富乡村旅游线路；双桥村以“点亮双
桥墟”为主题，打造乡村夜市“网红打卡
点”。

根据数据显示，古劳水乡旅游热度持
续升温，2023年，全镇接待游客约193万人
次，同比增长192%，带动旅游综合收入约
8960万元，同比增长184%。

2023年以来，古劳镇还从“引项目育链
条、兴文旅塑产业、树新貌建新村”等三个
方面发力，高标准建设古劳水乡乡村振兴
示范带，努力实现古劳镇经济提速、风貌提
升、发展提档，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
见效。

“通过建设古劳水乡乡村振兴示范带，
古劳镇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环境进一
步改善，提高了整体竞争力，对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建设水产特色专业镇、推动‘百
千万展工程’深入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古
劳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鹤山古劳水乡乡村
振兴示范带的建设，是鹤山市基础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加速整个鹤山市发展沿
线地区优势产业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快速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统计，古劳镇先后投入3011万元，
对示范带沿线进行村容村貌全面改善及道
路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其中包括鹤
山市古劳水乡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古劳
段）、古劳镇上升村农村建筑美化亮化工
程、鹤山市古劳镇双桥农房改造工程等共
26个项目。

目前，古劳镇已建成农村“五边四旁”
绿化美化点98个，古劳全镇100%村（居）
达到干净整洁村标准和美丽宜居村标准。

古劳镇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引
擎，按照重点工作计划，打造一批凸显创新
性、突破性、典型性的亮点，以“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和“拔头筹争上游”的精气神，着
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鹤山市争
当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作出古劳贡
献。

渔业产值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产量
连续5年实现正提升，鱼塘使用率基本达
到100%。这是古劳镇紧扣“百千万工
程”部署要求，全面推进水产专业镇建
设，坚持以渔兴农的成效体现。

2023年以来，古劳镇牢牢把握“水”
优势和“渔”资源，把握发展实际，利用资
源禀赋，借乡村振兴之势，发兴渔兴业之
力，集中力量补齐渔业产业链条，形成

“育好苗”“养好鱼”“制好菜”的链条式渔
业发展体系。

目前，古劳镇养殖鱼塘面积约1333
公顷（2万亩），水产经营主体达1230户，
主要养殖鳜鱼、笋壳、鳗鲡、黄颡鱼等经

济鱼类，渔业年产量约1.9万吨，总产值
达5.1亿元。

“看天吃饭”是古劳镇渔业养殖生产
长久以来需要面对的难题，究其根本在
于粗放式养殖的固有缺陷。为此，古劳
镇共投入4000多万元开展尾水治理、鱼
塘改造、美丽渔场等项目建设，科学打造
智慧渔业管理系统，逐步实现渔业生产
管理智能化、可视化、便捷化，着力破解
传统渔业脏乱差的“老毛病”。

此外，古劳镇还成功引进粤生公司
水产鳗鱼养殖项目和君盈公司生态种植
项目，推动8公顷（120亩）鳗鱼集约化养
殖基地、约15公顷（227.5亩）生态种植区

建设，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800万元，带
动周边20余户养殖户参与，创造约50个
就业岗位。

值得一提的是，古劳镇还突出“头
雁”引领示范作用，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
级。例如，大埠村党支部书记冯华胜推
动甲鱼养殖转型升级，联合养殖大户成
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亩产超过
3500公斤，利润率达15%的良好效益。

接下来，古劳镇将坚持奏响“项目+
渔业”的发展主旋律，不断优化安居、生
产、消费环境，把好项目“入口关”和渔业

“成品关”，持续健全古劳渔业发展的全
链条要素，努力擦亮“古劳水产”品牌。

乡村振兴是“百千万工程”的靶心，
入选广东“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镇，古
劳镇始终坚持结合村情实际，在农业发
展道路上不断探索，因地制宜、整合资
源，以党建引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增强
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内驱力。

“未有鹤山县，先闻古劳茶”。茶山
村所产“古劳银针”是广东历史名茶，近
年还因为盛产广东中药“素馨花”而声名
远扬。茶山村种茶历史悠久，目前种茶
面积约73.33公顷（1100亩）。

根据数据显示，2023年，古劳镇已完
成茶叶新种面积19.66公顷（295亩），全
镇素馨花种植面积达 46.33 公顷（695
亩），以茶山村、丽水村为主。

“我们正在加快古劳素馨花申报广
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项目，推动
素馨花药食同源发展。项目获批后，古
劳镇将成为省内第一个获得素馨花地方
标准制定资格的镇，这对于提高古劳茶
叶及素馨花的附加值，进一步擦亮古劳
素馨花茶名片具有重要意义。”古劳镇相
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古劳镇积极探索组织共
建、资源共联、产业共兴、群众共富的发
展模式，以茶产业为抓手，通过专业生
产经营主体带动村组抱团发展，让分散
资源聚起来，闲置资源活起来。探索实
行公司化专业运营模式，通过经济联合
社与古劳镇茶山生态园公司签订项目

合作协议书，以资金投入的方式与生态
园公司合作开发项目，获得收益分红，
带动村强民富，进一步擦亮古劳“茶产
业”名片。

“‘百企兴百村’推动项目落地，让村
民实现就业，村集体增加了收入。”下六
村党总支书记温艳嫦激动地说。

此外，2023年以来，古劳镇深挖企业
特点、行业特色，围绕“红色引领、绿色发

展”理念，推动东古公司与下六村通过党
建结对，成为“百企兴百村”的示范点。
下六村整合租用下属村小组闲置用地，
与东古公司共建黄豆种植项目，并以协
议价格向东古公司供应黄豆，让村民实
现就业，增加村集体收益，真正实现“百
企兴百村”。

根据数据显示，2023年，古劳镇各行
政村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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