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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平 市 圣 堂 镇 水 塘 村

提升项目内涵 带动旅游发展
恩平市圣堂镇水塘村人文历史悠久，是恩平市著名的革命老区。水塘村具有丰富且保存完好的文旅资源，既有冯燊故居、

禤荣故居、第一党支部旧址等革命教育意义重大的红色资源，也有展现恩平人文风俗发展变迁、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恩平市改
革开放展览馆。近年来，水塘村依托深厚红色文化底蕴，通过盘活既有“沉睡”资源、打造乡村新业态等方式，奋力走出了一条集
体增收、农民增富、乡村增色的“新路子”。

文/吴健争 图/圣堂镇提供

深挖资源
激活乡村旅游发展动能
水塘村以红色遗迹、红色事迹为核

心，对全村的红色资源进行摸底，收集并
挖掘中国共产党在水塘村活动的历史资
料，将影响较大、教育性较强的冯燊故
居、禤荣故居、天村党支部旧址等逐步进
行保护开发，建设红色教育示范点。此
外，对原水塘小学进行改造，建设恩平市
改革开放展览馆，进一步丰富建设“红色
教育示范点”的载体和内涵。

水塘村已成为江门市举办主题党日

活动、打造红色旅游路线的重要节点，起
到了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带动
旅游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为村集体经济
发展增添了活力。

该村用好红色资源，激活乡村旅游
发展动能。以“旅游+文化”为突破口，
完善村道巷道、停车场等配套基础设施，
将冯燊故居、禤荣故居、天村党支部旧址
串珠成链，形成一条文旅精品旅游线路，
获评为江门市乡村精品旅游线路，吸引
市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以“旅游+农业”为突破口，开发体
验式旅游项目，带动村民走上致富路。

以“旅游+研学”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
与学校合作，打造“研学课堂”，目前，共
接待研学旅游团409批次、2万多人次，
营业收入60多万元。

探索公司制
推动产业振兴强村富民
组建强村富民公司，激活集体经济

内生动力。水塘村积极探索集体经济
发展新模式，成立恩平市首家由农村集
体经济联合社注册公司江门市红色水
塘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通过整
合水塘村红色资源，创新探索乡村振兴

融合红色旅游、人文景观结合绿色生态
模式，形成“党建引领、农旅结合”发展
之路。

自 2021 年 11 月 5日公司揭牌以
来，已实现经济收入60万元，将利润按
5：2：3比例分配，即50%收益用于运营、
发展、管理水塘村乡村振兴红色旅游资
源，20%收益作为公司盈余基金留存，
30%收益作为村委会集体经济收入，切
实为水塘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2023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35万
元。

该村还积极盘活土地资源，书写农

业产业富民新篇章。结合村里实际，组
建“公司+农户”产业发展联盟，大力盘
活水塘红色教育点附近约20公顷（300
亩）的闲置土地，引入种植圣女果、柳叶
雍菜等经济作物，昔日撂荒地、低产地被
垦造成沃野良田，不仅丰富了产业结构，
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而且带动众多村
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依托独特的文化历史底蕴，将红色
文化、采摘农产品融为一体，探索出游
玩、参观学习体验式旅游项目，进一步提
升水塘村文旅项目内涵，吸引更多群众
前来旅游观光。

圣堂镇水塘村因地制宜圣堂镇水塘村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新业态打造乡村新业态。。

恩 平 市 良 西 镇 福 坪 村

以“一粒米”推动乡村“大发展”
在恩平市“四好农村路”示范路县道X831线路旁有一幢黄色的“幸福驿站”——福坪村党群服务中心，特别引人注目。“幸

福驿站”由恩平市良西镇福坪村闲置的长隆小学旧校区改造而成，四周绿树环绕，鸟语花香。
近年来，良西镇福坪村借乡村振兴及“百千万工程”实施东风，大力发展农业产业，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依托“幸福驿站”这

一文旅资源，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文/周晓营 图/良西镇党政办提供

聚焦产业振兴
做大做强大米产业

福坪村通过“党支部+公司+农户”
模式，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千方百计
盘活农村资金资源资产，大力破解村级
发展难题，牵头发动全镇9个村（社区）
的经济联合社作为股东，投资成立良西
镇福稻农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稻公
司”），实行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形成农
业全产业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目前，该公司已形成五大水稻产区。
2023年，福稻公司早晚造种植水稻约
333 公顷（5000 亩），金山芋 6.7 公顷
（100亩），全年收益达200多万元。

福稻公司成立后为良西镇提供了约

260个灵活就业岗位，吸引一群平均年
龄不到35岁的良西镇籍青年回乡创办
恩平市穗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政
府牵头、村（居）联合、公司运作、村民参
与的“政府+村居+公司+群众”模式，组
织本地年轻人高效开展水稻种植、管护、
收割等。在他们的带动下，更多青壮年
参与农业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为了给产品附上“品牌”价值，福稻公司
在良西镇委、镇政府扶助之下，积极在本
土大米品牌上做文章，聘请专业设计团
队，打造全新品牌标识，让“好干货”同时
变为“牌子货”，实现增值溢价。

通过福稻公司专业化运营，“良西福
稻大米”品牌凭实力“出圈”，一经推出便

得到市场和消费者高度认可。2023年，
良西福稻大米已成功收获约27.5万公
斤采购订单，全年收益可达200多万元，
小小“一粒米”铺就良西镇乡村产业振兴
路。

聚焦环境改善
打造乡村游新亮点

每到节假日，或是傍晚时分，恩平市
“四好农村路”示范路县道X831便成为
一众骑行者首选的运动骑行路线。因
此，位于该线路途中的福坪村自然就成
为良西镇乡村旅游重要的对外宣传窗口
和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近年来，为了完善乡村设施配套，福
坪村在上级政府部门支持下，投入资金

建设农村卫生公厕17间和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15个，配备生活垃圾收集点18
个，村道和村内道路硬底化、集中供水、
农村电网已实现全覆盖。此外，福坪村
委会对横屋村、新平村、竹闩村和婆山村
等多条自然村实施生态美丽乡村建设工
程，乡村面貌大为改善。

另外，福坪村委会还深入挖掘横屋
村情村史建设村史馆，充分展现其独特
的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依托横屋村两
棵百年古树打造古树公园。同时，把辖
区长1.6公里的河岸改造成滨水漫步道
和骑行道。此外，“幸福驿站”设置游客
服务中心，配置党员志愿者岗，为旅客提
供旅游咨询、景点介绍、茶水供应、手机
充电站等服务。设置趣味拍照道具、明

信片盖戳纪念、趣味拍照点等，使“幸福
驿站”成为“热门打卡点”，成为良西镇打
造温泉休闲旅游小镇的有力支撑点和恩
平市乡村旅游新亮点。

福坪村还进一步优化完善“幸福驿
站”功能，设有福坪村人大代表联络室，
建成集代表的“加油站”、群众的“服务
站”、政策的“宣讲站”、农产品的“销售
站”四种功能为一体的特色联络站。目
前，联络站已开展5期“微心愿”活动，发
动爱心人士认领了50多个“微心愿”。
自启用以来，福坪党群服务中心承接了
108项窗口业务，为群众提供了100多
项服务；共举办活动近20场，参与人数
达1000多人次；接待其他单位学习参观
20多次，参观学习人数600多人次。

恩 平 市 东 成 镇 横 岗 头 村

亭台楼阁、茂林修竹、水池假山、小桥流水、鸟语花香……走进恩平市东成镇横岗头村，你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江南园林式的
乡村图景，忍不住感叹农村也能如此精致美丽。

乘着“百千万工程”实施的东风，横岗头村以壮大集体经济为重点，以提升治理效能为保障，全力释放红色美丽侨村魅力，描
绘天蓝、水清、家美、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文/胡伟杰 图/东成镇提供

美丽侨村展现“园林式”新图景

““幸福驿站幸福驿站””成为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旅游““热门打卡点热门打卡点””。。

党建带侨建 侨村展新颜
到横岗头村，不可不游盘龙公园。

远远看去，犹如巨龙盘踞在此，气势恢
宏、造型独特。“我们是龙的传人，所以设
计师设计了龙的造型，这也寓意着我们
的侨胞龙腾四海。”横岗头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郑子凡说。

这个小公园是侨胞捐资支持家乡建
设的一个缩影。横岗头村位于恩平市东
成镇东南面，辖区面积2.72平方公里，
是恩平有名的侨村。该村常住人口
1100多人，港澳台同胞及华侨华人有
4700多人，分布在全球10多个国家和
地区。近年来，横岗头村党支部围绕“党

建带侨建”思路，以服务基层、服务党
员、服务群众为出发点，盘活了闲置的
横岗头村学校，将其打造成面积1500
多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优化了村里
的党建阵地，更好服务党员群众。为了
传承侨文化、弘扬侨精神，村党支部还
在此打造了横岗头村党建带侨建展馆，
置身其中，便可深深体会到侨胞在支持
祖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各阶段中作
出的贡献。

在侨胞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村民
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横岗头村村容村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建成了
恩平市第一所华侨独资建设的学校——
横岗头学校，让村里的小孩可以就近上

学；建成了健身广场，让原本“脏乱差”的
角落变成村民的休闲胜地；在全村装设
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村内交通、公
厕、垃圾收集点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
日益完善，村道路面硬化（村委会通自然
村）、自然村村内道路硬化完成率均达到
100%，所有自然村均已实现集中供水，
所有自然村均已纳入垃圾收运处理体
系。

发展农旅产业 带领群众致富
为带领群众致富，横岗头村大力

发展桑葚、红江橙等农产品种植业，成
功注册了“锦江红橙”商标，有重点、有
计划地打造红江橙生产基地，实行“龙

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与此同时，持续盘活闲置土地，让闲置
土地“活起来”，成为带动村民致富新
的“聚宝盆”——将适合种植香水柠檬
的村集体土地以及村民的闲置土地整
合起来，推动并加快土地流转，带动周
边农户大力发展香水柠檬等特色农产
品种植；采用“农忙时耕作，农闲时赏
花”模式，在农闲时盘活约0.53公顷（8
亩）闲置土地改造成格桑花田，有效提
高了土地利用率，打造了“打卡点”，释
放乡村发展新活力；通过土地流转引
进种植红江橙、剑花、牛大力等农产
品，并通过村特产店这一平台打开恩
平本地市场，甚至五邑地区市场，为种

植户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壮大村集
体经济。

横岗头村还坚持“农旅结合、以农促
旅、以旅富农”的发展思路，成立江门市
桑梓情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充分利用优
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景观，大力
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带动村集体和村民
增收致富。

你可以在周末带上家人来到横岗头
村，在村里的桑果园里体验田园采摘的
乐趣，在沿岸垂钓、在野外野炊，骑上自
行车沿着村道骑行，观赏乡村田园风光；
春暖花开时，到村里的油菜花田、“黄金
小路”拍照。

东成镇横岗头村格桑花田吸引不少游客东成镇横岗头村格桑花田吸引不少游客。。

以水产养殖为基础
夯实村级经济底盘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蓝田村充分
利用村中千亩咸围的优异条件，以蓝田
青蟹扶贫养殖基地为龙头，引领推进蓝
田青蟹特色产业发展，开启咸淡水养殖
青蟹的发展之路。近年来，蓝田村还成
功引进澳门人才联合建立广东蓝田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引入“外脑”，与宁波
大学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等多家高校和
人才进行产学研合作，推动由单一青蟹
养殖业逐步向集规模养殖、育苗育种、旅
游观光、科研实习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

化养殖业发展。蓝田村2020年被评为
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青蟹专业
村，产业龙头逐步形成，村集体收入从
2018年9万多元增至2023年50万元。

蓝田村坚持整体谋划，一体推进，
通过制定高质量发展规划，确定以岭南
水乡、沿海渔民文化为特色的发展思
路。近年来，投入数百万元用于公共卫
生间、污水处理设施、雨污分流、人居环
境整治等工程建设，同时，借蓝田水闸
重建契机，打造一河两岸防护堤。值得
一提的是，目前，投资超过7000万元的
蓝田水闸重建工程已完工，有效为周边
447公顷的稻田提供有效灌溉水源，惠

及约400公顷水塘、咸围，为4个村庄
约7000人的日常农业用水、家禽用水
和水产业发展提供水利保障。雄伟壮
观的蓝田水闸有望进一步带旺周边文
旅产业发展。目前，蓝田村所有村民小
组均实现了道路硬底化改造，蓝田村口
到S276省道的3.5米宽硬底化村道扩
宽至7米，进一步助力蓝田村文旅产业
实现大发展。

充分挖掘本地资源
打造“热门打卡点”

蓝田村积极推进生态建设，成功打
造极具特色的传统生态宜居乡村。村

里所有建筑与乡村的一砖一瓦交相辉
映，与这里的山、水、林、田、海融为一
体，突出乡村原生态之美，展现一幅“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
画卷。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村民捐
赠的青砖、石桥、鹅卵石等，用冷色调的
灰色石材进行建设，以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作为基本法则，如鹅卵石是从附近
的蓝田河道拉上来的，蚝壳从海边收
集。村里不搞大拆大建，尽量发挥本地
环境优势，保护老房子、古巷道、古城
墙、古碉楼，能改少拆，能用不毁。依托
现有6棵古榕树以及得胜楼和国祥楼
等古碉楼，投入250万元新建“蓝田古

树公园”，对村落榕树进行挂牌保护，保
留古村落原始风貌。此外，蓝田村依托
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以岭南水乡、
沿海渔民文化为主题的特色生态旅游
线路，成为“热门打卡点”，“老村子”实
现“新发展”。

作为革命老区村，蓝田村曾是解放
战争游击队根据地。蓝田村不断深挖红
色文化，打造本地特色党史学习教育基
地，发展红色旅游，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保
护与老区乡村振兴相互促进。

同时，蓝田村积极推进好婆婆、好媳
妇、长寿老人等道德模范宣传，以提高村
民道德修养，不断促进和美乡风建设。

恩 平 市 横 陂 镇 蓝 田 村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比翼齐飞”
滨海古村落，绝美红树林，这就是恩平市横陂镇蓝田村的写照。随着蓝田村变美变好，“常回家看看”的外出乡亲也越来越

多，因为这里留得住乡愁，引得来游客。
古树、古楼、古巷……交织在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村落，充分彰显其自然之美、古韵之美，蓝田村奋力谱写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比翼齐飞”的新篇章。

文/图 吴健争
横陂镇蓝田村保留古村风貌横陂镇蓝田村保留古村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