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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美食”，谋划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霄南村位于龙口镇东部，面积2.6平
方公里，由两大村组片区组成（南安片、
霄乡片），下辖8个自然村。该村是鹤山
市唯一入选的“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已有740多年历史。

走进霄南村，宽阔的村道、充满鲜卑
文化特色的建筑、崭新的文化公园、整洁
的村容村貌……一幅幅和美乡村画卷映
入眼帘。

近年来，霄南村坚持党建引领，充分

利用独特的侨韵文化、鲜卑文化，积极打
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后获评“广东省
古村落”“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江门美
丽侨村”“江门市基层党建示范村”“江门
市文明村”“江门市红色美丽侨村”等，并

入选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
在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

霄南村坚持党建带侨建，成立党员志
愿服务队，发动侨胞及热心人士和企
业参与乡村建设，筹集善款 160 多万
元，修建文化室、碧道公园、驿站、公
厕、路灯等，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目
前，霄南村的生产道路实现100%硬底
化改造。村内安装路灯约 170 盏，其
中太阳能路灯约50盏，100%覆盖8个
自然村，全面实现“亮灯工程”。修建
源贺公园、东门公园、南安青龙咀公
园、霄南文化公园等7个公园，绿化总
面积达1.4公顷（21亩）。

此外，霄南村依托独特的历史人
文环境，建设村史民俗文化馆、冰心奖
儿童图书馆、广东省散文创作基地、源
吉林甘和茶生产体验基地、源贺纪念
公园等项目，配套鲜卑文化广场、游客
服务中心等设施，进一步推动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

近年来，霄南村多渠道打通“新技
术+新渠道+新产品”现代牛产业全链
条，做大做强“牛经济”，为乡村经济发
展注入“牛动力”，先后举办鲜卑特色
巡演、龙口镇牛肉美食节等大型文体
活动，进一步擦亮鲜卑文化、“龙口牛
肉”品牌。

计划将文化与美食相结合，发展文化旅游和美食旅游，实现
文化旅游和牛肉饮食的联动，增加人流量，提高旅游业和餐饮业
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串珠成链打造一批美丽乡村精品线路，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用实际行动走出一条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龙口镇霄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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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化能级，打造岭南休闲艺术之乡

陈山村位于雅瑶镇北面，常住人口
2114人，下辖6个自然村。该村是“中
国油画第一人”李铁夫的故乡，现有乡村
产业是农业生产、商旅服务，计划培育以

农业生产为辅，农耕文旅和休闲旅居为
主的新产业。

走进陈山村，村庄干净整洁，村道两
边的巨幅壁画十分显眼，左侧是纪念李

铁夫的“铁夫故里时光”壁画，右侧是最
具陈山特色的火龙画作，搭配各类以乡
村振兴为主题的画作，整个村庄给人古
色古香的感觉。

据雅瑶镇党委副书记、陈山村驻村
第一书记熊英介绍，近年来，陈山村以

“铁夫故里”“火龙文化”“陈山古村落”为
特色名片，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建设铁夫画阁、铁夫文化广
场、火龙文化馆、陈山村史馆等文化载体
和基础设施，同时，通过道路亮化、墙体
油画美化、护绿行动、景观塑造等一系列
村内环境改造措施，切实提升宜居宜业
宜游舒适度，努力在文化能级提升上走
出乡村振兴之路。

陈山古村落保存完整，旅游资源丰
富，近年来，村“两委”班子积极开展招

商引资，大力推进文旅资源融合发展，
打造“铁夫故里”文旅项目，通过托管维
护的形式对村内闲置的近100间华侨
青砖祖屋进行收储，部分已租建为工作
室、民宿、农家乐等，基本形成古村落微
业态。去年，村组两级集体经济收入达
294万元。

“今年，我们将投入1200万元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目标是力争全年村集体
收入提高20%，新建各类商体20个，年
游客数量达到16万人次。”熊英表示，陈
山村将以文化能级提升作为抓手，推动
古村落整体风貌提升，助力打造典型村。

加强全村整体规划建设，深度结合古村落资源、名人资源、红色
文化，全面推进古村落整体打造，发展“文化民宿、民俗、艺术+旅游”
的产业模式，突出第三产业特色，发展文旅休闲、生态康养、户外研
学，以文旅产业带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岭南休闲艺术之乡。

雅瑶镇陈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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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大埠村位于古劳镇中部，是典型的岭
南水乡，下辖10个自然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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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走

进古劳镇大埠村，连片的鱼塘彰显着岭
南水乡特色。

近年来，大埠村立足水乡实际和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水产养殖业，以资源
入股方式预整合100多公顷（1500多亩）
鱼塘等经营性资产，推动土地统一管理、
统一维护，促进农业产业向多元化、集约
化发展，村组两级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0
多万元，实现逐年增长。

大埠村党支部书记冯华胜充分发挥
“头雁”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养殖户养殖
优质甲鱼走上致富路。“甲鱼养殖平均亩
产量3500公斤，利润率可达15%，村民
养殖积极性很高，养殖面积每年都在增
长。”冯华胜说。

此外，大埠村利用鱼塘低改的基础，

发挥连片鱼塘优势，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引导村民实现“腾塘换鱼”，发展高价值
鱼种养殖。例如，通过鱼塘尾水治理，改
善大埠围鱼塘水质，提高鱼塘经济价值；
建设“美丽渔场”，打造渔业生产发展标杆。

在文明乡风、人居环境整治、扫黑除
恶、平安建设、生态保护工作中，大埠村
也不甘落后。近年来，该村通过“红色领
航 乡村振兴”活动，创新主题党日的活
动形式，同时结合“五个一”活动内容，开
展“红色领航 村企联建 美化家园”环境
清洁志愿服务活动，促进村企党员之间
的交流，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股票田改革为抓手，以农村集体
资产、资源、资金等要素有效利用为纽带，因地制宜，探索农、文、
旅融合经济发展模式，增强村集体“造血”功能，充分调动广大村
民的积极性，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民增收致富，为促进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古劳镇大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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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水美乡村”，大力发展水经济和乡村旅游

五星村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位于鹤
城镇西部，面积约9平方公里，下辖8个
自然村，常住人口1332人，旅外华侨约
有1000人，大多分布在美国、秘鲁、巴拿

马、智利等国家。
村道平坦整洁干净、道路两旁鲜花

点缀……五星村背靠彩虹岭群山南麓，
全村被青山环绕，自然生态环境优美，

是有名的客家村落。近年来，五星村从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深化基层治理等方面发力，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物质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呈现一幅幅乡村振兴和美画
卷。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为五星
村带来了可见可感可享的显著变化，山
清水秀的乡村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成为大家喜爱的“网红打卡地”。其中，
五星村坚持“立足特色、盘活资源”发展
思路，依托三堡河“水美乡村”项目，打造
五星广场、印象五星、文化亭廊、观景平
台、“网红”水陂、滨水步道等多处景观休
闲节点，盘活三堡河旁边的闲置用地，打
造亲子儿童乐园。

去年，在鹤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
支持下，五星村“两委”积极发动社会资

源，筹集社会捐款约500万元，修建了长
1.8公里的源林大道，道路全面升级沥青
路、新铺人行道，并修建乡村公园，大大
提升了村容村貌。

此外，五星村发动海内外乡亲筹集
资金1000多万元，先后建成五星街、村
委会办公大楼、三堡中心小学、“思乡园”
文化楼等10多个民生项目，实现了村村
有文化室、休闲小公园、文体娱乐设施和
绿化区（带），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不断提升。村民谢运发说：“村里道
路宽阔了很多，绿化环境越来越好，尤其
是近几年，村里发展特别快，我们觉得很
幸福、很自豪！”

大力推进“水美乡村”建设，通过美化河岸、完善基础设施、
引入农家乐，发展新型农旅融合经济，探索“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水经济和乡村旅游项目，打造
集观光、休闲、娱乐、文化、研学于一体的高质量发展乡村文旅线
路。

鹤城镇五星村

来苏村位于共和镇东北部，总面积
6.6平方公里，下辖5个自然村，东与蓬
江区杜阮镇相邻，西距共和圩镇中心3
公里，省道S270线和南来线于村口交
会，交通便捷。该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

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等9
个国家级荣誉，去年入选省“百千万工
程”首批典型村。

走进来苏村，放眼望去，村道两旁绿

树成荫，村中心多处盆景引人注目，村民
庭院“小盆景”点亮乡村“大风景”。村内
小公园新增添了健身设施、凉亭凳椅、石
阶步道，尽显绿色休闲特色。

近年来，来苏村贯彻落实“百干万工

程”工作部署，以党建引领促乡村振兴，
以项目引领助推工作落实，打造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取得显著成效。

来苏村由村委会党员带头，协调动员
群众拆除村内部分建筑，建成占地面积
2300平方米的麻田公园，并开展村道亮
化、儿童游乐场建设、农村书屋和旧物馆
升级等民生项目，让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
众。

在发展乡村产业方面，来苏村大抓项
目引进，其中，山水人家文旅项目正在建
设一个集山水田园、健康养生、茶文化、古
建筑文化于一体的乡村自然生态景区，每
年将为村集体经济增收50万元以上，带动

60多名村民就业。已建成的和安里乡村
精品民宿项目是首批广东省乡村民宿示
范点，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以
上。

来苏村党总支书记钟瑞行表示，未
来，该村将着力优化一、二、三产业布局，
通过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以发展生态
农业、休闲农业、养生农业、有机农业为
主，并建设集中的“三瓜两豆”种养基地；
计划在沿省道S270线打造农贸集散中
心，用于当地农产品加工销售，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充分利用当地优美的自然环
境和丰富的景观资源，打造集养老养生、
观光休闲、特色民宿为一体的农旅产业。

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深入实施“三大提升”行动，打造
“一心、两轴、三带”，“一心”即打造旅客集散中心，“两轴”即文
旅服务轴、研学体验轴，“三带”即休闲静养风光带、山水田园文
旅带、水乡山色拓展带，绘就“千年古韵来苏 湾区生态花园”新
蓝图。

绘就“千年古韵来苏 湾区生态花园”新蓝图共和镇来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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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镇位于鹤山市中部，下辖2个
社区和9个行政村，人口约9.2万人，该
镇是国家级中欧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区、
省级产业转移园。

成功入选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
型镇、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第430位、

“2024 镇域经济全国 500 强”榜单第
293位。2023年实现GDP101.3亿元，
同比（下同）增长9.5%；全镇规上工业
企业188家，规上工业总产值317.41亿
元，增长 10%；规上工业增加值 71亿
元，增长 11.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6% ；财 政 收 入 4.7 亿 元 ，增 长
22.2%……这一系列荣誉和数据，彰显
了共和镇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镇域强则县域强。自实施“百千万
工程”以来，共和镇坚持党建引领，聚焦

“百千万工程”目标任务，坚决扛起鹤山

南城区发展的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建
典型、做示范，凝心聚力出实招、办实事，
扎实推动乡村振兴见实效。

着力加强基层队伍建设。自去年开
始，连续两年创新举办“百千万工程”擂
台比武活动，设置600万元奖补资金支
持各村（社区）开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
改造、为民办实事等项目，以“小财政”撬
动“大发展”，以“头雁效应”激发队伍活
力，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乡村焕新颜，
逐梦“绿富美”，绘就新画卷。

着力绿化美化乡村环境。坚持规划
先行、充分联动资源，积极组织开展各类
植树活动，发动当地党员干部、企业、乡
贤、群众等参与植绿活动。截至目前，已
打造“共创林”“友谊林”“艺术林”“乡贤

林”“共产党员先锋林”“中外友谊林”“创
业·就业筑梦林”“第一书记友谊林”等各
类主题林。同时，充分利用“百千万工
程”冲锋队力量，全力发动党员干部、群
众、乡贤、社会热心企业等方面力量，常
态化组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坚持
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因地制
宜发展本土特色产业，用好特色农产品
专卖店，积极推进“三瓜两豆一葛”品牌
建设，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大力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深入挖掘本土文化，
打造特色精品乡村旅游路线，构建农旅
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乡村产
业融合。

按照省委、江门市委和鹤山市委“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统筹镇村发
展优势、特色和资源，不断壮大镇域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民生幸
福指数，以“三年工程瞄准两年干”的干劲闯劲，全力建典型、做示范，奋力
打造成为省级中心镇和美丽圩镇省级示范样板。通过3年持续努力，达到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标准，全力在“百千万工程”建设中以示范引领带动
乡村全面振兴。

奋力打造省级中心镇和美丽圩镇省级示范样板共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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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公
布首批全省乡村振兴示范镇、村
创建名单，鹤山市一镇五村入选，
其中，共和镇入选全省乡村振兴
示范镇创建名单，共和镇来苏村、
鹤城镇五星村、古劳镇大埠村、雅
瑶镇陈山村、龙口镇霄南村入选
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名单。
鹤山一镇五村入选全省乡村振兴
示范镇、村创建名单，是对鹤山市
乡村振兴工作成效的肯定，也为
当下鹤山市全面建好省“百千万
工程”典型县注入“强心针”。

近年来，鹤山市全面推进乡
村产业、文化、生态等振兴，乡村
展现新风貌，乡村振兴工作取得
显著成绩，连续5年在江门市乡
村振兴战略考核中获“优秀”等
次，并取得2023年度江门市排
名第一的好成绩。鹤山一镇五
村入选的全省乡村振兴示范镇、
村创建名单，具有标杆性、示范
性，将激励带动鹤山全市各镇村
在不同赛道争先进位，加快把短
板变为潜力板，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点”上开花、“带”上出彩，助
力鹤山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朝着
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谌磊 杨光明
通讯员 麦娥英 冯苑 余超杰

（署名除外）

共和镇工业经济发共和镇工业经济发
展动力强劲展动力强劲。。图为鹤山图为鹤山
工业城园区工业城园区。。

共和镇供图共和镇供图

来苏村打造宜来苏村打造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居宜业和美乡村，，
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显著成效。。

五星村自然生五星村自然生
态环境优美态环境优美，，是有名是有名
的客家村落的客家村落。。

大埠村大埠村因地制宜因地制宜
发展水产养殖业发展水产养殖业。。图图
为当地渔乐农业项目为当地渔乐农业项目。。

““火龙文化火龙文化””
是陈山村的特色是陈山村的特色
名片之一名片之一。。

霄南村充分利用独特霄南村充分利用独特
的鲜卑文化的鲜卑文化，，打造宜居宜打造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业和美乡村。。 黄昉华黄昉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