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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斛镇龙和村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新模式

凝聚力量发展农村特色产业
炎炎夏日，走进台山市都斛镇龙和村，一片生机勃勃的百香果种植基地首先映入眼帘，翠

绿的叶片间，沉甸甸的果实如同宝石般挂满枝头，为这个季节增添了一抹丰收的色彩，也预示
着龙和村的新希望。

龙和村，这个昔日经济相对薄弱的村庄，如今在驻村第一书记周熙茗与村“两委”干部的共
同努力下，正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一步步走向富裕之路。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方欢

“合作社成立后，第一次召开
社员大会，很多社员特意从很远
的地方回来参会。”村民的支持，
让周熙茗干劲十足，而合作社的
管理是他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周熙茗深知规范的管理对于
合作社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将
规范管理作为基础工作来抓。他
带领合作社成员制定了一系列制
度，同时，建立起向上级党委政府
报备制度和合作社成员监督机
制，坚决做到社务、财务“两公

开”，充分调动群众的
主动性、积极性，

让 他 们 以
“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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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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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党

支 部 领 导
下的合作社也

必须是为人民服务
的合作社。”周熙茗坚定

地说，“我们的目标是带领合作社
在发展中勇于担当、积极解决问
题，让广大村民有奔头、得实惠，
共同走向富裕之路。”

合作社的稳健发展，离不开
好的规划。今年，龙和村规划按
两个阶段推进项目建设。第一

阶段是建立“龙和村果蔬种植基
地”。该基地将依托昌润农场的
丰富经验，在龙和村开辟约 2.7
公顷（40亩）百香果种植区，并由
农场提供专业种植和采摘服
务。收益将按照合同条款进行
合理分配。据悉，首批百香果将
于7月初迎来收获。按照规划，
第一阶段建设圆满完成并取得
可观收益后，第二阶段的“休闲
种植农场”项目便会随即启动。

周熙茗介绍说：“百香果产业
的兴起，不仅激发了村民参与产
业发展的热情，而且为村民提供
了更多就业机会。此外，村民还
可以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分享产
业发展红利，村民还能通过土地
流转获得租金收入。这一模式实
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
赢。”

目前，龙和村“两委”正酝酿
在合作社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
公司，实行产销分离的策略。合
作社将专注于生产环节，而新成
立的公司则负责搭建销售平台，
逐步打造自己的品牌，致力推广
绿色有机的健康农产品。

而在计划里，龙和村还将进
一步扩大百香果的种植面积，并
探索建立观光采摘园，以此推动
农业旅游这一新业态的发展。同
时，还将与当地百香果种植大户
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构建一个“以
党建为引领，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多方联动、协同发展”的产业
新体系。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打造
出都斛镇的标杆产业，让龙和美
农业专业合作社成为江门地区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范。”对于龙
和村的未来，周熙茗信心满满。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兴旺。
来自台山市公安局的周熙茗自驻村
以来，便深刻体会到重任在肩。面对
村庄发展的诸多难题，他坚信只有找
到适合龙和村的特色产业，才能激发
乡村的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与都斛镇领导的一次交流中，
周熙茗首次了解到“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的新模式，这一创新理念立刻点燃
了他心中的希望之火。“我当时查了很
多资料，打了很多电话，才弄清楚这一
模式。”经过深入研究与多方探讨，周
熙茗决定尝试创建“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凝聚民心，集中力量，为村民开拓
多元增收渠道。

发展模式确定后，便是寻找合适
的产业支撑。在周熙茗的带领下，村

“两委”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对村里的
各项产业进行全面摸底。经过一番深
入调查，他们惊喜地发现百香果种植
这一极具潜力的特色产业。百香果不
仅种植周期短、投资成本低，而且市场
价值高、易于储运。更为重要的是，村
里已有种植户积累了多年的种植经
验，并具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百香果种植的效益非常可观，并
且我们村已经具备成熟的种植技术和
稳定的销售渠道。”周熙茗兴奋地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快速见效的项
目，更是龙和村走向富裕的重要抓
手。”为了更直观地展示百香果的魅
力，他还购买了村里的百香果，分享给
单位的同事，百香果独特的口感和风
味赢得了大家一致好评，市场潜力可
见一斑。

经过与村“两委”干部深入讨论和
研究，周熙茗决定以“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为平台，大力发展百香果产业，将
其作为龙和村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

为了赢得更多群众支持和参与，周熙
茗在宣传动员上下足功夫。他通过分层
次、分对象、分时机的方式进行动员工作，
首先从说服村党支部书记、村“两委”干部
和党员入手，明确发展目标，然后争取上
级部门的支持和其他资金、资源的扶助。

“为了争取到镇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
部门的支持，我和村党支部书记逐级向镇
领导进行汇报，并向台山市农业农村局报
送《都斛镇龙和村果蔬种植基地项目》，尽
最大努力筹集启动资金，推动项目实施。”
在周熙茗等人的努力下，龙和村终于获得
了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

“户籍人员一股一年保底机制（仅限2024
年项目）”、项目备用资金12.8万元，以及
与台山市都斛基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
合作销售等重要资源、支持。这些成果的
取得，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最初很多人对我们的项目持怀疑态
度，但幸好在大家的努力下，这个项目最
终得以成功落地。”周熙茗感慨地说。

龙和村成立了台山市龙和美农业专
业合作社，并成功动员140户村民入股
20.52万元，同时，当地昌润家庭农场入股
8万元。他们以“股”为纽带，将心、利、责
紧密相连，共同构建起村集体与群众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的“发
展共同体”。同时，合作
社还与家庭农场展开深度
合作，以“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家庭农场+农户”的合作模式
推动百香果项目的管理和运营。

“我们的项目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现
在备受瞩目，这一路太多的艰辛。感谢村

‘两委’干部的大力支持，他们与群众的持
续沟通，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这个项目
中来。”周熙茗说，村民的积极参与解决了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为龙和村
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探索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

从无人问津到备受瞩目

打造典型示范合作社

龙和村成立合作社发展百香果种植龙和村成立合作社发展百香果种植，，村民争相入股村民争相入股。。

周熙茗检查百香果长势周熙茗检查百香果长势。。

海宴镇提升“软实力”、当好“服务员”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按下“快进键”

“新厂房的面积是旧厂房的两
倍。新厂房已经封顶，预计8月投
入使用。”位于海宴镇的台山市宏
雅手绘墙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雅公司”），该公司高级主管、画
师陈壁燕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期
待。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
抓项目。今年以来，海宴镇紧扣发展定
位，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主动当好企业
的“服务员”，做好重点项目的跟踪推进和协调服务，全力以赴推动项
目投产、达效。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宏雅公司在1957年创办于
香港，主营中式手绘墙纸制作和
销售。1984年，企业落户台山市
海宴镇。2017年，传统中式手绘
仿古墙纸技艺入选台山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进入更多
人的视野。随着宏雅公司生产的
手绘墙纸知名度不断提升，产品
在市场上也越来越受欢迎。去
年，该公司投资超过1亿元，在原
厂房的旁边再新建一栋大楼。新
大楼楼高3层半，将用于生产手绘
墙纸，还将设有企业历史展览馆、
框架画制作工场、高清喷绘工场
以及幼儿绘画培训基地等。项目
建成后，企业年生产墙纸面积达
10万平方米，产值达3000万元。

“新大楼将有更好的生产环境和
设施，有助于企业打造品牌，为企
业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陈
壁燕说道。

而在海宴镇沙栏工业区内的
捷德纺织（台山）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捷德纺织”），项目建设也在
加快推进。该企业于2005年在
海宴成立。2018年，该企业通过
资产重组由新昌景集团独资经
营。新昌景集团将捷德纺织列为
重要生产厂区，于2021年加大投
资，启动厂区扩建工程，并购置先
进生产设备，建设全新的自动化
生产车间。记者在现场看到，总

投资3亿元的扩建项目建设已进
入冲刺阶段。自动化的织布机、
AI自动验布机、智能型储轴库等
生产线已完成调试工作，将陆续
投入使用。全新建设的研发大
楼，也基本建成，即将进行内部装
修。据了解，扩建项目投用后，该
公司高档牛仔新型面料可年产
7500万码，年产值增加3亿元，带
动超过1000人就业。“扩建项目
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工投
用。根据市场发展，我们未来将
继续加大布料深加工的投入。”该
企业总经理王丽华说道。

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海宴
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立足“招进
来、落下去、服务好”三个关键问
题，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
牵引，组织专员深入企业，上门了
解、收集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
将服务送到企业生产经营一线，
主动当好企业的贴心“服务员”，
切实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此
外，该镇正积极面向粤港澳大湾
区先进企业，针对纺织制造业、新
能源、文旅项目等开展靶向招商。

下一步，该镇还继续完善产
业配套设施建设，盘活优质地块，
鼓励和吸引更多乡贤和民间资本
参与建设，推动项目早动工、早建
设、早达产。

文/图 陈素敏 海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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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蒌镇稔坪村坚持传统做法，发展特色粽子产业

将“台山味道”推向全国

位于台山市东南部的冲蒌
镇稔坪村，是一个拥有深厚历
史文化底蕴的古村落。端午节
临近，这个古老的村庄因其独
特的粽子产业吸引了众多关注
的目光。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方欢

坚守传统 传承美味
在冲蒌镇的环镇北路上，有着众多卖

粽子的小食店，而稔坪村人余桂仪所经营
的店生意非常好。“每天都能卖两三百条
粽子，经常供不应求。”余桂仪表示，特别
是从5月开始，大批订单让她和家人忙得
连轴转。“我们做的是传统的台山粽，也许
这就是大家喜欢的原因。”她说。

台山粽是台山特色小吃之一。台山
粽外形呈四角多边形，约成年人拳头大
小，水草的包扎方法也很讲究，又被叫作
扭角粽。从口味上来看，传统的台山粽分
为咸肉粽和灰水粽。咸肉粽主要以糯米、
五花肉、花生、去皮绿豆、蛋黄、红榄叶等
为馅料；灰水粽则是用土制枧水拌糯米制
作而成，可放红豆沙作馅料，有的更是加
入苏木染色，代表喜庆之意。

剥开一只刚煮熟的台山咸肉粽，轻尝
一口，粽叶的淡雅清香、猪肉与蛋黄的醇厚
咸香，以及红榄叶散发出的独特药香，这些

香味的交融，令人食欲大增，回味无穷。
余桂仪介绍，与其他地方的粽子相

比，传统的台山粽最大的特色就是加入红
榄叶。然而，由于红榄叶的稀缺性，现在
很多店铺已经不放了。“红榄叶，药名‘红
丝线’，不仅具有清肺止咳、散瘀止血的功
效，还有一种独特的香味，能有效消除肉
和糯米的油腻感，是正宗台山粽的标志性
食材。”余桂仪说。

坚守特色 产业兴旺
由于稔坪村的粽子坚持使用红榄叶

这一传统特色，许多食客慕名前来。这一
独特风味不仅让稔坪村的粽子名声大噪，

更推动了当地粽子产业的蓬勃发展。
“我们村里有数家专门生产台山粽的

企业。”稔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
稳新介绍，这些企业的入驻，不仅促进村
集体经济收入的增加，还为村里的妇女提
供了就业机会。

台山市辰源食品有限公司是首家进驻
稔坪村生产粽子的企业。2023年，该公司
年销售粽子达360万条。“我们的工人都是
本地村民，由于这里一直都有包粽子的传
统，所以村民只要经过简单培训，每人每天
就可以包数百条粽子。”该公司负责人钟炜
璟介绍，自2021年投产以来，他们坚持制
作传统台山粽，因此，成功打开销路。端午

节前，厂里每天都要生产粽子约20000条。
在首家企业进驻后，越来越多粽子生

产企业选择落户稔坪村，生产规模持续扩
大，产品种类也日益丰富。更值得一提的
是，这些企业与电商平台的紧密结合，使
稔坪村的粽子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钟炜璟进一步解释道，“与家庭作坊
相比，工厂生产的粽子经过严格的高温蒸
煮杀菌处理，有效延长了粽子的保质期，
从而实现全国范围销售。”如今，稔坪村的
粽子企业已实现全年生产，并通过线上线
下多渠道销售，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的台
山粽。看着村里粽子产业的日益壮大，曾
稳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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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临近端午节临近，，余桂仪最近每天都很忙余桂仪最近每天都很忙。。

深入调研

项目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