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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量扩面提质
鹤山19家单位拟入选省标杆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5月22日，广东省
农业农村厅公示了广
东省标杆家庭农场和
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
入围名单，鹤山 10 家
家庭农场和 9 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上榜。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将对
公示入围的家庭农场
和合作社采取项目支
持和政策赋能的方式，
按照标杆家庭农场和
标杆合作社的标准，分
三年进行支持培育。

近年来，鹤山市锚
定乡村振兴目标，聚焦
“百千万工程”，以农业
提质增效和农民持续增
收为根本，采取“产业先
行、主体带动”发展思
路，加快推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增量、扩面、提
质，推动建立健全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谌磊
通讯员 麦娥英

强化保障
推动现代农业产业深度融合

近年来，鹤山积极落实财政扶持
政策，统筹各级资金285万元，通过发
展茶园观光、制茶体验、茶叶养生、茶
园民宿等项目，推动现代农业产业深
度融合。

在落实金融支持方面，鹤山市设
立了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县
级办事处，鹤山农商银行派驻139名

“金融特派员”和“金融村官”，实现村
（社区）1：1全覆盖，切实为乡村、产业、
农户牵线搭桥。据统计，2023年，鹤

山全市共发放渔业贷1.57亿元、茶叶
贷0.56亿元、生猪活体抵押贷1.17亿
元。

此外，鹤山积极落实风险担保政
策，加强向上走访，成功获纳入享受政
策性农业保险保费省级财政补贴地
区。“2024年起，鹤山每年可获得省级
补助资金超1000万元，大大减轻了鹤
山市本级财政资金配套压力。”鹤山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多措并举
夯实要素支撑基础

加快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

量、扩面、提质，土地是关键要素。
近年来，为解决农田“底子薄”问

题，鹤山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土地承
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大力实施高标准
农田建设，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整
合农村资源尤其土地资源的需要，促
进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据统计，截至
目前，鹤山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面积11546.67公顷（约17.32万亩），
2024 年将继续完成 313.33 公顷（约
0.47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鹤山还积极解决服务“支撑弱”问
题，推进农业生产新技术、新产品应
用。据了解，2024年早稻种植期间，
鹤山全市共统筹落实农机具2166多
台（套），农机总动力7.65万千瓦。同
时，鹤山着力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
农+农事服务”综合建设，加快鹤山市
农民合作社服务中心建设，该中心即
将投入使用。

在农业人才培育方面，鹤山印发
《鹤山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百员带千
社”行动方案》，加快培育县、镇两级辅
导员，目前已选聘22名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辅导员。同时，鹤山开展了一系
列引领型、服务型、实用型培训活动，
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809人，认定省
级“农村乡土专家”84人、乡村工匠
113人。

“我们还选派5名农村科技人才，
组建了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对接服
务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协会等机
构。”鹤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说。

此外，鹤山积极打造惠农“数字供
销”服务体系，与省供销合作总社共同
开展“订单收购+冷链服务+错峰销
售”农产品全程冷链服务提升行动，加
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园鹤山
分拨仓，完善农产品销售网络。

梯度发展
建设“三级示范”体系
近年来，鹤山发挥龙头企业“链

主”作用，大力推进“大户”转“场”、“农
场”转“社”、“规模”促“示范”的梯度发
展机制，推进“三级示范”体系建设。
目前，鹤山全市已累计培育县级及以
上示范家庭农场50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示范社40家。

目前，鹤山正以龙口镇牛产业为
主导，开展农业农村部农业产业强镇
项目建设，引进旺牛世家、甘牛食品等
2个企业项目，推动智能屠宰、牛肉深
加工、先进冷链物流和无害化处理，构
建“生产+加工+科技+品牌+流通+休
闲旅游”全产业链。

其中，旺牛世家作为龙头企业，带
动相关规模化经营主体30家，争取实
现打造高标准规模化肉牛养殖基地20
公顷（300亩）以上、实现主导产业产
值提升12%以上的目标。

接下来，鹤山将通过搭平台、集要
素，继续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引导其带动广大小农户从农业经
营中受益，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澎湃
动能。

江门日报讯（记者/谌磊 通讯员/麦娥
英）近日，鹤山市召开2024年“6·30”助力
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议，动员鹤山全市各级
各部门积极开展“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鹤
山市副市长陈畅参加会议。

据介绍，2023 年 6月至 2024 年 5月，
鹤山市慈善会共接收捐赠款物价值约
9035万元，同比增长65.56%。自 2010年
开展“6·30”相关活动以来，鹤山市累计募
集捐赠款物近5亿元，在扶贫济困、助医助
学、扶老救孤、应急救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在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绿美鹤山、推
动“百千万工程”等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
献。

会议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切实提
高效率，强化工作落实，综合运用融媒体技
术，大力拓展宣传范围、拓宽捐赠渠道，广
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各有关单位、
各镇（街）要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开展“干部
职工爱心捐赠”等系列主题活动。同时，把
企业献爱心与深入开展暖企服务结合起
来，落实减税降费和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
优惠扶持政策。鹤山市慈善会要严格遵守
捐赠财产使用管理规定，加强和规范资金
管理，做好信息公开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

鹤山召开2024年“6·30”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议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
参与“百千万工程”

址山镇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

以“四有”举措助力农业农村发展
今年以来，址山镇全

面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深入推进“百千
万工程”，扎实推进乡村
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等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守护粮食安全“有方”
今年，址山镇积极落实粮食安全

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提前谋划春耕
种植，着力打造水稻高产高效示范片，
守护粮食安全“有方”。

址山镇昆阳村更鼓垌是江门、鹤
山和址山三级联创的水稻高产示范
片，为133.33公顷（2000亩）集中连片
高标准农田。址山镇对该片区采取统
一供种、统一育秧、统一栽插、统一田
间管理、统一病虫鼠害防治的方法，为
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址山镇共有农田1466.67公顷
（约2.2万亩），上半年完成水稻种植面
积超973.33公顷（约1.46万亩）。更
鼓垌主要种植的水稻品种是‘万香一
号’，水稻种植基本实现机械化。”址山
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业务人员李冠威表
示。

此外，址山镇积极推进“大耕户承
包+机械化”耕作模式，发展规模化经
营、机械化生产，支持农机大户和合作
社开展专业化服务，鼓励种粮大户不
断更新升级耕作机械。

“我们还积极做好农机手作业技
能培训，引导种粮大户为周边农户提
供专业化、机械化服务，着力解决农村
用工难、用工贵、散户种植效益偏低等
问题，有效保障水稻生产提质增量。”

李冠威说。

乡村美化绿化“有力”
今年以来，址山镇深入实施绿美

生态建设，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绿化大
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该镇组织开展实地调查评估，对
农村“四旁”“五边”的植树需求进行摸
底，明确所需树种、数量及种植位置，
后续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分析研判，拟
定种植计划，绘制绿化村庄规划图。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结合
党员志愿服务、主题党日，开展‘一名
党员一棵树，一个支部一片林’乡村绿
化行动，以‘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全
员参与’的形式，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绿化工作。”址山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

据统计，今年以来，址山镇已组
织开展绿美植树主题党日活动37场

次，发动党员群众995人次，种下“劳
模林”“巾帼林”“青年林”等，种植树
木超1万棵，切实做到见缝插绿、村村
见绿。

村庄颜值提升“有效”
今年以来，址山镇以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美丽庭院”
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村庄颜值得到有效提升。

据悉，址山镇定期开展镇村联合
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推进党
建积分制管理模式，让村民从“要我参
与”变成“我要参与”。例如，该镇云东
村党总支通过党员带头、荣誉墙表彰
等方式，常态化推进村容村貌治理。
同时，址山镇积极发动农村党员、老一
辈参与农村绿化管护工作，如定期清
理杂草、修剪花木等。

址山镇还积极开展“美丽庭院”建
设，引导村民在保持环境整洁有序的

基础上，增添阳台绿植、庭院花草，形
成绿美“微单元”，以点带面推动村庄
环境从“一处美”向“处处美”转变。

址山镇昆联村老党员林芳远主动
承担起村里的绿化管护工作。林芳远
说：“路边的盆栽、鱼塘边的小花园虽
然很美，但如果无人打理，后期肯定会
变荒废的。我希望继续发挥余热，为
美丽乡村建设出一点力。”

农民增收致富“有计”
今年以来，址山镇积极探索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盘活用好集
体资源，统筹整合全镇7个村，以“国
资注资+多村合资”的股权合作模式，
谋划成立鹤山首家镇级强村富民公司
——鹤山市腾云贸易有限公司。企业
揭牌成立首日，即获现场认购138万
元，实现“开门红”。

鹤山市腾云贸易有限公司的成
立，为址山镇各村集体经济发展搭建

资金承载、资金营运、产业投资、项目
建设和利益共享平台，推动村级集体
经济持续稳定增收。

“成立强村富民公司，可以整合资
源，在资源配置上进行跨村联动、联
建、联营，通过出租、入股、共同经营、
流转管护等方式，将‘散落’各村的资
源连点成线、聚线成面，增强村集体经
济造血功能。”址山镇党委书记冯永强
说。

据了解，鹤山市腾云贸易有限公
司计划两年内带动11个行政村的村
级经营性收入超50万元，走出一条
乡镇统筹、支部引领、联营共建、抱
团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之路。

接下来，址山镇将进一步统筹农
产品、工业产品市场，与新型经营主
体、公司直接对接，优化产业布局，建
立农产品、工业产品营销网络，推动农
业产业化和工业化发展。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谌磊
通讯员 陈梓彦 邓长平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舜同 通讯员/郭
银芳）鹤山已进入“龙舟水”集中降雨期。
近期，龙口镇组织镇、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
站工作人员以及“侨都星火”退役军人志愿
者、“双百社工”等，对辖区独居、困难退役军
人的住房开展隐患排查，保障他们的生命财
产安全。

据悉，一行人员对困难退役军人进行逐
户走访，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居住条件。
过程中，工作人员就暴雨期间的出行安全、
用电安全等，为退役军人提供指导，嘱咐他
们保护好个人生命财产安全。此次排查，共
走访退役军人家庭135户，排查隐患13处，
目前，所有隐患均已得到妥善处理，退役军
人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接下来，龙口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持续
关注强降雨对困难退役军人生产生活造成
的影响，加强对重点优抚对象的关心关爱。

龙口镇上门走访退役军人

为重点优抚对象
消除安全隐患

“庭前紫薇初作花，容华婉婉明朝霞。”
行驶在鹤山大道上，道路中间绿树挺立，万
绿丛中的一点紫色尤为吸引眼球。近日，鹤
山大叶紫薇盛放，迎风飘扬，一朵朵、一簇
簇，花瓣皱卷，犹如少女的裙裾。

据悉，大叶紫薇又名“大花紫薇”，冬季
落叶前叶变为黄色或橙红色。花冠淡紫色
或紫红色，边缘有皱褶，被誉为“行道树中的
美女”。大叶紫薇花期一般为5-7月，目前
正是盛放的时节，在鹤山大道、沙坪河两岸、
三夹公园等地，都可以看到盛开的大叶紫
薇。

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 摄影报道

大叶紫薇花开灿烂
鹤山多地可观赏
“行道树中的美女”

〉〉〉更多鹤山新闻请登录
jmnews.com.cn

双合镇一蔬菜种植基地开展农家乐活动。

▲址山镇昆联村老党员林芳远
主动承担起村里的绿化管护工作。

◀鹤山市腾云贸易有限公司成
立，推动强村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