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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和
美

开 平 市 马 冈 镇 红 丰 村

大胆创新，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马冈镇红丰村成立了开平市首家强村富民公司——红丰强村富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丰强村富民公司”）。

红丰村干群同心，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实现新跨越，红丰强村富民公司
为村级发展注入新动力。

文/图 李淑珩

开 平 市 塘 口 镇 强 亚 村

借“世遗名片”促文旅深度融合
走进塘口镇强亚村，古色古香的碉楼、居庐点缀在稻田和青山绿水之间，描绘出一幅秀美的乡村画面。借助“开平碉楼与村

落”这张“世遗名片”，近年来，强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村立足资源禀赋，深挖侨乡历史文化，提升乡村软硬实力，深化
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打造“可造血、可复制、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模式，赋能“百千万工程”实施。

文/敖转优 图/塘口镇提供

开 平 市 赤 坎 镇 红 溪 村

“现在村子大变样，环境优美，道路整洁，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开平市赤坎镇红溪村的老党员关伟协对“家门口”的变化
感到高兴。

近年来，红溪村以赤坎华侨古镇周边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建设为契机，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绘就幸福农村新画卷。

文/图 李淑珩

村落“活”起来 村民“富”起来

开 平 市 百 合 镇 茅 冈 村

力促“红色村”全面振兴
走进开平市百合镇茅冈村，映入眼帘的是崭新的党群服务中心。“‘家门口’变得这么漂亮，党群服务中心每天人来人往，大

家有什么事情都会来这里。”80多岁的村民周伯说。
近年来，茅冈村大力传承和弘扬周文雍陈铁军革命精神，围绕打造“开平红色文化高地、侨乡党员精神家园、乡村振兴示范

案例”的目标，不断加强组织建设，结合特色农业和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积极探索“红色+”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施，扎实推动“红色村”全面振兴。

文/敖转优 图/百合镇提供

文旅融合
乡村焕发新活力

在强亚村，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不断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村民因此增收致
富。

近年来，强亚村梳理自身文旅特色
资源，对全村现存的57座碉楼进行登记
造册，并积极整合旅游资源，村庄对闲置
碉楼及民房等资源进行招商，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不断丰富“碉楼游”内容，将文
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强亚村引入文园碉楼民宿等项目，
通过以闲置土地和房屋资源入股，形成

“固定保底租金+分红”的合作模式，创
新村民分红方式，实现村民与项目共建
共享。乡贤方健俊投资500万元在村里
建设的民宿“五十三度竹下”生意火爆，
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也为村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回到家乡创业，是因为我看
到了家乡巨大的潜力和机遇。”方健俊说
道。

此外，强亚村成立强村富民公司，通
过“经联社+合作社”模式，整合村集体
资金、资产和资源，增强自身“造血”功
能，促进乡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增强乡
村发展“硬实力”。目前，强村富民公司
已在开发荷花生态园、农夫市集等多个

优质项目。
文旅产业兴旺，强亚村焕发出勃勃

生机，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

党建引领
美丽乡村“内外兼修”
强亚村注重党建引领，增强基层干

部的战斗力，实施“头雁工程”，完善
“选育管储用”工作机制，吸引了一批
优秀青年人才返乡，使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力和引领力大幅提升。通过“两带一
包”模式，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
建村级党员干部志愿服务队伍，推动党
员下沉一线，开展网格化和精细化治

理。同时，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明确
“五治”方面的加减分项，激发党员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成立法律服务工作
室，解决村民矛盾纠纷和侨胞回乡创业
的法律问题。

在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道路
上，强亚村以党建引领，助推乡村“内
外兼修”。通过广泛听取民意，集合各
方力量，该村投入3000万元对辖下7
条自然村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完善污水
处理设施，翻新建筑外立面，改善村容
村貌；完成河道护岸和碧道建设共计
2.8公里，重建广陵水闸和庙边水闸，为
河流综合整治提供重要保障；深化“无

废乡村”建设，聘请专业清洁服务公司
开展清扫保洁服务，垃圾实行集中收集
和统一转运处理，乡村环境更加整洁美
丽。

此外，强亚村积极推进世遗廊道建
设，特别是保护和开发利用碉楼等世遗
资源，打造研学旅游片区，写好乡村振兴

“大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强亚村改造的3A

级旅游厕所获得2020年世界景观建筑
奖、2021年世界建筑新闻奖金奖，该村
还获得广东省“厕所革命优秀村（自荐
类）”、江门市卫生村、江门市基层党建示
范村、江门市“红色美丽侨村”等荣誉。

完善基础设施 擦亮幸福底色
红溪村以赤坎古镇周边乡村振兴示

范项目建设为契机，主动谋划村庄发展
方向，根据各自然村的资源禀赋、文化内
涵等情况，分类打造特色精品村1条、美
丽宜居村3条、干净整洁村6条。该村
扎实开展村庄清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污水治理、“厕所革命”等专项行动。

“我们十分注重培育群众在乡村振
兴中的主人翁意识，村民渐渐从‘要我
干’转变为‘我要干’。”红溪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关金源说。其中，鹰村、
北兴等自然村在修建鱼塘护壁中，村民

小组通过主动补偿或减免鱼塘租金的方
式，解决养殖户损失问题；莲蓬村村民自
筹5000元，专门用于农房风貌管控提升
工作；鹰村村民主动拆除自家庭院围墙，
让出部分空间，用于村道拓宽……

如今，红溪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已基本完成，乡村风貌实现美丽蝶变。
点点滴滴的变化，为该村后续乡村产业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谋划产业发展 力促共同富裕
红溪村毗邻赤坎华侨古镇，下辖自

然村距离古镇景区入口不到1公里，有
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景区辐射带动

红溪村经济发展，据统计，2023年，该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42.3 万元，同比增长
31.6%。其中，莲蓬村、大蓢村村面及村
内的闲置地块变身停车场，并参照景区
停车场价格收取停车费，既解决了游客
停车难问题，也提高了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

与此同时，红溪村积极组建强村富
民公司，通过土地流转、盘活闲置资源方
式，推动村集体经济由资源资产租赁向
资源整合、农旅融合、参与运营转变。目
前，该村已成立鹰村田园综合体项目攻
坚专班，项目投资方已就村内公共空间
和闲置碉楼等优质文旅资源提出合作方

案，将采取“镇政府+项目公司+村集
体+村民”多方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打
造研学基地、精品民宿、露营地等业态，
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筑牢民生底线 点亮幸福生活
红溪村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打造了

一支具有执行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干
部队伍，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该
村通过积分制、清单制、无职党员设岗定
责等模式，引导群众、无职党员积极参与

“百千万工程”，形成事事有人管、人人有
责任、个个比贡献的局面。

同时，红溪村不断守牢民生底线，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各自然村出行主
干道加装太阳能路灯，村民夜间不再摸
黑出行；疏通竹咀头渠等田间渠道，大大
改善农田雨季受淹问题；积极盘活红溪
小学物业，建设自助图书馆、篮球场、停
车场等文化休闲设施……一项项惠民工
程，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

下一步，红溪村将围绕人居环境整
治、乡村建设、资源整合等，继续用好积分
制、清单制、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等举措，让

“积分”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高分”，让“清
单”转化为和美乡村建设的“成绩单”，促
使村落“活”起来，带动村民“富”起来。

坚持党建引领
传承“红色基因”

茅冈村突出党建引领，激活组织振
兴新动能，通过实施“头雁工程”，打造坚
强干事队伍；完善制度建设，打造坚强战
斗堡垒；成立工作专班，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

同时，茅冈村大力修复红色遗址，打
造重点红色教育基地。该村先后完成周
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门口停车场建设，
修缮周文雍故居、周文雍少年时期夜读
处镇东楼；完成茅冈宝顶村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盘活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与茅

冈圩一带约2公顷（30亩）土地，推动落
实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扩建用地规模和
用地指标，谋划红色研学、红色旅游综合
开发配套项目，增强红色教育品牌影响
力，打造江门、全省乃至全国的重点红
色文化教育中心。此外，该村举行侨乡
党史党建研讨会，进一步解读和发掘周
文雍陈铁军革命精神；在镇、村开设青
年干部红色晚自修课堂，引导青年干部
强党性、提素质；组织开展相约“红棉
之冈”研学班和“碉楼下的党课”等活
动。

值得一提的是，茅冈村创建“红棉之
冈”党建品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用“红棉精神”凝聚民心，乡村治理不断
迈上新台阶，该村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

“百镇千村”示范村；以“红棉积分制”为
抓手，利用“小积分”撬动基层“大治理”；
探索“党建+微网格+户积分”基层治理
新模式，让党组织体系与网格治理体系
充分融合。

发展乡村新业态
壮大集体经济

茅冈村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积极发
展“红色+旅游”乡村业态，推动周文雍
陈铁军烈士陵园、周文雍陈铁军纪念
馆、周文雍故居成为省内红色教育“打

卡点”，配合上级部门谋划红色研学、红
色旅游综合开发配套项目落地；串联打
造“周文雍故居—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
—开平市百合中学（‘周文雍陈铁军
班’）”红色教育精品路线；积极承接赤
坎华侨古镇旅游辐射，打造知名“红棉
文化”产品、文创旅游目的地和红色研
学体验地。

同时，茅冈村推进茅冈圩升级改造，
围绕“红色追思之旅”“百年侨圩风韵”

“市井圩市之味”三条主线，打造文创新
生活体验区、传统市圩生活区和古村里
巷轻商业区，并以文旅发展公司为平台，
形成精品文旅路线，以模式化、订单化承

接研学培训、乡村旅游等团体服务。
此外，茅冈村强化乡村土地整治和

产业发展，通过收储约20公顷（300亩）
土地，向大耕户进行统租，开展连片水稻
种植，进一步提升土地租赁价格和土地
资源利用率，促进群众增收；以镇属农
业发展公司为平台整合资源，深度挖掘
限制低效待开发资产资源，利用限制低
效待开发资产资源统一收储整合出租，
获取租金收益；实行“公司+合作社+
村”运营方式，推动土地资源集约化管
理和经营，打造“茅冈鸡爪芋”“邑橙”
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壮大。

整合资源
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红丰村山清水秀，但因资源利用不
足，一度成为集体经济薄弱村。自2020
年村“两委”换届以来，如何发展村集体
经济、提高村民收入，成为红丰村的头等
大事。

2021年，借鉴各地经验，结合本村
实际，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红丰村对村
经济联合社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激发
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活力，村集体收入
从2021年的11万元提高至2023年的
64万元。

这次改革让红丰村看到了希望。

2023年5月，该村积极参与全国首个镇
级行政区品牌“马冈优品”建设，由红丰经
济联合社及下辖4个经济合作社共同出
资，成立开平市首家强村富民公司——
红丰强村富民公司，以独立经济法人身份
参与市场活动，激活村级经济活力。

红丰村“遍地都是宝”，借助强村富
民公司的优势，村经济联合社陆续把村
集体、村民小组、村民，甚至外地资源整
合起来，扩大了经营范围。例如，依托

“马冈优品”，流转闲置农用地约4.67公
顷（70亩）种植“马冈优品”红蜜薯；投
入120万元建设马冈镇首个村集体经
济组织参股的马冈鹅养殖场；引入有实
力的公司，与黄屋村、荣塘村合作开展

辣椒种植项目；与马冈真味供销有限公
司合作成立红丰农机服务队等。

红丰强村富民公司能够更好地整合
村内外资源，一方面，市场化运作为村集
体、村民小组、村民带来收益，调动了各
方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更好结合“有为
政府”和“有效市场”，解决单独社会力量
无法解决的部分难题。

“比如，村里的资源‘家底’、各级相
关政策等，强村富民公司更了解，可以为
投资者提供更好、更到位的服务。”红丰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梁日光说。

实行股份制
村民腰包“鼓”起来

红丰强村富民公司实行股份制，
其中，红丰经济联合社占股 51%，红
丰村委会下辖4个村民小组共同占股
49%，引导村、组两级经济组织参与
进来，实现利益联结，既让村集体、村
民小组从公司运营中获益，也让村民
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梁日光算了一笔账，红丰强村富
民公司通过流转闲置农用地约 4.67
公顷（70 亩）种植“马冈优品”红蜜
薯，成为红蜜薯主要供应地，每年为
村集体收入增加 7万元，为群众创造
就业收入 6万元；辣椒种植项目流转
农用地约 43.33 公顷（650 亩），完成
首期种植30公顷（450亩），预计为村

组两级增加收入 70 万元。此外，解
决了 376 名村民的“家门口”就业问
题。

“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强村富民公
司建设，大胆尝试个人参股，拓宽村民增
收路径，并抓好种养产业，今年首批马冈
鹅苗投放养殖已顺利销售出栏，取得了
可观的收入，并进行快速扩张。同时，加
快美丽田园和水库移民安置房保育项
目，争取完成民宿项目建设并对外营业，
7月建设完成新质生产力共享菜园，入
住首批种子户，进一步丰富旅游资源。
此外，充分发挥农机服务队作用，积极寻
求与其他镇村合作，提高经营收入。”梁
日光说。

马冈镇红丰村通过强村富民公司与周边村集体合作辣椒种植项目马冈镇红丰村通过强村富民公司与周边村集体合作辣椒种植项目。。

塘口镇强亚村借助塘口镇强亚村借助““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平碉楼与村落””这张这张““世遗名片世遗名片””，，提升乡村软硬实提升乡村软硬实
力力，，深化文旅融合深化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百合镇茅冈村突出党建引领百合镇茅冈村突出党建引领，，激活组织振兴新动能激活组织振兴新动能，，完善党群服务阵地建设完善党群服务阵地建设。。

赤坎镇红溪村完成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赤坎镇红溪村完成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乡村面貌实现美丽蝶变乡村面貌实现美丽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