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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平 市 恩 城 街 道 米 仓 村

农文旅融合激活发展新动能
2023年12月4日，赋能“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新能源项目签约仪式在恩平市恩城街道米仓村举行。根据协议，江门公

用集团属下企业江门公用能源投资集团，将在米仓村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1000万元，项目建成后，每
年可为米仓村带来20万元的收益。

在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米仓村开拓思路，大胆探索，不仅在与国有企业携手发展上取得突破，更
在“农业+旅游”方面实现新发展，努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农村新画卷。

文/图 周晓营

农文旅融合促乡村振兴
位于米仓村的恩平市簕菜文化创意

园常常游人如织。该园区距离恩平市中
心仅15分钟车程，是米仓村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融合发展精品农业的“王牌”项
目。

乡村振兴，人才是魂，为了引入智慧
“外脑”助力乡村振兴，2023年 9月28
日，米仓村特意聘任米仓村优秀乡村人
才、恩平市簕菜文化创意园负责人李劲
新担任该村“乡村CEO”。“下一步，我将
立足本村优势，结合实际积极梳理盘活
各类资源，协助活化村内闲置资产，激发
本村的内生动力，力所能及地带动更多

村民们走上致富路。”李劲新说。
近年来，米仓村因地制宜走好特色

发展之路，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一直以来，米仓村依托簕菜产业加

快推动“三产融合”。发挥“一村一品”簕
菜产业优势，推动成立恩平市大人山簕
菜专业合作社。第一产业方面，推进标
准化示范种植，建有基地种植簕菜面积
8公顷（120亩），为本地村民提供近60
个就业岗位。第二产业方面，恩平市簕
菜文化创意园建设簕菜茶和农产品加工
车间，开发复合型簕菜茶产品，年产值约
400万元。此外，搭建线上电商平台，形
成“线上线下”营销专线，推动簕菜产业
走出恩平。第三产业方面，该村打造集

“乡村游+野外拓展+科普教育+民俗体
验”于一体的农业创意园综合体。2022
年以来，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同
时，该产业园还成为研学实践活动基地，
每年接待学生人数超5万人次。

党建引领乡村发展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成绩获

得的背后，是米仓村坚持党建引领发展
结出的硕果。

米仓村现有“两委”班子7人，平均
年龄42岁，其中30岁以下的有2人，拥
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6人，干部队伍
富有活力。

平安和谐是基层发展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严
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2023年以来
解决村内民生实事12项。开设乡村治理

“积分超市”，吸引党员、群众参与共建共
治。此外，该村还用活用好各类资源壮
大村集体经济，利用米仓村党群服务中
心原址和原米仓市场地块，高标准打造
米仓村新党群服务中心和产业扶贫楼。
通过扶贫楼物业出租，山头、场地、厂房
发包等，让村集体收入年均增长20%，
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9.6万元。

下一步，米仓村将继续打好“四张
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打好“党建牌”，夯实基层战斗堡
垒。完善基层党组织生活，聘任米仓村

“乡村CEO”等，建强引领共富的“火车
头”。持续拓展“朋友圈”，计划与鹤山市
共和镇来苏村、江海区外海街道直冲村、
新会区会城街道奇榜村结对，共谋发
展。打好“产业牌”，努力实现村强民
富。计划成立米仓村强村公司，推动村
民小组入股公司，深度参与米仓村未来
产业发展，共享发展红利。打好“基建
牌”，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积极申报
水利部门移民政策项目，全力以赴参与
全省水库移民“美丽家园”项目竞争。
打好“文化牌”，持续推动乡风向好向
善。提炼米仓村内涵和理念，设计专属
Logo，全方位展示米仓文化风貌，打造
创意米仓、长寿米仓、绿美米仓。

恩平市簕菜文化创意园成为诸多自驾游旅客的旅游目的地恩平市簕菜文化创意园成为诸多自驾游旅客的旅游目的地。。

恩 平 市 沙 湖 镇 南 塘 村

将闲置地变成“希望田”
2023年12月12日，恩平市沙湖镇南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莫荣欢行走在村里的田头，看着长势喜人的马铃薯满

心欢喜地说：“2023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90万元，村组总收入超过150万元！”
通过运用“两预两委托”模式，把“闲资源”变成“活资源”，南塘村实现近79公顷（1183亩）连片耕地经营权规范流转，成功

创建为江门市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示范片，带动农业产值950万元，同比增长12.5%，有效破解农村耕作水平低、种植成
本高、农田撂荒等问题，走出了一条盘活土地资源的新路子。

文/胡伟杰 冯苑 图/沙湖镇提供

想方设法盘活土地
南塘村位于沙湖镇最南边，土地资

源丰富且肥沃，传统经济以农业为主，主
要农作物为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33公
顷（2000多亩），兼种薯类、花生、蔬菜等
作物。“此前，南塘村的农耕产业一直是
分散化、碎片化的小农田模式，难以跟上
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莫荣欢说。

在沙湖镇党委的推动下，南塘村党
总支建立“网格化+调查清单”工作模
式，发动党员干部、网格员逐户对撂荒耕

地进行“地毯式”“拉网式”摸排登记，厘
清撂荒面积、承包关系、耕种现状、土质
性质等情况，建台账、列清单，全面摸清
耕地撂荒底数和查明撂荒原因，并综合
分析研判，围绕目标导向挂图作战、对表
推进，为承包土地流转试点工作顺利开
展打下坚实基础。

“要想实现土地有序流转，统一村民
的认识是关键。”莫荣欢说。他先后召集
党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举行集体
讨论协商，充分听取社情民意，多次举办
村民宣讲会议，邀请专业的法律顾问、农

村带头人、农业企业代表等现场答疑解
惑，由内及外消除村民顾虑。通过发挥
村民代表、人大代表的沟通协调作用，与
群众一道参与并制定《沙湖镇农村承包
土地经营权流转示范片财政奖补资金实
施方案》，奖补资金按3：2：2：1：2的比例
分配，兼顾村集体、村民、承租方的利益
平衡，让村民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合
作”。对有耕作需求的村民，南塘村委与
村代表一起进行纸上确权，确认了每户
承包面积，然后把农田分为一二三等级，
通过同等级置换或跨等级调剂的方式，

将位于整合范围的“插花地”调出，平衡
好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的冲突。对于意
愿不强的村民，村党支部组织专职小组，
由村干部、党员多次入户沟通并带头首
先流转，做好带头示范。

打造农民增收“聚宝盆”
在村党委的积极推动下，南塘村农

田土地资源整合面积达近79公顷（1183
亩），涉及北雁村、马坦村、车元村等10
个村民小组共375户农田，解决农业产
业用地问题。

土地资源完成整合后，经沙湖镇“三
资”管理平台发包招商，引入专业农业公
司采用机械化、规模化和“稻—稻—薯”
轮作模式进行耕作，土地的活力被重新
激发，原本不受待见的荒地变成农民增
收的“聚宝盆”。流转后土地租金由原来
平均不足200元/亩提升至530元/亩/
年，增幅达66.7%，实现周边村集体收入
增收约28万元/年。目前，南塘村的成
功经验已推广到沙湖全镇，形成了一套
可延续、可推广、可复制的农村土地流转
模式，将荒坡地变成“希望田”。

沙湖镇南塘村盘活土地资源沙湖镇南塘村盘活土地资源，，促村集体和村民增收促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恩 平 市 牛 江 镇 昌 梅 村

2023年以来，恩平市牛江镇昌梅村坚持党建引领，全力抓住特色农业和冯如故里“两张名片”，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努力将高质量发展“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文/图 周晓营

用好“两张名片”推动乡村振兴

聚焦特色产业 擦亮农业品牌
昌梅村是国家级万亩水稻和马铃薯

生产示范基地核心区，高标准农田覆盖
率及机械化耕作率达95%以上。

近年来，昌梅村依托富硒资源，“乘
硒而上”，以全镇建设濑粉特色产业园为
突破口，以全产业链发展思路推动富硒
农业发展，并辐射带动农耕体验游乐产
业，推动“接二连三”。

目前，用昌梅垌杂优水稻制作的濑
粉等优势农产品远销巴拿马、委内瑞拉、
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和地区。

同时，昌梅村通过“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模式，大力培育丰江农业专
业合作社、焕棠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两稻一薯”间

种方式，推广发展“订单式”农业，推动形
成“农业+”多业态发展模式，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

此外，该村积极推动农文旅多元发
展，成立昌梅文旅发展公司，扶持文创产
业发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航空科普
研学游，培育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研学
科普等产业。2023年接待研学队伍超4
万人次，为村集体经济增收5万元。

聚焦风貌提升 改善人居环境
2023年11月19日，2023恩平温泉

嘉年华暨环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天然氧
吧”穿越赛在恩平市冯如广场盛大开幕，
开幕式上，恩平市发布了“温泉康氧+”8
条旅游精品线路，其中“温泉康氧+
City Fly冯如文化之旅”线路与昌梅村

息息相关。
昌梅村是“中国航空之父”冯如的故

里，因此，基于“冯如文化”而打造的旅游
项目成为昌梅村的特色亮点。近年来，
该村大力打造冯如文化精品线路，深入
推进冯如故居片区升级改造，开展农房
外立面美化改造，完善周边基础设施，推
动乡村旧貌换新颜。因地制宜开展村庄
美化、绿化、亮化工程，将村中原本“脏、
乱、差”的卫生死角进行升级改造。

此外，该村还深入开展垃圾分类、污
水处理及“厕所革命”等工作，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每
个自然村都纳入生活污水管网，无黑臭
水体，所有村实现雨污分流，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全覆盖。

昌梅村还通过多方筹措资金，争取

各级支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改
建）村道5条2.7公里，村内道路硬底化
长度约26公里。2023年，昌梅村投入
约20万元，积极推进党群服务中心升级
改造，更好地提供服务。此外，改造莲昌
村塘坦面积达2700平方米；推动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全面推进“三线”整治，2023年整治40
多处，进一步提升乡村“颜值”。

聚焦基层善治 提升服务效能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昌梅

村大力实施“头雁工程”，强化党建引领，
选优配强村“两委”干部。建立健全党员
联络村民服务机制，为群众建言献策、捐
资助力拓宽渠道。

通过乡镇干部“背包住村”模式听民

意，收集民情，及时向镇政府反馈，2023
年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19件。推行乡
村振兴辅导员制度，由党员、人大代表担
任辅导员，因地制宜，一村一策，辅导开
展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乡村治理等工
作。加强群防群治，组建村治安联防队，
设立警务室、治安执勤点和布局治安巡
逻路线，逐步建立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

此外，该村还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深入推动幸福院建设，有效满足老人
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在村内成立恩平
市首个涉侨法官工作室，为辖区内侨胞、
侨眷、侨企提供司法服务，维护侨益。

昌梅村依托牛江镇“一网统管”智慧
基层治理平台和“雪亮工程”，将“雪亮工
程”与全镇综治维稳网格化管理、应急管
理机制有机结合，实现电子信息化管理。

牛江镇昌梅村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牛江镇昌梅村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

恩 平 市 君 堂 镇 黎 塘 村

写好“侨”文章 争当“排头兵”
恩平市君堂镇黎塘村自然资源禀赋优异，地理位置优越，距国道325线仅3.5公里，中阳高速君堂出入口近在咫尺，村内

环境优美，村庄建设独特，华侨资源丰富，拥有37栋（至今保存完好的有36栋）极具东南亚风情的碉楼。该村写好“侨”文章，
激发新活力，争当恩平市“百千万工程”排头兵。

文/吴健争 图/君堂镇提供

凝聚侨心侨力 赋能乡村振兴
坚持“党建带侨建”，搭建侨界“会客

厅”。黎塘村党支部以侨为“桥”、为侨搭
“桥”，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完善
侨胞联络交流机制，为侨界提供共话发
展平台，凝聚侨心侨智侨力，赋能乡村振
兴。2013年，在热心乡亲的共同努力
下，海内外乡贤成立黎塘乡亲联谊会。
联谊会自成立以来，与村“两委”保持联
络沟通，积极围绕家乡发展建言献策。

黎塘村海外乡亲带头为家乡建设捐
资赠物，回乡兴办公益事业；主动架起海
外乡亲与家乡沟通联系的“桥梁”，助力

家乡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
来，黎塘村累计筹集资金1500多万元，
建设一批自然村的塘坦、村道、公园、球
场、路灯等，乡村面貌实现华丽转变。

海内外乡亲还发挥人脉广、资源多
优势，利用其强大“朋友圈”，在助力君堂
镇招商引资方面贡献力量，如旅外乡亲
多次为镇政府提供优质招商线索，顺利
推动美时五金、利高玩具厂等外资企业
落户君堂镇。此外，黎塘乡亲联谊会坚
持每年组织召开茶话会3-5次，海内外
乡贤共聚一堂，共谋发展。同时，联谊会
还积极为家乡开展各项扶贫、济困、敬
老、助学等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此外，黎塘村为侨服务保权益，用心
用情暖侨心。近年受多种因素影响，许
多在外漂泊多年的侨胞选择回国或送子
女回乡读书，黎塘村积极介入，主动与
县、镇两级侨务部门协调沟通，帮助多名
侨胞子弟解决入学问题。

激发强村富民强大活力
黎塘村立足资源优势，助推农村产

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发挥“近河临水”优势，大力发展水
产养殖业。黎塘村鱼塘资源丰富，现全
域水产养殖规模已超 66 公顷（1000

亩）。其中，引入恩平市和林农业专业合
作社，采用“公司+农户”模式，规模化养
殖生鱼、鳗鱼、宠物龟、加州鲈鱼等水产，
年总产值超3300万元，亩产值超18万
元，是恩平市首个运用高位池技术养殖
水产的合作社。同时，君堂镇还强化产
业效应，以点带面，整合全镇水产资源，
推动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园地、耕地“大整合”，助推种植业提
质增效。一方面，以恩平市北部五镇融
合发展为契机，整合园地资源，规模化种
植茶枝柑超33公顷（500亩）；另一方
面，大面积整治撂荒耕地，种植优质水
稻。

此外，黎塘村还积极探索文旅赋能
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两预两委托”模
式，将闲置小学、碉楼等资源整合起来，
并成功引入企业，计划投资5000万元，
盘活闲置碉楼、民房、校舍等，打造集华
侨文化历史、航空文化研学、田园耕读研
学于一体的“湾区第二课堂·幸福研学
社”民宿文旅项目。

近年来，黎塘村始终在乡村振兴中
走在前列，先后荣获“广东省侨界人文社
区示范点”“广东省乡村治理‘百镇千村’
示范村”“广东省民生法治示范村”等荣
誉称号，2023年11月，成功入选广东省

“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

君堂镇黎塘村碉楼文化广场成为君堂镇黎塘村碉楼文化广场成为““热门打卡点热门打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