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场交流会上，伟明集团公司
代表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总投
资16亿元、规划用地23.3 公顷（350
亩）的腾奕温泉颐养城项目正式落
户。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大型高端康
养综合体，涵盖温泉度假酒店、豪华宴
会厅等设施，预计2027年投入运营，
届时可提供超2000个就业岗位。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三合镇正紧
抓机遇，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精心打造“硒泉康
养”品牌。在现有“七个一”项目基础
上提质增效，加快旅游基础设施与公
共服务建设，提升温泉片区服务质量，
引入优质农文旅融合项目，打造独具
魅力的温泉康养度假新景区。

同时，三合镇将进一步强化企业
服务保障，优化工业园区环境。对重
点项目加强跟踪服务与督查督办，用

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加大政策宣传
力度，激发企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性。
加快那金工业园拓园建设，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释放发展潜能。

在乡村振兴方面，持续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温
泉村通过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验
收，推进绿美三合建设与养殖池塘尾
水治理试点项目建设，支持高附加值
特色农业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三合镇党委书记赖开颜表示，未
来，将汇聚资源、资金与人才，紧紧围
绕“百千万工程”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目标，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优化
营商环境，聚焦制造业发展实体经济，
做强“硒泉康养”特色农文旅产业，带
动全镇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奋力谱写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经济活力迸发成绩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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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镇举办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

“金点子”助力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春日暖阳，万象更新，近

日，台山市三合镇迎来了一场
意义非凡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交

流会。这场以“共谋新篇，共创
辉煌”为主题的盛会，已连续举

办三年，不仅是对三合镇过往

发展成果的检阅，更是开启未
来高质量发展征程的重要契

机，为这片土地注入源源不断

的奋进力量。
当天，三合镇热闹非凡，

该镇乡亲代表、企业精英齐聚
一堂，共同为三合镇经济社会

发展出谋划策，一次次思想的
碰撞、一条条智慧的建议，都

承载着对家乡的深厚情谊与
殷切期望。

当下的三合镇，正以蓬勃的姿态
迈向新征程。作为台山城区的“后
花园”，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国
道G240、南环路穿镇而过，仅需
5分钟便能融入台城生活圈，尽
享区域发展红利，承接产业辐
射与文旅消费外溢，未来发展
潜力无限。

回首过去一年，三合镇在
经济领域成绩显著。工业发展
势头强劲，一批优质工业项目

相继落地，为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像国峰耐磨等企业积极投身

研发，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带动全镇

经济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数据显示，
2024 年，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
比增长 10.94%，规上工业产值同比
增 长 3.69% ，工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9.35%，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3.10%，各项经济指标飘红，彰显出
蓬勃的发展活力。

农文旅康产业亮点频现。腾奕
温泉颐养城、新一莲塘农业旅游观光
生态园等文旅项目成功落地，凤乡玉
怀文旅项目、凤来仪精品民宿、洋文
小院等顺利开业，与颐和温泉城、喜
运来温泉等老牌酒店共同构建起文
旅产业新矩阵。2024 年，全镇接待

游客超 2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4000
万元。

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上，各村积极
探索创新，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引入种
植项目等方式，实现了多点开花，拓宽
了村民增收渠道，让乡村发展更具活
力。镇村风貌也焕然一新，道路建设
不断完善，美丽圩镇客厅等“七个一”
项目圆满完成，圩镇环境与配套服务
持续升级。

民生保障方面，三合镇同样不遗余
力。按时完成多项人大票决的民生实
事项目，建成医养结合中心、长者饭堂
等，用实际行动温暖群众的心。

交流会上，各界代表踊跃发言，为
发展建言献策。大家纷纷表示，将当
好经济发展“领航员”、家乡形象“代言
人”、乡村治理“智囊团”，努力成为三
合镇经济社会建设“推动者”。

广东玫瑰岛集团总裁肖杉深情回
顾企业与三合镇的不解之缘，过去一
年，集团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依然取
得了佳绩。他表示，企业的发展离不
开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优质营商环
境的滋养，未来，该集团将继续秉持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与公益事业，为三合镇发展添砖加瓦。

台山市树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业务负责人夏言初则感谢政府一直以
来的支持，并介绍了公司在三合镇的
投资项目。

台山市河朗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锡祥表示，面对市场风云变幻，企业
将保持积极进取的姿态，不断学习创
新，践行企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各界
携手推动地方经济繁荣。

联安大顶村的甄健瑜作为乡亲代
表，针对家乡道路改道问题提出了建议，
并呼吁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提升本地竞
争力。

大学生代表余俊霖结合自身求学
经历，为三合镇发展出谋划策。他建
议，立足温泉特色与历史文化村落，精
准规划打造宜居康养产业城。同时，配
套人才落地基金，吸引大学生回乡建
设。在农文旅融合方面，他建议打造特
色品牌，加强宣传推广，提升三合镇的
知名度与美誉度。

红色记忆、浓郁咖啡香、田间稻
香、丰收喜悦……这些美好的元
素，汇聚在完成升级改造的都斛
镇美丽圩镇客厅里。

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
来，都斛镇明确农业专业镇
发展定位，以“绣花功夫”持
续提升镇域风貌品质和综
合服务能力，不断强化圩
镇连接城市、带动乡村的节
点功能。日前，升级改造后
的都斛镇美丽圩镇客厅正式

对外开放。

稻香与咖啡香交织
都斛镇美丽圩镇客厅全新亮相

融合多种元素
突出服务功能

都斛镇美丽圩镇客厅位于大纲红
色驿站内。客厅左侧是都斛镇全镇立
体沙盘，以微缩视角呈现出全镇乡村
振兴示范带，18个村（社区）、重要景
点、国道G228、省道S386和水库等都
清晰可见。沙盘背景是一幅台山市全
域旅游导览图，展示了台山的3A、4A
级景区以及酒店资源。

客厅设有布展区、“台山优品”专
区、服务区等不同区域。布展区以特
色农产品为主线，融入丰收和水稻元
素，展现了都斛镇从普通小镇发展成
为现代农业大镇的历程。“台山优品”
专区摆满了本地特色产品，其中不乏
都斛镇的硒米、象牙米等农产品。
在服务区，咖啡香气与稻香相互交
融。游客可以点上一杯香浓咖啡，透
过落地窗眺望千亩稻田的金色稻浪，
享受一站式服务带来的温暖与便捷。
都斛镇美丽圩镇客厅还创新融入工会
爱心驿站、人才驿站功能，定期举办技
能培训、产业沙龙，成为服务群众、凝
聚人才的“活力磁场”。

都斛镇党委副书记彭涛介绍，都斛
镇美丽圩镇客厅采取商家入驻模式，这
种灵活的合作模式有效解决了自主运营
面临的成本压力和管理难题，不仅提升

了服务质量，还激发了商业活力，为后续
引入更多业态提供了借鉴。

深挖本土特色
拓展多元业态

都斛镇美丽圩镇客厅不仅是特色
与文化的展示窗口，还见证了该镇“百
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巨大变化。
客厅中央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宣传
片，展示“百千万工程”的丰硕成果：
24.26公里的“四好农村路”像丝带般
蜿蜒；水库移民村美丽家园项目顺利
完工；圩镇主街外立面提升工程初显
成效，工农街、红旗街、解放街的建筑
物招牌整齐统一……

彭涛表示：“‘百千万工程’的推
进，让都斛镇在吸引投资和发展上更
有底气。”该工程打通了交通“毛细血
管”，使全镇面貌焕然一新，更激发了
发展动力。如今，都斛镇大力推动重
点项目建设，如广南化工宠物笼项目、
中天世纪生态农旅示范项目加快落
地，智慧农场全程机械化作业水平显
著提高等。

未来，都斛镇美丽圩镇客厅将进
一步强化“窗口+平台”功能，持续引入
产业推介、电商助农、文旅导览等服务
模块，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努
力成为展示“红色侨乡、农业强镇”双
名片的活力引擎。

都斛镇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乡村游“一路生花”
在台山市东南

部，都斛镇正凭借独

特的自然风光、丰富

的红色文化和诱人的

海鲜美食，吸引着越

来越多游客前来感受

其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独特魅力。

近年来，都斛镇

积极探索“农业+旅

游+文化”融合发展

模式，通过打造特色

农业品牌、完善旅游

环境和服务设施等举

措，成功吸引大量游

客前来观光旅游。农

文旅融合发展不仅提

高了耕地利用率，有

效增加了农民收入，

还成功塑造了特色农

业品牌，有力推动乡

村旅游和镇域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油葵花盛开 春游打卡热
春日的都斛镇，处处洋溢着生机。

在都斛镇的中国农业公园内，广东第一
田上，2.67公顷（40亩）油葵花竞相绽
放，金黄的花海与周边农田相互映衬，
构成一幅美不胜收的田园画卷。据悉，
这些油葵是去年12月播种的，经过数
月精心培育，今年2月迎来盛花期，预
计花期将持续至3月初。

踏入油葵花海，宛如走进梵高的油
画世界。记者在现场看到，游客们穿梭
于花海之间拍照留念。“这里的油葵花
太漂亮了，简直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
来自珠海的游客李女士兴奋地说，“我
是在朋友圈看到这里的油葵花海，特意
开车过来打卡的。”

油葵花海的盛放，不仅为游客提供
了绝佳的赏花去处，也推动当地乡村旅
游的发展。据都斛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油葵花海极具观赏性，为乡村旅游增
添了许多亮点。自油葵花开放以来，每
天都有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周末和节假
日更是人潮涌动。这不仅带动了周边
农产品和特色美食的热销，还大大提升
了都斛镇的知名度。”

为切实提高耕地利用率，有效增加
农民收入，近年来，都斛镇积极探索并
全面推广“双季稻+冬种”轮作种植模
式。在冬种时节，利用闲置农田种植油
葵，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耕地有机质含
量，为来年粮食生产奠定基础，让大湾
区的“米袋子”“菜篮子”更加充实；另一
方面，油葵可加工成植物油，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

农文旅资源丰富
融合发展引客来

“看到网上的宣传，我们专门从珠
海过来都斛看油葵花花海，品尝农家特
色菜。在海鲜街附近的餐馆吃了菜果
饭和当地的菜花，都斛菜花果然名不虚
传。餐馆老板推荐的虾酱炒都斛菜花，
鲜甜可口，味道特别棒！”上周末，珠海
游客叶先生带着家人来到都斛镇深度
游玩，逛村落、赏美景、品美食，他对都
斛镇的美食美景赞不绝口，表示旅游体
验非常好。

都斛镇油葵花海的成功，是该镇探
索“农业+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的生动
体现。都斛镇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风光，还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和独

具特色的美食文化。近年来，都斛镇积
极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探索“农业+旅
游+文化”融合发展模式，成功吸引大量
游客前来。其中，“稻稻+向日葵”的种
植模式，既提高了耕地利用率，又塑造
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品牌，为乡村旅
游增添了新魅力。

此外，在都斛镇，红色旅游资源也
是一道亮丽风景线。大纲村和东滘村
是红色旅游的核心区域，以林基路红色
教育基地为中心，形成了一条充满革命
历史氛围的旅游线路。游客可以在林
基路纪念公园、林基路故居和林基路生
平事迹展馆，深入了解革命先烈林基路
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同时，东滘口

“胜利大营救”旧址也得到精心保护修
复与利用，建成中国文化名人胜利大营
救展览馆等设施，为红色旅游增添了新
内涵。

“周末，我们会带孩子去黄茅海跨
海通道看看，然后到都斛镇参观红色基
地。这样既能让他们了解革命历史，又
能感受国家基建的魅力，培养他们的爱
国情怀。”市民甄小姐是都斛镇的“常
客”，她表示该镇是周末亲子游的好去
处。

据悉，除红色文化外，都斛镇的美
食文化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这
里产出不少特色农产品，为当地美食提
供了丰富食材。台山青蟹、台山蚝以及
享有盛誉的菜花，都是都斛镇的美食名
片。此外，都斛镇的大米品质优良，是
制作各种美食的优质原料。

值得关注的是，黄茅海跨海通道的
开通，为都斛镇的旅游发展带来前所未
有的机遇，促进了游客增长，还让游客
的旅游体验更加便捷丰富。在都斛海
鲜街，常常能看到大湾区游客的身影，
他们在这里尽情享受海鲜盛宴。

都斛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
都斛镇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
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同时，还将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美
食文化，努力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理
想的乡村游目的地。

文/图 李嘉敏

文/图 陈素敏 都斛宣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通讯员 三合宣

推动镇村提质群策群力

释放发展潜能抢抓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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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镇是台山城区的“后花园”，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交流会上交流会上，，乡亲代乡亲代

表表、、企业精英共同为三企业精英共同为三

合镇发展出谋划策合镇发展出谋划策。。

都斛镇美丽圩镇都斛镇美丽圩镇
客厅正式对外开放客厅正式对外开放。。

游客们在花海中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