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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西村是典型的城乡结合

部，长期以来，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一直是乡村治理的难题。面

对这一“顽疾”，从2018年6月

开始，上西村党委组织乡贤召

开联谊会，邀请善于创新的年

轻人和富有经验的长者等商讨

乡村治理之策，对村内交通、公

园、停车场等建设进行科学规

划。村党委统筹凝聚各方力

量，特别是引导乡贤积极参与

乡村建设和发展，为乡村振兴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近年来，上西村党委以问

题为导向，积极探索农村基层

治理创新，通过创新党群联动

机制，深入研究梳理，促使乡贤

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达

成共识。

上西村党委结合乡村振兴

总体要求以及实际工作，以基

层党委为主体，党员干部带头、

乡贤出资出力、群众广泛参与，

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

到充分发挥，战斗力不断加强，

如今的上西村，已是佛山第三

批乡村振兴示范村。

在九江有这样一棵树，它的

果实既能当作清洁剂洗衣服，又

能当作洗发液、沐浴露洗头洗澡，

更能当作药用于消积解暑，它就

是无患子树。2020年前，九江只

有2棵。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并不

知道无患子是什么。无患子又名

菩提子、木患子、洗手果。《本草纲

目》中记载：“无患子洗发可去头

风(头皮屑)明目，洗面可增白祛

斑。”“肥皂荚(无患子)……十月采

荚，煮熟捣烂，和白面及诸香作

丸，澡身面，去垢而腻润，胜于皂

荚也。”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九

江人却对它非常熟悉，有个专属

九江人的名字“木眼仔”。记者在

59岁的下西社区村民朱根作带

领下，来到下西社区稔一经济社，

见到树龄80多年的“木眼仔”。

只见树上结满了果实，长得小巧

可爱，乍一看还会误认成是龙

眼。“别小看它，以前可是宝贝，能

洗衣、洗澡，还能药用。”朱根作为

它竖起了大拇指。

在朱根作的印象中，母亲在

很长一段时间都用“木眼仔”的果

皮洗衣服，洗好的衣服穿在身上

很舒服，对皮肤没有刺激性。“用

‘木眼仔’洗的衣服很干净，沾满

泥巴的衣服都能洗干净。”朱根作

说，他记得有一次，妈妈洗衣服不

够“木眼仔”果子，他还特意跑到

树底下去捡。

“用‘木眼仔’果子在搓衣板

上搓几下，就会出来好多泡泡，三

个果就能洗一件衣服。”朱根作说，

那时每天早上或者晚上，都有好多

人揣着木盆，里面放着一把“木眼

仔”果子，就在河涌边洗衣服，而

孩子们就在河涌里游泳玩耍，玩

累了，最后要洗头了，就拿母亲木

盆里的“木眼仔”果子搓下，搓出

泡泡，一头扎进水里，一下洗干

净，然后就等母亲叫唤一声，一起

拿衣服回家。“‘木眼仔’很环保，

怎么洗水都是清，鱼也很多。”

除了有清洁作用，成熟后的

“木眼仔”果实还能当作药用，敲

开里面的果核，炒熟像坚果的味

道，朱根作回想当时的味道，用

“脆脆的”来形容。“小时候肚子不

舒服，家里的长辈都会拿出‘木眼

仔’果实炒熟给他吃，第二天就好

了。”朱根作说，这些种子具有清

热、祛痰、消积、杀虫的作用。

随着时代发展，“木眼仔”由

于生长周期长，不能满足群众对

木材的需求，再加上科技不断进

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群众更钟

情于有香味的洗衣粉、沐浴露，

“木眼仔”不再受欢迎，树木逐渐

被砍伐。至2020年前，九江现存

只有2棵。

自下西社区开展创建人居

环境整治特色精品示范村以来，

对辖区的三边地等闲置地进行了

整治，这棵80多岁的“木眼仔”则

是因环境改造需要从上基经济社

移植过来。“对老一辈村民来说，

这是一种情怀。”下西社区两委干

部朱美仪说。下西社区党委借助

环境整治的契机，2021年 3月

份，专门从广西采购100多棵“木

眼仔”在社区内种植，在美化环境

的同时，让居民更好地认识“木眼

仔”的药用价值和文化内涵。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朱美仪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打造幸福儒林之乡
村（居）党组织党员干部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带领群众建设美丽乡村

/九江镇农林服务中心支部/

仲夏时节，在九江镇

上西村，一条条通村公路

如玉带般将村落连接起

来，一户户别具风格的小

高层掩映在绿树丛中，一

项项基础设施项目正在紧

张施工……一幅产业兴

旺、环境优美的乡村风光

图在眼前展开，处处赏心

悦目。今年3月份，上西村

正是凭借自身实力，入选

佛山第三批乡村振兴示范

村名单。

上西村的发展史，就

是一部党建引领、干群携

手的奋进史，也是九江把

党史学习教育化作为民服

务动力的真实写照。近年

来，九江以争当模范的姿

态推进各项工作，以强党

建为引领，美化人居环境、

活化基层治理、优化产业

空间、打造幸福儒林之乡

为目标，全力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

随着城乡建设融合发

展步伐加快，九江镇乡村

振兴项目全速推进，以“宏

扬九江红 共筑湾区梦 争

当新时代先锋”党建品牌

创新带动美丽乡村建设，

涌现出上西村、下西社区

等一批特色精品示范村。

在有序推进精品示范

村建设过程中，像上西村

一样，每个村（社区）全方

位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和

凝聚力。这些村（社区）的

党员干部发挥带头示范作

用，走在基层最前线，用脚

步丈量村居的每一寸土

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农

村旧貌换新颜，迸发出勃

勃生机。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

推进水产养殖向“四化”迈进
近年来，九江镇农林服务中

心支部始终将群众的利益放在

首位，把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的作风，大胆开拓，在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面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

目前，九江镇农林服务中心

支部全面提速九江鱼花产业园

的建设，进一步发挥农业技术在

品种培育、量化生产等方面的支

撑作用，抢占“5G+水产种业”发

展先机，探索数字农业在水产种

业领域的创新应用，以科技引领

现代农业发展。

该支部还大力发展“农业+

工业”，重点推动水产养殖业产

品的深加工，完善物流配套，利

用南金村的免浆黑鱼片、酸菜鱼

等特色农副产品，打造现代水产

全产业链条的优秀示范，以产业

延链弥补纯农业在税收创造中

的短板。

在农产业品牌建设方面，该

支部通过直播带货、短片拍摄、

节庆活动、记者采风行等“线上+

线下”相结合创新形式，立体式、

多维度、多层次呈现九江水产业

发展状况，进一步深化了九江水

产业品牌建设，助推产业发展。

在农村产业发展方面，该支

部围绕打造“中国淡水鱼种业名

镇”和“粤港澳大湾区高品质水

产养殖示范区”的产业发展定

位，提出了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的目标，并于2020年6月

获批创建资格，正式启动省级农

业现代产业园——佛山市南海

区九江鱼花产业园的创建。此

外，该支部还申报认定了南金

村、加州鲈品种为省级“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专业村镇。

/上西村党委/
凝聚各方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

下西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组

织在基层治理的核心引领作用，

筑牢三级党建网格，下设二级党

建网格 7 个，三级党建网格 22

个。全面推进党建网格“三单制”，

统筹下辖各党支部、工青妇、人大

联络站、街坊会等各项社会治理

资源，入户了解群众需求，提高党

员引领和服务群众能力，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

现基层党组织强基增能。

下西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深入挖掘儒林文

化和渔耕文化，不遗余力把社区

打造成南海区人居环境整治特色

精品示范村、佛山市第一批乡村振

兴示范村。社区先后投入资金

8000多万元、全面开展村容村貌整

治、河涌整治和乡村景观提升工

程。辖区内7500米河涌进行清淤、

建挡土墙加固堤岸和生态修复，构

筑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锦鲤鸭子

荷花的美丽画卷，尽显九江水乡特

色，成为九江新网红的打卡点。

/下西社区党委/
基层党组织强基增能 大力整治人居环境

干净整洁的道路，鳞次栉比

的房屋，蓝天与碧水相映相衬，处

处焕发着美丽乡村的勃勃生机，

这正是大谷经济社第二党支部在

镇委和社区党委的领导下，通过

强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凝心

聚力推动乡村振兴所取得的丰硕

成果。

大谷经济社第二党支部着力

于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人居环境。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过程中，大谷社区党支部党员在

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

见的基础上，切实做好人居环境

整治的各项工作，努力为村民生

产生活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同时，大谷经济社第二党支

部顺应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发展

的新形势，调动社区群众积极参

与文化建设，大力打造富有大谷

特色的文化品牌，为乡村振兴注

入文化动能。

/大谷经济社第二党支部/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果实能洗衣服能当药
这棵树曾是村民的宝贝

下西社区引种100多棵“木眼仔”，让居民更好认识其药用价值和文化内涵

■下西探花公园。

■大谷公园牌坊。

■上西荷花池。

■木患子树。

■树上挂满了果子。

■■木患子的果子木患子的果子

可以搓出泡泡可以搓出泡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