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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美村曲 唱好富民歌

2020年记者走访南海20多

个村（社区），有的村（社区）走访

过还不止一次。印象最深的便是

狮山镇罗村社区。去年3月，第一

次走进罗村社区，是一片热火朝

天的施工景象：工人冒雨修整枝

干长到沿河路边的榕树，挖土机

正在紧张作业……如今再踏入这

片土地，绵长蜿蜒的河岸、铺好沥

青的马路、一河两岸的栈道景观、

重新焕发活力的老宗祠……这一

切无不告诉记者“罗村变了”。

这样的变化，发生在南海很

多个村居中。这一切无疑反映出

南海建设美丽乡村的急切心情。

力度之大，也体现南海推进乡村

振兴的坚定决心。

2018 年，南海实施《中共佛

山市南海区委员会佛山市南海区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

和系列配套文件，明确了南海区

乡村振兴工作的“时间表”和“线

路图”。《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南

海区要按照“3年取得重大进展、5

年见到显著成效、10年实现根本

转变”的要求，从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治理有效等6大方面着手，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

2050年，全区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目标全面实现。

五年来，南海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这一切

无不彰显南海高位谋划统筹、健

全协调机制，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落地生根的力度。

有了速度和力度，缺少角度

也不行。作为高度工业化城市，

南海城乡早已融为一体，城中有

村，村中有城，如何确立乡村振兴

的实施路径成为南海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绕不过的命题。

为此，南海提出以项目化引

领，建立多个乡村振兴项目，将五

大振兴分解成项目表，并定好“施

工员”，使乡村振兴工作抓得住、

干得实、看得见。走在南海“百里

芳华”示范带的各个村居，从温室

大棚、工厂化养鱼、田头冷库，到

民宿经济、农村养老服务、农村文

化创意等新业态，各种产业项目

纷至沓来，并在示范带空间的连

片集聚过程中产生更大的动能。

回顾这五年，南海乡村振兴

可谓速度快、力度大、角度准。踏

入未来，南海乡村振兴还需做到

“三个量”。已竣工、基本完工或

将要完工的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能

否做到质量优；南海农村集体资

产是否继续高速增长，是否有越

来越多的人才向乡村流动聚集，

这些增量需努力；人居环境整治、

乡村治理、乡村文明水平提升等

能否继续涌现新经验、好做法，这

些变量需把握。

质量优、增量大、变量新，南

海乡村振兴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让我们共同期待。

南海乡村振兴的速度力度和角度

南
海
区
第
十
四
次
党
代
会
特
别
报
道

在南海的乡村里，各类文化

元素、文化阵地、文化活动，已经

渗入人们的生活当中。日渐多

起来的文化载体，为南海的乡村

振兴注入了更强大的“灵魂”，充

满魅力的乡村文化，已经成为一

种让人直呼“真香”的美好现象。

在南海各镇街，文化正渗透

在村居各角落，甚至连社区公厕

外都有雅致对联。位于大沥镇

凤池社区凤西公园的“五星级公

厕”，是一座白墙灰瓦、有着圆形

拱门的建筑，其古朴素雅的外

表，让路人难以想象这是公厕。

拱门的两侧还挂了一副“静坐觅

诗句，放松听清泉”的对联，在公

园花木的映衬下显得尤为别致。

在里水宏岗村入口处，曾经

的公交临时站点也变成标志性

景观：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两旁

张贴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宏岗家风家训。丰富的文化内

涵，让其有别于一般的候车亭，

美丽又实用。

拜孔圣庙、步青云路、登翰

林门、行月池运、领翰林利是

……每年10月初，西樵上金瓯

松塘村“翰林文化节”如期上演，

村里老少妇孺都来到孔圣庙广

场，犹如过大年般热闹。一系列

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也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参与。

翰林文化节已经成为松塘古

村以及西樵镇一项著名文化品牌

活动。在松塘村辐射带动下，西

樵镇简村也以北帝诞等传统节庆

活动为契机，结合自身资源打造

“古韵简村”文化活动年；百西社

区结合风俗传统，举办“六祖诞”

祈福斋宴等民俗文化活动……

从随处可见的文化载体，到

日渐兴起的文化活动，再到一些

已经坚持了多年的文化品牌

……在南海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中，一张又一张闪亮的文化名

片，在丰富村民美好生活的同

时，也让南海各镇街乡村文化魅

力得到不断延展。

南海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城乡生产要素
整合和双向流动

在南海里水镇贤鲁岛的民宿眺望远方：竹林摇曳、溪流潺潺、果
园丰美，一幅美好的田园乡村图景尽收眼底。经过这几年的打造，这
里成为大湾区游客追捧的“新网红”。

甲级写字楼林立的千灯湖“城市客厅”旁，桂城叠滘的“龙舟漂
移”鼓点阵阵，绿树荫护下的小河涌响起笑闹声。周末，这个高楼广
厦环绕的传统水乡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人。

一个个村居小切片，是制造业强区坚定振兴乡村的决心。过去
五年，南海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和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加快城乡生产要素整合和双向流动，都市农业和美丽乡村交
相辉映，南海的乡村振兴建设热浪一波接一波，“乡村振兴协奏曲”越
奏越悠扬。

清晨，里水河上烟波渺渺。

在河畔一侧，一排色彩明艳的现代

建筑群沿河而立，娇艳的鲜花在河

面倒映成画。

家住里水河村的村民王翠巧

喜欢沿着里水河畔散步，观赏家门

口的风景，和一众老友闲话家常。

把时间拨回几年前，她怎么也不会

想到，自己的家乡能在几年间“改

头换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里水

凭借优越的区位，迎来南海第一家

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单“三来一

补”，袜子、制鞋、五金、化工等产业

在此扎根，148平方公里土地上

很快矗立起129个村级工业园。

位于里水河畔的河村正是在

这一时期开启了工业化道路。王

翠巧还记得，仿佛一夜间，村里的

土地上就“长”出了大大小小的厂

企，厂房里热火朝天，烟囱更是“呼

呼”冒烟。

随着经济发展，村民的荷包

“鼓”了，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环

境问题。河村从2003年开始，各

个经济社每年按照社内的收入，将

其中约5%的资金投入到村容村

貌环境建设方面。同时，河村还参

与了广东省名村的建设和新农村

连片示范区的建设，村容村貌有了

大大的提升。

不仅仅是河村，这样的变化

发生在南海的各个村居里。近年

来，南海在村容村貌的改善上，花

足了力气，下足了真功夫。

南海乡村生态的改善应归功

于“一张蓝图绘到底”。2017年，

佛山启动美丽文明村居建设。南

海也以此为契机，选出多个基础设

施相对较好、亦具备一定特色的村

居，全力打造美丽文明村居建设品

牌，南海的村居硬件设施水平和精

神文明建设也在不断增强。

为打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第一战，2018年底，南海“三清三

拆三整治”冲锋号角全面吹响。南

海各村、社区全体总动员，开展“三

清三拆三整治”活动，村容村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佛山市启动“百里

芳华”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

示范带以南海区里水镇为起点，串

联起沿线沿岸的里水、大沥、桂城

等 14个镇（街道），100多个村

（社区），总里程超过 100公里。

随着时间的推进，南海连片的村

（社区）在村容村貌、产业、规划建

设等方面得到了很大改善。

实践证明，南海乡村振兴工作

已不断升温，路径不断优化。环境

的改善对乡村振兴有着明显牵引

作用。依托当地水体、古建筑、祠

堂、庙宇等资源禀赋，村居日益变

美的同时，也具备了变富的潜能。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

旺。五年来，南海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不仅带起了上百个美丽村

（社区），也集聚了一批现代农业

的代表性产地。

南海区里水镇的万顷园艺

世界以花为媒，开创了新的园区

合作模式，全国每4枝蝴蝶兰就

有1枝产自这里。

“我们正在探索‘龙头企业+
合作社+科技’的合作模式，

2019年各类兰花成花产量已

经达到近1900万株。”广东万

顷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邓家聪说，园区还积极开展创

业孵化项目，入孵企业累计80
多家，带动近500人就业。

在南海，更多像万顷园艺世

界一样的农业企业，正在绿色优

质农业发展工程的带动下探索

新模式。

南海区委十三届十次全会

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当前，南海以

“东部花卉苗木产业区、中部畜

禽养殖产业区、西部优质水产产

业区”发展定位，围绕“一镇一特

色，一村一主品”发展思路，重点

打造西樵渔耕粤韵园区、九江现

代农业产业园、丹灶有为水道、

狮山都市智慧农业示范园、里水

万顷园艺世界5个万亩农业示

范片区核心项目，以点带面，促

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另一边，乡村变美引来了关

注，乡村旅游业的机会随之而

来。南海不少村居开始积极探

索发展“旅游+农业”的模式，形

成以“岭南田园生活”“科技农业

观光”“花卉小镇观赏”等为特色

的多种旅游新业态，带动了农旅

融合发展。

贤鲁岛生态旅游度假区位

于南海区里水镇东北端，被西南

涌、白坭水道、流溪河所环绕，这

座“江心岛”也是百里芳华示范

带上的美丽田园项目之一。现

在，当地村民和土地经营者的经

济收入正在稳步提升。

无独有偶，位于南海区丹灶

镇的沙水村也正借力美丽公园，

发展乡村旅游业。“依托翰林湖

公园，2019年我们这里的游客

流量达到了一百万。”丹灶镇翰

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一头串联了生态宜居的美

丽乡村，一头牵起了大湾区城

市的核心区，南海里水、丹灶通

过打造特色景点、完善道路系

统，把大湾区游客导流入如诗

如画的田园风景中，为忙碌的

城市人群提供“都市田园梦的

入口”。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认为，

要做好城乡融合这篇大文章，必

须把农村和农业一并统筹，走现

代农业和乡村振兴融合之路，才

能缩小城乡差距。

/项目带动/ 以点带面夯实“产业旺地”

/文化赋能/ 特色文化激活乡村动能

打造美丽村居 构筑“生态高地”

■里水贤鲁岛成为大湾区游客追捧的“新网红”打卡地。 （资料图片）

■游客游览叠滘社区，参观涂鸦墙。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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