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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对口帮扶肇庆市德庆县、封开县，四个月来育产业办实事，助当地提速乡村振兴

山货变“俏”货 风景变“钱”景
最近一段时间，在肇庆市封开县

江川镇五合村的黑山羊养殖场里，
“羊司令”叶子青目光欣喜地望着膘
肥体壮的200多只黑山羊攀食芳
草，心情好极了。

但4个多月前，他辗转难眠：“缺
乏资金扩大养殖规模，黑山羊供不应
求，自家却没有羊卖。”

好在南海区驻江川镇工作队副
队长邹耀宗来了，既帮他找来了投资
方，又帮忙对接市场拓宽销路，切实
解决了叶子青的后顾之忧。

转眼间，南海对口帮扶驻镇帮镇
扶村工作队已进驻肇庆市德庆县、封
开县四个多月。和邹耀宗一样，选派
驻镇帮镇扶村的47名干部从今年7
月开始扎根德庆县、封开县，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提供人力保障。

他们爬山头、跑田埂、进农家、入
禽舍，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汗水浇灌
收获，把山货变“俏”货，风景变“钱
景”，提速当地乡村振兴“蓝图”变为
“实景”。

行走在德庆县、封开县，群山蜿蜒

曲折，连绵不绝，景色壮美。但南海对

口帮扶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47人目光

所及，是散落在群山中的一个个村落、

一户户人家。

德庆县高良镇石头村是一个典型

的“山坳村”，约2000人分散在4个自

然村。初次进村，南海区驻德庆县高良

镇工作队队长、挂任镇党委副书记罗啟

泳是“蹭”村民的三轮摩托车来的，“走

山路，汽车还不如摩托车方便。”

本次走访目的是摸透村情，发现和

解决问题。一天，罗啟泳和队员在走访

时发现，不少村民家里的水龙头水流很

小。工作队找到了石头村委会干部姚

金锐了解情况，得知石头村基础设施薄

弱、清洁水源不足的问题，“村民曾遇到

水龙头流出铁锈水、黄泥水的情况。”

为石头村找水“解渴”，成了乡村振

兴路上的当务之急。工作队积极与姚

金锐研究解决办法，并向县里反馈信

息、协调资源。7月底，德庆县统筹安

排资金加急建设集中供水设备。“现在，

干净的活水流向了家家户户，就算全村

人回来过年，也不用担心供水不足了。”

姚金锐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像罗啟泳一样，南海区驻德庆县马

圩镇工作队队长、挂任镇党委副书记彭

文这四个月的状态也是“走在路上”。

他记得，来到马圩镇的第一个月，工作

队深入走访了12个村居：天刚亮，就奔

波在山间田野里；烈日当空，疾行在走

家入户的途中；万籁俱寂时，则伏案于

堆成小山似的资料前。

在工作队“积跬步”的努力下，马圩

镇的贡柑、香蕉等山货“俏”出山，进入南

海市场。不久前，在驻马圩镇工作队的

力邀下，南海企业奔赴而来，把这份“柑”

甜带回南海，“贡柑是马圩镇的特色水

果，我们想帮忙提升它的品牌知名度。”

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之路时，邹耀

宗还常常用上他的“百宝箱”：深山里信

号差，他自购对讲机与山顶的农户沟

通；林地广阔考察难度大，他自购自学

无人机进行空中考察；羊肠小道汽车难

行，他自购摩托车驰骋在山野间。

这两天，邹耀宗得知江川镇有不少

村民养蜂酿蜜，今年蜂蜜产量高，部分

蜂农开始发愁销路。邹耀宗明白蜂农

们的顾虑，他和队员一起在微信群吆

喝、在朋友圈“带货”，想方设法帮村民

将1000多斤蜂蜜销出山，让他们的这

条“甜蜜路”走得更顺畅。

把实事办到村前屋后、田间地头，

南海对口帮扶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

干部们，几乎都这样表达“心声”：德

庆县、封开县就是我们工作和战斗的

阵地，我愿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全力

以赴。

乡村振兴的嬗变，就在

点滴之间。在封开县平凤

镇广峰村，陆火生不仅是一

位“名人”，而且还是一位

“忙人”，更是村里最信得过

的“能人”。在家家户户种

香蕉致富时，他另辟蹊径种

上四季龙眼，日子过得格外

“甜蜜蜜”。

临冬时节，陆火生家的

四季龙眼一上市就在省内

外“出圈”了。“我家的龙眼

基本是通过电商发货，以老

客户为主，销路不成问题。”

陆火生自豪地说，这种龙眼

市场价在15元至18元一

斤，他家有80亩龙眼地，亩

产达200斤的话就能为他

带来可观的收入。

“出圈”的四季龙眼，让

南海区驻平凤镇工作队副

队长莫伟明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掌握了广峰村的第

一手资料，莫伟明对该村下

一步发展有了思考，“何不

考虑在村里推广种植四季

龙眼？”

带着这个问题，莫伟明

走村入户调研时，一直把陆

火生的四季龙眼“致富经”

挂在嘴边，向农户推广。工

作队还计划把香蕉、四季龙

眼等优势农产品引入大型

商场，拓展稳固的销售渠

道，以此鼓励村民种植四季

龙眼，让四季龙眼在平凤镇

遍地开花结果。

“有了稳定销路，农户

们消除种植的后顾之忧，也

能提高收益。”驻平凤镇工

作队队长、挂任镇党委副书

记陈振华直言，村里的“能

人”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可以带动一户、辐射一方，

让更多的村民走上致富路。

这边村发动农户种植

龙眼，那边村发动农户养肉

牛。南海区驻德庆县莫村

镇工作队队长、挂任镇党委

副书记陈再喜，驻镇不久后

发现，莫村镇有一个大名鼎

鼎的“能人”梁柱，他在深圳

创业致富后反哺家乡，回乡

创立泰太畜牧养殖专业合

作社，发展高端肉牛产业，

创造就业岗位，带动部分村

民走向致富之路。

看着村民养牛的日子

红红火火，陈再喜和队员们

在走访中了解到，莫村镇牧

草资源丰茂，适合发展牛羊

养殖业，但村里养殖户不

多，这是因为农户们缺乏启

动资金，买小牛犊、建牛棚、

买饲料等都是一笔大开销。

“我们计划以补贴形

式，帮扶和发动农民养牛。”

陈再喜兴奋地算起一笔“经

济账”，养一头牛一年可以

赚五千元左右，如果一户养

十头牛，年收入和外出务工

差不多，让他们在家门口就

能挣到钱，何乐而不为。

“这些能干事、勤干事

的乡村‘能人’不断涌现，无

疑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一

股蓬勃力量。”陈再喜感慨，

看着村民们渴望发展、渴望

致富的眼神，他们更加坚

定。

如何让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农

民更富？为了答好这道乡村振兴的

“必答题”，这四个月，南海对口帮扶

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走遍每一个

村，足迹遍布每一个角落。

“我深深地记得，走进莫村镇圩

的那一刻，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甘

香味，非常特别。”陈再喜在《乡村振

兴日记》中这样写到。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工

作队了解到，莫村镇有大大小小的

巴戟家庭加工作坊共几百家，全镇

年加工量达1.6万吨，占全国总量

的一半以上。但问题也很突显：巴

戟加工产业仍处于初加工阶段，技

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低，难以形

成品牌。

如何让莫村镇的巴戟飘香更

远？工作队已有了初步设想。他们

在为莫村镇设计的《莫村镇乡村振

兴发展规划纲要》中建议，可以将建

设莫村巴戟加工集中产业园和“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列为镇

级重点工程并加快建设，将巴戟加

工产业打造成莫村镇乡村振兴的一

张特色名片。

谋农业兴旺的同时，乡村旅游

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驱车来到封

开县大洲镇足食村，沿途贺江风光

尽收眼底。在这里，白天可以游山

玩水，累了可以夜宿风水间民宿，卧

听风吹竹林、蛙叫虫鸣的声音。

南海区驻大洲镇工作队队长、

挂任镇党委副书记王朱仁介绍，

2019年，大洲镇通过村企合作，彻

底盘活村内闲置宅基地、老旧建筑，

建成如今的精品民宿。今年5月，

风水间民宿正式开门营业，节假日

客房均“爆满”，至今已接待游客超

5000人次，总收入近100万元。

打造精品民宿，只是大洲镇构

建以乡村旅游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布

局的一个缩影。大洲镇地处省际廊

道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重要区域，

目前，镇内基本建成龙皇岛码头公

园、两广源流博物馆等景点，吸引不

少游客从“过路客”变成“过夜客”。

“贺江被誉为‘中国最清澈最弯

曲的河流’，风光美不胜收，这是大

洲镇的宝贵财富，如何以此带动大

洲镇乡村文旅产业，我们仍在探

索。”王朱仁描绘着大洲镇未来发展

“蓝图”。大洲镇计划在提升足食村

精品民宿的基础上建设田园主题体

验乐园，引入休闲旅游项目，让大洲

镇既有好风景，又有好“钱”景。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南海

对口帮扶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

正在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重任

在肩的使命感，用实际行动握好

“接力棒”，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

时代答卷。

挖掘“能人”带头致富

钱包鼓

干部勤
实事办到田间地头

农旅发展
提速乡村振兴

产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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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开县江川镇五合村，膘肥体壮的200多只黑山羊攀食芳草。

2.德庆县莫村镇的村民正在对巴戟进

行晾晒。

■ 清澈蜿蜒的贺江，风景美不胜收。

1.封开县平凤镇广峰村陆火生正在龙

眼地里摘剪四季龙眼。

3.马圩镇的果农正挑选品质好的贡柑

装箱。

4.马圩镇内的香蕉生产线，将品质优良

的香蕉送往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