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

兴，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带旺了

大沥的农村经济，但过去多处于

野蛮粗放的发展模式，产业业态

低、集约性差、土地价值低。这十

年里，大沥各社区想尽办法转变

发展方式，创造条件引入更优质

产业，不但让村民的钱包“鼓起

来”，也让社区面貌、硬件设施、配

套服务不断走向完善。

产业发展不仅需要魄力，也

需要定力，只有把“产业的根”留

下，才能种出更繁茂的“经济摇钱

树”。这个“根”怎么生长，不同社

区有不同的思路。

大沥盐步是“中国内衣名

镇”，盐步片区积聚着最多的内衣

及相关产业，而盐步社区就成了

除盐步旧城区外，内衣产业最集

中的地方之一。但早些年盐步社

区多是一层的简易厂房，社区抓

住盐步内衣产业上楼的契机，将

原有的仓库厂房改造，升级为五

六层的现代化厂房，这样的改造

不仅为社区集聚了优质内衣企业

进驻，各种办公、电商、直播公司

也纷纷落户。与此同时，盐步社

区还积极引进内衣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满足内衣成品企业的原料

供应、销路开拓、物流运输等需

求，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产业链，也

帮社区经济顺利实现“腾笼换

鸟”。

如果说盐步社区走的是一条

以载体升级带动产业升级的路

子，那么大镇社区则是通过优化

环境引来“金凤凰”。这些年里，

大镇社区通过参与美城美家计

划、城市品质提升计划等，使得原

来落后的村路变成宽敞开阔的大

马路，村内的闲置地也变成漂亮

的休闲健身公园。在此基础上，

大镇还摒弃固有思维，主动放弃

高耗能低产出的产业，引入民旺·

瀚星科学园、大沥全铝智能家居

产业园项目。未来，原本连片的

低矮厂房将成为高端产业园，将

在大镇社区形成集研发设计、加

工、仓储、展示、人才公寓、超市餐

馆等丰富元素于一体的园区。

本身就拥有全国知名专业市

场的凤池，则不断深挖产业内涵，

打造出业内知名的中国（凤池）铝

门窗建筑装饰博览会，吸引国内

外客商来到此谈生意、做买卖，社

区与众多商家同发展、共成长。

而沥东社区则引入南海国际会展

中心项目，每年为经济社带来超

千万的租金收益。

农村社区产业的升级也带来

集体收入的增长。2021年，大沥

镇村社两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超

3000万元的社区达26个，其中超

1亿元的有19个，全镇农村人均收

入 35837 元，较前一年增长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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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镇朝阳花海。 通讯员供图

临近中午，在大沥镇凤池
社区巷子深处的一个咖啡院子
里，店主黄晓红又开始忙碌起
来。三三两两的客人陆续进
来，他们在这间都市田园风的
院子里拍照、喝茶、品美食，“想
不到村里还有这种地方，有意
境且氛围感拉满，很适合拍照
打卡。”网友“@小南瓜”来过后
和朋友分享说。

以前喝咖啡人们喜欢去城
区，现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入推进，一些网红打卡点逐渐在
大沥的村居兴起，这折射着乡村
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蜕变，也是乡
村振兴最外化的成果。近年来，
大沥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
手，着力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以“产、城、人、景”融合为发力点，
推动大沥村居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一座善治之城的乡村奋进曲
以“产、城、人、景”融合为发力点，大沥村居面貌翻天覆地

文/珠江时报记者吴志恒何燕慧 通讯员郭晓婷

如果说产业是乡村的基础，

那么环境则是人们幸福生活的底

色，十年来，让村民最有获得感

的，便是更美更绿更舒服的村居

环境。

近年来，大沥一直紧紧围绕

上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让建

设改造跑出“加速度”、让村庄环

境亮出“高颜值”、让乡间花园美

出“新气质”。

大镇社区的人居环境便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在大镇社

区的村道上，映入眼帘的是开阔

清新的公园、规范有序的停车场、

古色古香的宗祠世家、让人追忆

过往畅想未来的村史馆，为居民

精神“充电”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环境好了，晚上健身散步的

人也多了，不少人假期还专门邀

亲戚来赏花。”大镇社区党委书记

梁汉波说。

这些都离不开镇、村持续的

推进与投入。目前，全镇共投入

专项资金4.12亿元，以248个

乡村振兴建设项目推动人居环境

提升。“三清三拆三整治”基本完

成，259个农村

公厕达到三类以

上标准。北村水

系治理加快推

进、雨污分

流、中水回

用 稳 步 实

施，28处桥

下 空 间 完

成改造，“三沿一口”田头棚整治

全面完成，“百社千园”项目建设

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初

见成效。

仅今年上半年，大沥镇率先建

成“四小园”超1000个，占全区全

年总目标的1/4，获评南海区“四

小园”建设先进镇街一等奖，为南

海的美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

最近让谢边居民津津乐道

的，是今年7月社区12.4公顷新

增耕地迎来收割。该地块是

2021年10月以来，大沥镇全域

土整背景下完成验收的首个新增

耕地项目，也是大沥镇目前最大

面积的连片水稻种植项目。

“这里以鱼塘复耕种植水稻

的方式进行改造，不仅美化了环

境，我们还能收割稻谷进行出售，

实现粮食、生态‘双丰收’。”谢边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亚

三兴奋地说，“预计这批早稻亩产

700斤。”

从中可以窥见，复耕复种田

地对推动生产、生活、生态深度融

合，形成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

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

生态空间有重要作用，而大沥镇

也正朝向此目标不断努力。

沥北生态农业项目，则是另

一致力打造工厂化种植融合科

普、体验、文旅为一体的标杆性

都市农业生态项目。以“制造

业+农业”，打造工厂化种植标

准规范；以集装箱种植，打造移

动的“菜篮子”与科普基地；以

开发功能性农产品，打造“沥

北”模式；以展现环境治理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为亮点，将打

造独具特色的沥稻文化品牌，

营造可持续性的美丽和谐乡村

生态环境。

助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果说提升人居环境可以愉

悦人们的心情，那么打造文化空

间则可以滋润人们的心灵。有修

旧如旧的祠堂，化身成为开笔礼

的活动地；有开阔平整的公园，成

为社区大舞台；还有网红读书驿

站、乡村振兴馆、乡情馆、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等众多让人喜闻乐见

的文化阵地陆续铺开。

“终于又见到老龙了！每年

端午，我都很喜欢看龙船！”今年端

午节之际，盐步老龙起龙仪式在盐

步社区举行，590岁的盐步老龙起

龙出水，沉睡的盐步老龙再次“醒

来”，重出江湖，与世人见面。起龙

仪式后，盐步青龙村村民周叔扶

着栏杆，盯着盐步老龙看了好久。

无论是底蕴深厚的盐步老龙

文化，还是团结拼搏、谦虚有礼的

老龙精神，无不凝聚成地区发展

的重要力量，成为盐步社区乃至

大沥镇实现乡村振兴的一股精神

动力。

而这也是大沥推动文化空间、

文化载体、文化精神进村居的缩

影。在凤池，这几年打造出最具影

响力的活动是社区文化艺术节。

2019年7月，凤池开创大沥镇第

一个由农村社区主导的文化艺术

节，精彩的活动不但让居民玩得

“笑哈哈”，也让居民对社区更有归

属感。

凤池文化艺术节的打造，极

大地推动了社区文化的发展。如

今，凤池社区文化艺术节已连续

举办四届，在凝聚民心、培育新

人、繁荣文化、彰显形象上起到重

要作用，推动凤池社区大文化格

局构建。

近年来，太平社区对辖区内的

白界西华宇郭公祠、应文书舍等阵

地进行活化，打造为居民的道德讲

堂、宣传崇德向善氛围的阵地；太

平社区还充分利用应文书舍、国学

馆等社区里的国学阵地，为社区学

子免费开办国学学习班。

为乡村发展“凝心铸魂”

文化可以育人，提升人的素

养，丰富精神生活。而基层治理

则发挥着维护乡村发展稳定、提

升村民参与感的有力举措，助力

乡村和谐发展。

堵塞消防通道、违建、垃圾乱

堆放、电动车入户充电……这些

问题一度是乡村治理的难题。今

年7月，大沥镇与中国电信签订合

作意向协议，探索智慧村居平台建

设。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这些新技术、新概念将成为

大沥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力量。

凤池社区是大沥推行数字乡

村建设的先行者。未来，凤池将

把安防、消防、流动人口及出租屋

管理、应急广播、民生政务等功能

全面打通，依托数字智慧管理手

段，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并非简单的自上而

下管理，而是一个双向、多元参与

的过程。在大沥，乡贤和“熟人”

的力量日益显现。

得知太平社区正在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村民佳叔踊跃参

与，甚至在寒冷的天气从下水道

捞出堵塞的杂物，街坊们看到佳

叔的行动后，也都主动配合社区

清理巷道堆放的杂物。而不少心

系太平社区发展的乡贤、厂企也

在社区发动下积极行动起来，共

同营造更美好的家园。其中，太

平企业家李慧钊慷慨捐赠50万

元用于支持社区建设“四小园”，

带动了更多村民出钱出力。齐心

协力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今

年一季度，在佛山市人居环境整

治专项检查中，太平社区荣获明

检村第三名。

大镇社区则以村规民约为

抓手，从公德民俗、村容村貌、安

全建设、秩序管理等方面与村民

达成“契约”，构建起村民自我管

理、自我执行、自我约束的村民

自治氛围，形成文明和谐的新风

尚。“村规民约使得大镇的环境

变好、村民关系变好，基层治理

也走向了精细化管理。”梁汉波

说。

如今，越来越多社区以“熟

人”骨干或群团组织为基础，发动

居民组建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

队，这些志愿者正成为参与社区

治理的重要力量，把志愿服务送

到乡村基层，让更多居民在家门

口就可享受志愿服务。

今年，大沥镇积极在农村社

区推进“创建熟人社区”工作，以

鲜明的本土元素融入基层善治品

牌中，用文化、公约、四小园等主

题融入文体活动、居民议事厅，不

断完善社区议事协商机制，搭建

更多居民社区参与平台，多元主

体参与基层治理，让“村里的熟

人”更熟，为公共事务提供更多智

力、人力支持。当前，大沥镇以党

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推动

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集合社会

力量，共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新格局。

深入推进乡村治理

■奇槎社区的“四小园”。 通讯员供图

擦亮幸福生活底色

产业振兴 文化振兴

科技+熟人生态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