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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邝巨明从桂城的小区
搬回了大镇社区一中经济社的
旧居。“比起以前，从桂城回家更
便捷，家门口有花园，又能跟家人
多相处，当然要回来住啦。”邝巨
明说。

这十年来，越来越多和邝巨
明一样的村民选择“回流”。

这一切的转变，都得益于大
镇近年来一直坚持党建引领，科
学把握住了乡村振兴战略总要
求。大镇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
的情况下，充分运用上级政府提
供的政策，从环境再造入手，彻底
改变了村容村貌，也带动了社区
的全面振兴。

“后进村”环境靓起来

■大镇社区从环境再造入手，彻底改变了村容村貌，也带动了社区的全面振兴。 大沥乡村振兴办供图

生态和产业上来了，为乡村振

兴奠定了基础。但要实现生活幸福

宜居，科学有效的治理很关键。“环

境搞好了，如果管不好，很快又会变

糟。”梁汉波说。因此，大镇一直致

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局面。

大镇尝试的第一步，是与村民

们“约法三章”，引导鼓励村民们参

与社区事务，让大家形成“人人为

村，我为人人”的自觉和意识。

不仅如此，大镇还投入“软硬

件”，辅助居民公约（村规民约）的实

施：成立绿化消杀、城管等办公室，

以服务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在各经

济社现有的智能安防系统基础上，

全面铺开人脸识别系统，让村民们

“刷脸”即可享受不分村别、片区的

环境、配套、服务。

这让村民们的主人翁意识强

起来。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社

区已实现垃圾分类，日收1吨厨余

垃圾。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有

效化解。

2019年，大镇获评南海区第

一批乡村振兴精品示范社区；

2021年，还在佛山市人居环境专

项检查工作中，获评第一季度明检

第一名，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幅

提升。

最近，大镇又在谋划着让大镇

旧圩修旧如旧，打响“印象大镇”文

旅品牌，让村居环境更靓、村民钱包

更鼓。这个曾经的“后进村”，还将

继续以“逆袭者”的姿态，努力奔赴

更美好的未来。

时至今日，大镇社区党委书

记梁汉波还记得当时到任的窘

迫。“整个社区一穷二白，只有基

本农田多、低保户多、低矮破旧的

厂房多。”那时的大镇社区党委还

戴着“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帽

子，集体经济收入和社区环境在

全镇垫底。

怎么破局？

“如果沿着先进社区的路子

走，先搞经济再搞环境，我们就

算是跑起来也跟不上，还不如先

从环境入手制造后发优势。”梁

汉波决定抓住党建这一“牛鼻

子”，抓队伍、聚人心、优环境、促

提升。

最了解社区的干部群众，往

往是社区最好的规划师。没有求

助于外面的规划设计院，梁汉波

凭着多年对村的理解和自身设计

天赋，带领社区党委重新对社区

进行了规划布局。2017年，大

镇规划“蓝图”出炉，并乘着大沥

镇“美城美家”计划的东风，各项

目纷纷落地。

由于充分利用市、区、镇等上

级政策，社区投入仅占工程款的

20%至30%，真正实现了“花小

钱办大事”。

如今，大镇各经济社村村有

公园、处处通绿道，村村均配套了

体育健身设施。其中，中心体育

公园、大镇读书驿站、大镇村史

馆、朝阳花海等景点更是成为了

网红打卡点。此外，大镇经过前

期对闲置地进行确权，见缝插绿

改建了45个“四小园”，整个社区

面貌焕然一新。

村中迎来“金凤凰”

除了生态环境，道路也曾是制

约大镇发展的瓶颈。

为了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近

年来，大镇陆续推进同庆大道、仁

爱路、商业大道等路网的贯通优

化，以往被割裂的11个经济社，也

陆续实现直线连通。2021年文

华北路北延线通车，大镇再添一条

“生命线”。

“因为路不通、环境差，以前很

多客商，还没进社区就掉头走了。”

对比十多年前的遭遇，社区党委副

书记周凤卿也忍不住感叹，“这些

年，社区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9月6日，民旺·瀚星科学园

项目负责人邱旺借着大沥为百万

产业载体现场招商的机会，“安利”

起大镇：“这里有区位优势、交通条

件、洼地价值。”

环境靓起来，路网更通畅，原

来被客商嫌弃的旧厂房上，也已

先后住进了“金凤凰”。目前，社

区内除了民旺·瀚星科学园项目

外，还有大沥全铝智能家居产业

园等项目，为社区经济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村民们的钱包也

鼓起来了。“相比2014年，现在我

们经联社的收入已经翻了 1.5
倍，人均分红也从2014年的不足

3000元，涨至了7000元。”周凤

卿说。

可以说，作为曾经后进村的大

镇，探索了一条不寻常的振兴路：

先趁势撬动资金把环境搞好、路铺

好、资源挖掘好，村子美了、路网通

了、民风好了、乡愁留住了，项目和

收入也就来了。

引导村民共治

晚上只要有空，大沥镇沥东
社区党委书记潘启业，都会来到
家附近的芦村公园散步，居民们
三三两两地休闲健身，游乐区不
时传来孩子们嬉戏的声音，他一
边和街坊打招呼一边构思着接
下来的工作，觉得这样的生活场
景很美好。

作为大沥镇较早发展起来
的一个社区，近十年来，沥东社区
紧跟党委政府步伐，优化产业结
构、提升发展质量、改善人居环
境、增加公共空间，不但让社区的
两级经济收入提升至1.9亿元，
更是实现了村村有公园、巷巷有
小景，配套了服务贴心的社区幸
福院、儿童安全科普基地主题公
园等，让美好生活成为社区居民
的日常。

探索“富美新路”奔向美好生活

让集体经济更有“钱景”

住在美景中是幸福的，而幸福

沥东的内涵，还并不止于此。

近几年，沥东社区建成了7层
面积2800平方米的社区幸福院及

社区卫生服务站。除了对照标准规

范软硬件建设外，沥东社区幸福院

持续为服务“加码”，根据社区长者

的实际需求，从“衣食住行乐”五个

方面入手，针对性地探索出多种服

务，让长者老有所享。

70多岁的居民熊姨每个工作日

中午，都会来到幸福院的长者饭堂就

餐，“长者饭堂不仅比自己买菜做饭

便宜，而且饭菜品种多样营养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幸福院还充分

考虑职工家庭的需求，提供长者日

托服务，白天长者可以参与活动或

康复理疗，晚上再回家和家人共享

天伦之乐。

用心做服务，服务有特色，沥东

社区因此获得认可。2021年，沥东

社区被国家卫健委、全国老龄办授

予“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称

号，是南海区首个获此称号的社区。

除了长者服务外，沥东社区还

面向全体居民设立文体活动代表队

和兴趣培训班，游泳、网球、足球、篮

球、乒乓球……只要能找准爱好，沥

东就有居民施展才华的平台。

未来沥东社区将持续抓好产业升

级，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村居品质

提升，打造沥东幸福模式，为居民创

造“产、城、人、文”的全方位幸福感。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基础。多年以来，沥东社区凭借

靠近桂和路、广佛高速出口等优

势，产业发展有声有色，但很多是

低矮的单层厂房、仓库等形态，经

济发展潜力有限。

近十年，沥东社区逐步淘汰

一些低端的产业，在大沥广佛国

际商贸城沥东地块引入南海国

际会展中心项

目，该项目以安

全产业为主题，

集会议展

览、酒店餐

饮、商业办

公、商贸配

套等多元

业态于一

体，一期会展部分于2021年投

入使用。潘启业介绍，该项目每

年为沥东带来超过 1000万元

的租金收入，还能带动沥东产业

结构调整。

像南海国际会展中心一样，

发展模式的升级带来了经济收入

的翻升。如民办的贝恩幼儿园租

用沥东社区“拆旧建新”的物业，

探索经联社和经济社合作模式兴

建，每年为沥东经联社和水头何经

济社带来300万元收入；芦村经

济社的酒店商业楼拆除单层的旧

厂房，通过集体资金、村民入股投

资等方式投入约4亿元，在2.87
公顷的土地上建设7栋，最高22
层的商业楼，未来可用作出租商

业、酒店、写字楼等。

如果说过去沥东最让人津津

乐道的是集体经济，那么现在沥东

更让人刮目相看的则是悠然自得、

闲逸舒畅的人居环境。

“在过去，走在村里，大家喜欢

聊的是哪个村的集体收入多，谁的

分红高，而现在，大家最喜欢聊的

是哪个村的公园环境好，谁家附近

的‘四小园’靓。”沥东社区党委副

书记周慧感叹。

正是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沥东社区党委的积极引导，使得

各经济社在人居环境提升方面，完

成了“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

目前，豪美、龙腹经济社借助

政府乡村振兴政策支持，投入约

1000万元资金翻新公园、小区、

道路。同时，沥东积极引导各经济

社投入集体资金提升村内环境，出

台经联社关于环境提升补贴50%
的政策，在该政策的支持下，倣尧、

水头何经济社也在加快环境项目

的建设。如今在沥东，每个经济社

都至少有一个大公园，家门口的小

公园、小菜园也在不断增加。

在人居环境治理百日攻坚行

动中，村民配合社区整治工作，主

动提出拆除自家危房，助力“四小

园”建设，党员志愿者及热心村民

则化身“园丁”，守护好一草一木。

2021年，沥东大道旁一块约

0.73公顷的农用地被改造为金花

田农业休闲园，种上了一片水稻。如

今，这里既为沥东小学学生提供农业

科普教育场所，也成了居民散步休

闲、感受田园风光的好地方。

让幸福走进
每一个家庭

让四小园绘就美丽乡村

■在沥东社区集体土地建起来的南海国际会展中心。 会展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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