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读乡村振兴
桂城22个农村社区多次开展违法建设集中整治行动，

平南、平胜、石 社区清拆腾退面积均超4万平方米，

平西社区超3万平方米。
1

桂城共立项85个乡村振兴工程项目，立项总金额超过

2.23亿元。
2

增加农村停车位超3000个，有效破解农村停车难问题。4

投入约350万元进行农田整治，以夏东社区为试点，全

力推行现代化农田示范区整治工作。
5

建成“四小园”250个，累计建成“四小园”超300个，投

入资金超1000万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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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

2022 年，桂城不断加大

投入，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

潮，极大改善乡村面貌。热潮

之后，如何让乡村环境一直靓

下去？对此，桂城早有谋划。

正如桂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陆文勇在2022年12月8日

举行的、桂城街道提级述职

评议会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擂台赛上所说，要因地制宜

做好长远规划，将美学理念、

艺术形式融入党建氛围、环

境美化之中，久久为功持续

推进。

致力打造“一城千面”的

桂城，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探索出了“一村一品”的模

式，并让美学理念走进乡村，

突出社区历史文化、乡风民

俗、区位特色，以实现“一村一

景、多点开花、连片示范”。

于是，大家看到，夏南一

社区建成 1.2 公里的滨河慢

行系统，微改造夏漖粮园，将

水乡自然肌理和潮流文化艺

术产业相结合；叠南、叠北社

区持续开发集古村落保护、

非遗文化传承、文化旅游于

一体的水乡文化体验区；平

东社区升级改造玉廉广场，

突出玉器产业特色；夏东社

区结合映月湖片区的规划建

设开展景观改造；中区社区

以文化人，打造“西江新八

景”、西江文化长廊，美丽乡

村更长效；凤鸣社区则围绕

传承及展现渔村独特渔家文

化，打造了“让居民可望山、

见水，留住乡愁”的渔业文化

馆和主题浮雕，展示渔村文

化的独特风情……

桂城注重乡风文明、乡

土情怀，为美丽乡村塑形铸

魂，塑造出新时代下与城市

文明并肩而立、相得益彰的

乡土文化，让乡村逐渐成为

居民满意的居住地、游客向

往的目的地、创客聚集的梦

想地。

以美为媒，以史为骨。当

夏漖的百年旧粮仓经过改造

惊艳亮相，成为新的文化地

标；当叠滘水乡的旧圩载着万

缕乡愁，穿越百年岁月再现；

当历史文脉在延续中，让一条

条古村迸发出全新活力，一幅

幅和美村居百花齐放、富有气

质和内涵的桂城乡村振兴新

图景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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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群众

对乡村振兴工作的知晓度、支持

度、满意度持续提升，越来越多人

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从乡村

治理“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

屹立于巍峨群山之巅的

迎客松、舞蹈于牡丹花丛中的

锦鸡、还有清溪竹林、水牛耕

种……走进夏西社区，一幅幅

极具国风韵味的工笔画涂鸦

跃然于房屋间。

这一幅幅大气、精美的墙

绘，出自夏西社区七旬老人唐永

昌之手：“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唤起大家对乡村振兴的重

视、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

事实上，“唐永昌”们的身影还

活跃在桂城的各个社区里。当中，

有党员志愿者、巾帼志愿者，有青

年、长者、孩童，他们主动加入到人

居环境整治、美化村容村貌的队伍

中，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这期间，平胜社区瓜步村村

长村民出钱出力，助力瓜步中心

公园设施环境不断完善；平西社

区启动“河小清河涌保护”计划，

坑边村河道护栏上可爱的卡通

涂鸦，正是“河小清河涌守护队”

为美丽乡村留下的浪漫色彩；凤

鸣社区亲子家庭齐齐参与爱国

卫生运动，居民自治观念从“等、

靠、要”转变为主动参与；叠北社

区的青少年在水上唱响环保歌

曲，引导居民爱护社区河涌、保

护环境；中区社区西江经济社开

展“干净整洁文明户”评选，第一

期“红黑榜”名单里，村民达标率

已达99%以上……

乡村建设需要久久为功。

在带动居民主动参与乡村建设、

自觉养成文明习惯、共同维护美

丽家园的同时，桂城不断探索人

居环境整治长效管理的办法，通

过制定及全面推行长效管理机

制，在农村社区有效建立了长效

的“自治”制度；并设计出一套

“乡村振兴”专题宣教课件，每学

期在中小学开展主题班会和德

育培训教育等，以小手拉大手助

力乡村振兴；同时设置人居环境

“红黑榜”，开展“干净整洁文明

户”评比，让居民间形成了互相

监督、互相学习、彼此激励的良

好氛围；此外，桂城还将“创熟”

经验延伸到农村社区，试点推行

“街长制”，进一步激活基层治理

的“神经末梢”，营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新治理格局。

群众主动参与乡村建设

融入美学
小村居美得“大不同”

■平西社区“河小清河涌守护队”美化河道护栏。 （资料图片）

■夏北社区水清岸绿环境美。 通讯员/傅铭恩摄

■平南社区立体停车场。 （资料图片）

党群合力出实招 乡村美景入画来
桂城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主战场，打造更加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我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见证着社区人居环

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出门就是公园。”北

约社区居民郭柳施感慨道。

“这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人居环境也越来越

好。”在风景如画的平洲玉器街，平东社区新市民施

宗颖直言，“来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

2022年，桂城坚持党建引领，以人居环境整治

为主战场，收获了政治账、社会账、经济账“三本账”：

基层干部的团结合作精神和战斗力不断提升，社区

历史难题、邻里间的历史矛盾消除，集体收入不断增

长。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一次次大整治中拧成了一股

绳，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一幅幅生态宜居的

乡村新画卷陆续呈现。

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宜居

的重要抓手。桂城通过优化乡

村环境、腾出空间，提升乡村品

质，为美丽乡村建设按下“快进

键”。

2022年，桂城以人居环境

整治为切入点，收获了“政治

账”，在提高基层干部政治站

位、团结合作精神和团队战斗

力的同时，破解社区难题，算清

历史欠账，干群关系不断拉近；

盘活“经济账”，通过一系列人

居环境整治措施活化社区资

源，壮大集体收益；算好“社会

账”，建立并推行人居环境整治

长效机制，减轻社区负担。

曾经，平胜社区麻洪经济

社存在因集体土地被大量侵占

甚至阻挠拆违，导致无法修建

环村路，严重影响居民出行而

被长期督办，还出现了手足兄

弟因一墙争议反目成仇 20余

年等邻里纠纷；东二社区的某

条街，因长期被违规占用且违

搭乱建而无法拆除，长期被群

众投诉和区政府督办；平西社

区聚龙经济社内一居民长期收

养流浪狗，导致房屋周边环境

乌烟瘴气，其他居民生活大受

影响……一年来，桂城22个农

村社区以“一往无前”的气势，

多次开展违法建设集中整治行

动，将一个个长期阻碍村居美

丽宜居建设的黑点、霸占集体

土地的违建物彻底铲除，打破

历史问题、社区难题造成的困

境，顺利打开农村社区人居环

境整治新格局。

同时，桂城设立专项资金

用于村庄清洁行动及零星工程

项目，利用腾出来的空间建设

“四小园”、停车场，或因地制宜

地建设道路、各种休闲运动场

所等。

其中，桂城以平南社区为

试点，引入社会资本建造桂城

首个农村社区立体停车场，增

加 403个车位，为其他农村社

区的停车管理问题作了新的尝

试和示范。

2022年，桂城农村社区新

增 3000个停车位，若以 150
元/个/月计算，集体收入将增加

至少 540万元/年；此外，村内

出租房、商铺租金、集体物业等

资源随着乡村环境美化得到活

化、增收。桂城人居环境整治，

真正做到了“花小钱办大事”。

在党群合力攻坚下，桂城

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取得

明显成效。在迎接市级专项检

查中，平西社区以优异的成绩

获得市的表彰和奖励；夏南一、

凤鸣、中区、平西社区先后取得

2022年南海区人居环境专项

检查前20名的成绩，获得区的

表彰和奖励。

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桂城致力以产业振

兴赋能乡村振兴，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企业、人才来创业扎根。

不断完善的产业链条、越来越

靓的工作生活环境，和包容互融、

日益浓郁的新市民融入氛围，让社

会组织和人才与社区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在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

治的过程中实现“双向奔赴”。“名

企百园”项目建设就是凝聚社会力

量，共建共享的充分体现。

2022年11月，桂城第二批

“名企百园”项目启用，平胜汇江

公园、海逸产业社区公园等8个主

题园亮相，居民又多了一批休闲

娱乐好去处。

作为第二批“名企百园”的代

表项目，平胜汇江公园由佛山市

汇江混凝土有限公司投资参与建

设，占地面积约22000平方米。

沿着平胜滨河景观带一路望

去，一座色彩缤纷的公园映入眼

帘：细长的河道环绕在三桥两岸

之间，七色的彩虹桥上风景如画，

白色的龙湾栈道在绿树包围下显

得格外悠长，河岸一旁种满了蓝

楹花、木槿花、醉蝶花等五彩斑斓

的鲜花，还有活动广场、轮滑运动

场，家风家教、科普宣传栏等设

施，每经过一处都可领略到不一

样的风景。

“企业做大做强的路上离不

开平胜社区和居民的支持和爱

护。”佛山市汇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董事梁永标说。作为桂城首个建

在乡村里的“名企百园”，平胜汇

江公园既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

回馈社区生态环境建设的体现，

也是社区党委联动社会资源，带

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有力

见证，对平胜社区的人居环境整

治、推动乡村振兴工作起到重大

的示范引领作用。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上下同欲者胜。面对新时期

赋予的责任，桂城将继续以高质

量党建夯实乡村振兴的政治基

础，从管、治、制三方面深入巩固

乡村振兴工作成果，继续加大乱

搭建的拆除力度，督促长效治理

机制的落实，持续全面推进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激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共同推动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振兴样板贡献桂城经验。

乡村增颜值提品质

■市民在平胜汇江公园里打卡拍照。 珠江时报记者/叶绮晴摄

花小钱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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