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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灶与三水白坭签订协作
发展框架协议

两镇同向发力
落实“北向战略”

珠江时报讯（记者/陆婉玲通讯

员/丹宣）1月24日，丹灶镇政府代

表团到三水白坭镇交流学习，两镇

签订了协作发展框架协议，建立“丹

灶-白坭”紧密协作机制。

丹灶与白坭两镇将围绕区域规

划衔接协调、交通设施互联互通、加

大产业发展协作、推动人才交流互

动、文旅联动融合发展、生态环境共

治共管、公共服务互动互补、共同推

进乡村振兴八大方面联合探索、紧

密协作，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为高标准建设佛北战新产业园发挥

积极作用。

当天，丹灶镇政府代表团参观

了泰山原浆啤酒制造项目、西江院

子房屋外立面提升样板，深入了解

白坭食品饮料产业和文旅产业的发

展情况。

“丹灶与白坭地缘相接、人缘

相亲、文化相融、交通相连，具有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天然优

势。”丹灶镇镇长钟强表示，两镇

开展结对协作，既是贯彻落实“百

千万工程”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

两地优势互补、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现实需要，更是佛山北向战略的

生动写照。

接下来，两镇将加快两地接驳

道路的互联互通、提升改造，协同推

进广佛新干线等重点道路建设，积

极打通两镇的“断头路”，科学布局

两镇公交线路、场站和换乘枢纽；携

手共同保护开发岭南特色文化资

源，在挖掘人文资源、整合旅游资

源、打造文旅节点亮点、构建精品旅

游路线等方面加强合作，通过客源

互送、产品互推、市场共享、项目共

建，共同打造佛北“旅游+”靓丽名

片。

此外，两镇将重点围绕氢能、新

型储能、机械装备等领域展开合作，

延长产业链条，形成联系紧密、互相

配套、带动力强的战新产业集群，加

速形成战新产业新版图。

“紧盯‘百千万工程’头号
任务，实现从传统大镇向‘中心
大沥’蝶变升级。”在本月举行
的大沥镇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
建工作述职评议会暨“村社头
雁”擂台赛现场，南海区委常
委、大沥镇委书记岑灼雄说。

对于有着庞大“家底”的
大沥来说，发展动力、活力在
基层，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
层。围绕破解“村弱社强”的
权责倒挂局面，近年来大沥推
动经济社队伍建设改革“组合
招”落地见效，以党建引领不
断提升党组织对经济社事务
的话语权，从而推动各项工作
创特色、出实效、上水平，以高
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

凝聚党群“一条心”激活治理“一盘棋”
大沥打出党建“组合招”，破解“村弱社强”权责倒挂局面，为“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

大沥召开新乡贤专题座谈会暨企业家新年茶话会

对话新乡贤 共商“开新局”
“今天各新乡贤、企业家提

出来的具体问题，接下来我们会

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细化研究，逐

个回应。”“我们愿意出力，与政

府一起把大沥变得更好。”1月

25日，大沥召开“奋进百千万

大沥在行动”新乡贤专题座谈会

暨企业家新年茶话会，南海区委

常委、大沥镇委书记岑灼雄，大

沥镇镇长游剑锋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与大沥新乡贤和企业家代

表进行面对面交流。

双方围绕如何奋进“百千万

工程”、落实“中心大沥”战略等主

题，共同探讨专业市场升级、城市

面貌更新、项目引进、乡村绿化工

作和招才引智等话题，既解决难

题，又表明态度、提振信心。

群策群力
让大沥变得更好

会上，游剑锋与参会人员共

同学习了“百千万工程”的深刻

内涵。

“推进‘百千万工程’，是要

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大沥的未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实

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作为凤池

社区新乡贤之一，广东坚美铝型

材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

湛斌曾号召村民合力修葺祠堂、

撰写族谱，这让他感受到乡村的

奋进力量。“城市要发展，农村也

要美丽，我们可以努力让美丽乡

村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023年，大沥规上工业

总产值位居全区前列，累计引入

超千万元项目34个，还有156
个‘百千万工程’重点项目按下

‘启动键’。”大沥产业新乡贤、广

东兴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亚海认为，这能从侧面证

明，大沥营商环境得到市场认

可。“我很看好大沥，所以我也投

资了两个项目，目前已进入动工

建设阶段。”

“尽管外面很漂亮，但我们

还是会坚定地留在这里。”广东兴

奇集团常务副董事长陈湛枝表

示，正因为大沥包容开放的营商

环境，所以企业一直舍不得这里，

未来企业也会探索走工贸结合

的路子，以此增强企业竞争力。

同样对大沥充满感情的，还

有大沥产业新乡贤、广佛国际机

电五金城董事长刘伯琪。在刘

伯琪看来，地处广佛咽喉的大沥

有着良好的商贸环境，借着“马

路经济”的优势，得以打响广佛

国际机电五金城的名声。如今，

刘伯琪正在政府的帮助下，把这

一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为工展贸

一体的五金全球采购中心。“接

下来我会多介绍一些客商来大

沥，希望政府各职能部门都能多

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让他们能

在大沥扎根。”

广东嘉星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曙锋认识大沥只有

几年，但对大沥也充满感情。作

为大沥培育的头部电商企业，该

公司已在2023年2月8日迁入

大沥广佛国际商贸城核心区。“如

果政府能针对电商人才增设人

才认定标准，方便主播、运营等高

收入人群落户大沥，同时还打造

更多年轻电商从业人员们喜欢

的潮玩胜地，增加更方便的公共

交通线路，我相信会让更多年轻

人对大沥有归属感。”李曙锋说。

游剑锋表示，大沥的新乡

贤、企业家都是镇内有德行、有

才能、有担当、有声望的乡亲代

表，也是各行各业的专家。“所以

也希望大家多为大沥的发展出

谋划策，一起通过推进‘百千万

工程’，让大沥变得更好。”

招才引智
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招才引智，为大沥高质

量发展赋能，成为企业家、新乡

贤们在会上的共同话题。

“城市要发展、乡村要振兴，

都离不开人才。希望大沥能通

过细化相关人才政策，完善教

育、医疗、文化等城市公共配套，

把人才留住。”大沥产业新乡贤、

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潘伟津说。

与潘伟津有同样见解的，还

有大沥产业新乡贤、佛山市雍景

湾饮食有限公司董事长伍小

梨。目前，她已在企业探索留住

更多高水平人才的途径。“从我

们自身的经验来看，与生活息息

相关的元素，就是能留住人才的

重要因素。”

而在大沥慈善新乡贤、广东

美思内衣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艳

芬看来，继续擦亮“网红大沥”的

城市 IP，也更有利于城市的招

才引智。“不断刷新大沥的知名

度，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大沥的

美，知道大沥的好。”她还建议把

具有时尚属性的内衣元素加入

到城市宣传中，继续擦亮盐步内

衣品牌。

岑灼雄对企业家、新乡贤们

的建议表示认可。他表示，佛山

将大沥纳入中心城区范围，南海

也将大沥纳入千灯湖中央活力

区版图，这对于早期通过“马路

经济”发展起来的大沥来说，目

前已到了腾笼换鸟的最佳时机。

“支持未来发展的核心就是

人才。有了人，才有好的产业，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岑灼雄

说，大沥将重视与企业、社会团

体的交流互动，致力于推动政策

精准直达企业和社会团体。此

外，大沥还将持续优化企业扶持

政策，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当好

“店小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黄晴雯 通讯员黎昭映 许于平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彭敏聪

巩固基层党建
“最后一百米”

沥中社区位于大沥中北部，

属于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基层治

理难度大。近年来，沥中社区坚

持党建引领，推动党员深度参与

规范决策流程。在优化党员量

化积分管理的基础上，该社区将

党员参与经济社议事会议及参

与经济社日常管理事务作为积

分项，激发党员干事热情。

2023年，沥中社区推动党

员参与社区发展、工程项目审议

超10次，经济社与党支部共商

共议经济社事项150多项。

议事决策制度改革，是深化

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有效强化党对农村基

层领导、规范经济社管理的关键

举措。2023年9月底，大沥分

别出台社区一级的重要事权清

单和经济社一级的议事决策规

则，尤其是经济社一级议事决策

规则对重要事项、一般事项、日

常事项、党务事项和其他事项的

五大类别事项作了进一步的细

化，对事项类别和标的额都进行

了具体的限定。

如今，通过凝聚党员群众

“一条心”，激活乡村振兴“一盘

棋”，大沥不断巩固党对基层治

理“最后一百米”的领导，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夯实基层根基，为推

进“百千万工程”注入更多村社

的动能。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李翠贞 通讯员林诗韵 叶智豪

2022年，大沥村社两级集体

资产总额达167.98亿元，其中经

济社一级达85.31亿元；村社两级

可支配收入达37.67亿元，经济社

一级集体可支配收入达 28.3亿

元，位于南海各镇街首位。

这份宝贵的“家底”，是大沥推

进“百千万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资源之一。要守护好这份

“家底”，让其在新的形势下激发更

大的效能，就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首先，要让队伍变得更有活

力。“社区的奖学机制既能让我们树

立主人翁意识，参与社区建设，又能

吸引我们回乡，扎根基层就业创

业。”通过“英才回家”奖学激励方

案，梁楷健看到了基层的广阔前景，

并立志将青春年华奉献家乡。

自2021年从大沥回乡大学生

党支部结业后，梁楷健就到河东社区

锻炼了2年多，并于2023年担任虎

榜和平二党支部书记。截至目前，河

东共有16名年轻党员骨干成为支部

委员，25名年轻核心骨干成为经济

社社委，为社区建设奉献青春力量。

为建好青年人才“蓄水池”，大

沥出台《大沥镇村社储备人才队伍

建设工作方案》，注重从回乡大学生、

退伍军人中物色经济社储备人选。

2023年，大沥共选任651名经济社

储备人才，平均年龄34岁，当中有党

员 345 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84.49%。其中，2010年首次在全

区实施经济社社长助理制度的凤池

社区，就把社长助理全部纳入经济社

储备人才库，通过引入高学历年轻

人为农村工作注入活力。

打造青年人才“蓄水池”
大沥还从储、选、育、

管等环节链条式加强经济

社队伍建设，建好配强经

济社党支部，提升经济社

党组织核心引领力。

大沥实施经济社社委

与党员“双向”培养、探索建

立经济社当然社委制，吸

收讲政治、敢担当的经济

社骨干进入党组织，把优

秀的经济社党支部委员和

党员选用为当然社委，经

济社干部队伍党员占比不

断上升。

与此同时，大沥积极

推动“一社一支部”建设。

此前，全镇321个经济社

原有306个党支部，因个

别经济社党员人数不足等

客观原因，导致需与其它

经济社联建党支部。为

此，大沥推动条件成熟的

经济社成立经济社党支

部，目前已达到313个，逐

步实现“一社一支部”工作

目标。

大沥还把考核机制延

伸到经济社一级。镇社两

级同责亲抓经济社考核，

构建“2+7”薪酬绩效体系，

“2”即基础待遇和绩效待

遇，“7”即党建引领、信访

维稳、全域土整、“两违”整

治、消防安全、“三资”管理、

乡村振兴等七大考核维

度，并结合提级述职擂台

赛等机制，从而树立起绩

优酬优的鲜明导向。

提升经济社党组织核心引领力

激发活力 建强队伍

优化机制

■会议现场。

■沥中社区党员对社区工程项目进行表决。 （通讯员供图）

汇聚巾帼力量
绘就“绿美丹灶”

珠江时报讯（记者/陆婉玲通讯

员/林丽婷）1月25日，丹灶镇妇联

举办“绿美乡村·巾帼行动”美学点

亮课程进村居首场培训，拉开新一

年巾帼力量参与绿美乡村建设序

幕。

培训班上，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副教授何司彦围绕《乡村

美丽庭院建设指南》国家标准，以

《乡村美丽庭院设计》为题，结合典

型案例分析，从乡村庭院微改造和

植物设计等方面，向大家讲述了如

何有效提升庭院“颜值”。各村（社

区）妇联主席、有为水道沿线村居的

妇联执委代表、巾帼志愿者骨干代

表及美丽庭院培育户等约50人参

加培训。

“开阔了我的眼界，学习到不同

风格的庭院设计。”建设社区妇联主

席杜秋霞表示，此次培训十分切合

社区实际，为接下来社区的绿美乡

村工作带来了很多新思路。

“从自家做起，从身边做起，让

小家既有美学点亮，也有家风浸润，

让生活更加有滋有味有色彩。”丹灶

镇总工会主席、妇联主席庞小梨表

示，希望各村（社区）妇联积极行动

起来，以“绿美乡村·巾帼行动”为抓

手，结合具体工作和辖区实际，统筹

和链接好资源，下好绿美乡村建设

先行棋，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争做

绿美丹灶生态建设的参与者、建设

者、推动者。

接下来，丹灶镇妇联持续推动

不同主题的绿美乡村赋能课程，以

“知识传授+实地指导”相结合，从大

课堂走进街巷、庭院，充分发挥妇女

的独特作用，动员妇女美化自家庭

院和公共庭院，同时带动更多身边

群众参与乡村绿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