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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落脚

点，是为了亿万农民

持久幸福的生活，让

农村获得与城市平衡

发展的机会，而产业

振兴是实现目标的基

石。近年来，肇庆在

乡村振兴过程中，牢

牢抓住产业发展这个

“牛鼻子”，总结出了

适合自身发展的多种

方式方法。

肇庆的经验是，

真正让农业发展高质

高效，并把乡村建设

得宜居宜业，从而带

动农民富裕富足。

更 值 得 称 道 的

是，肇庆立足把农业

农村短板当作“潜力

板”来打造，通过建

设农业产业平台，尤

其 是 培 育 一 批 农 业

产 业 集 群 ，带 动 了

3185 个农民合作社、

9027 个 家 庭 农 场 发

展 。 这 些 连 接 千 家

万 户 的 农 业 经 营 主

体，成为农民增收致

富的重要平台。

记者在采访中感

受到，乡村发展过程

中，产业发展要走“实路子”、不搞“花

样子”，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都无益于乡

村的长治久安。“输血”不如“造血”，

各地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地

方特色产业，为

农民寻找持续增

收致富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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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农业农村短板为“潜力板”
——广东肇庆发展现代农业富民兴村调查

广东省肇庆市既是粤港澳大湾区主体城市，

也是广东的农业大市，超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

面对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肇庆如何补齐短板，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当好大湾区“菜篮子”“果盘

子”“米袋子”？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赴肇庆调查

采访。

集散基地探高效农业——

打通流通关节点

隆冬的岭南依旧绿意盎然，记者来到肇庆

（怀集） 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公路上来自珠

三角地区的物流车辆不断从基地进出，这里是

肇庆打造的农业高质量发展重大平台之一。不

远处，为该基地配套的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设施系统工程等项目已初步完成。

据怀集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植嘉升介绍，该

基地主要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地和周边省

市农业生产地，采取“一基地+多节点”空间

布局模式，挖掘现有农业要素资源与物流通道

资源优势，一方面充分整合怀集及周边地区优

质农业和绿色农副产品资源；另一方面有效整

合怀集及周边区域物流基础设施资源，建立与

周边地区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区域的高效

连接，发挥集散基地的服务功能。

肇庆通过加快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着力

打造集种养、加工、仓储、物流、销售于一体

的农业全产业链集群。2020年 9月，总投资 2.8

亿元、规划面积约 150 亩的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产品肇庆配送分中心项目在广宁县正式

动工。同时，肇庆还依托 200 平方公里的广佛

肇 （怀集） 经济合作区平台集中开展集散基地

建设，在 94.4 平方公里的生态农业示范片区

里，重点发展特色农产品、名优花卉等现代生

态农业和观光休闲旅游产业，打造了两个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怀集县丝苗米产业园和怀

集县蔬菜产业园。

怀集县蔬菜产业园由扎根当地 10多年的肇

庆全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牵头建设，已形成以

农产品种植、加工、冷链、物流及配送为核心

的产业群，销售遍及华南，直通港澳、东南亚

等地。流转耕地 3000多亩的怀集润丰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发展特色蔬菜生产，带动周边农户

种植韭菜花、韭黄和水果莲藕等高附加值特色

农作物，并辐射发展第三产业。

据了解，怀集县蔬菜产业园现有多家种

植、加工企业，已在冷坑、马宁等镇建成占地

7000 多亩的蔬菜种植核心区，主要种植菜心、

韭菜花等蔬菜。其中，4 家供港蔬菜备案基地

占地 3000 多亩，紧密联系 8 家蔬菜经营主体，

辐射带动年种植蔬菜 1.2 万多亩，联农带农 1.3

万多户，平均每天从怀集运输到珠三角等地区

蔬菜 50吨左右，初步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模式。2020 年该产业园农业总产值可达 27.38

亿元。

广宁县是与怀集县相邻的广东西北部山区

县之一，近年来形成了一个覆盖南街、洲仔、宾

亨、横山等镇（街）的肉鸽产业园。目前，该产业

园的养殖场、生活配套区基本成型，预计建成后

年产值可达 3亿元，将成为广东最大的肉鸽生产

基地。

2020 年 6 月，肇庆生猪产业园、广宁肉鸽产

业园被列入广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名单，

目前肇庆累计入选省级产业园创建名单 10 个，

数量居全省第5位。

肇庆市委书记范中杰表示，城乡区域发展不

平衡是肇庆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制约肇庆高质

量发展的短板。肇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通过大

力实施现代农业发展“611”工程，当好大湾区“菜

篮子”“果盘子”“米袋子”，全力将农业农村短板

变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板”。

兰花专业镇看一村一品——

聚焦优势产业群

又是一年兰花盛放时。记者来到四会市石

狗镇，田野里五彩缤纷的兰花清香远溢，墨兰、杂

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 230 多个品种竞相

绽放。

近年来，石狗镇以现代高效农业为核心，致

力于做大做强兰花等特色农业产业，全力打造现

代农业特色镇。2013年该镇被认定为“肇庆市兰

花专业镇”，2019 年被选为广东省“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兰花专业镇。目前，石狗镇有兰花企业

62 家，种植面积 4200 多亩，兰花年育苗 3300 万

株，年销售额达4.5亿元。

“兰花产业发展普惠民生，助力村民脱贫致

富。产业变强了，村民变富了。”四会市农业农村

局局长萧志坚说，通过采取“公司+基地+贫困

户”的经营模式，兰花产业带动该镇 352 名贫困

人口脱贫增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石狗镇不少村民通过到

兰花基地打工学习种植技术后，自己创业致富，

程村村民莫五妹便是其中一员。她通过种植兰

花创业，规模从最初的 3 亩发展至 20 亩，年收入

达 50 万元，她还牵头成立了四会市首个兰花专

业合作社，带动大家一起种植兰花。

怀集县是国家级生猪调出大县。在诗洞镇，

占地 1500 多亩的诗洞智慧种猪场项目二、三区

已引进种猪，整体项目接近完工，曾经的鱼塘已

被填平，猪舍、饲料厂、有机物处理区等建筑错落

有致地排布在青山绿水间。“项目计划养殖 1.3万

头种猪，年出栏 30 万头仔猪。”项目经理姚红骅

介绍，诗洞智慧种猪场由国内畜牧养殖龙头企业

新希望六和集团全资子公司肇庆新好农牧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

2020年 4月，诗洞镇入围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建设名单，生猪养殖作为诗洞镇特色产业，也迎

来了发展“黄金期”。目前，诗洞镇生猪养殖规模

每批次 300 头以上（含）的优质肉猪养殖基地有

11 个，规模以上养殖场近 100 家，养殖合作社及

家庭农场 40 多家，全镇年出栏生猪达 20 万头以

上，产值 4 亿元以上，占全镇畜牧业总产值 80%

以上。

石狗镇的兰花、诗洞镇的生猪，是肇庆加快

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建设的缩影。

肇庆按照“标准化、品牌化、特色化、产业化”发展

路径，聚焦发展优势产业集群，扶持特色农业成

为主导支柱产业，作为推动肇庆乡村产业振兴的

核心支撑。目前，肇庆现代农业发展的“611”工

程中，粮食、水果、蔬菜、畜禽、水产、南药 6 个年

产值超 100 亿元的优势农业产业集群正加快

形成。

2020 年，肇庆加快推进专业村建设，通过审

批项目 75 个；新认定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1 个、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2个；认定省级专业镇

16个、省级专业村96个。

玫瑰园里说三产融合——

挖掘内涵与特色

走进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清溪伴竹林，

林下种蘑菇，幽静的河边小道上，来自广州的陈

曼菲与家人正推着婴儿车散步。“我们是来这里

度假的。”陈曼菲说，“这里的民宿吃住都很方便，

还可以购买农产品自己做饭。”

距台洞村不远是同属江口街道的励志新村，

村口有一座电商服务站。正在准备直播的店主

伍幸辉说，他曾在浙江从事电子商务，看到家乡

大量优质农副产品销不出去，便回乡与乡亲们合

作，通过注册电商品牌、“试水”电商直播等方式，

实现增收致富。一年来，他的团队已发展到十几

人，“平台 2020年销售额约 600万元，我们还有很

大的增长空间”。

记者来到怀集县幸福街道前途村，一片望不

到边的山涧丘陵里花团锦簇，这里是 2020 年 10

月 1 日开园的广东华辰玫瑰生态农业公园——

以华辰玫瑰、百香果为主导产业的特色花果产业

园区。

“华辰玫瑰产业一体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主

要是做特色农业种植，是集乡村旅游、休闲观光、

康养度假、文化体验及产品深加工于一体的三产

融合发展项目。”华辰玫瑰园行政部经理钱发荣

介绍，园区集约土地 3090 亩，种植有玫瑰、百香

果、金花葵、越南鹰嘴苦瓜等特色农作物，不仅能

供游客观光观赏，采摘后还可提供深加工，市场

销路很好。

“到 2022年，产业园特色花果种植面积将达

10 万亩，预计联农带农 1.5 万人，产值将超 10 亿

元，形成标准化种植程度高、加工技术一流、文旅

品牌突出、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辐射带动有力、

利益共享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格局。”华辰玫瑰园

项目负责人说。

走进四会市罗源镇铁坑村，整洁的古村落宁

静而不失活力，三三两两的游人在欣赏村里几处

百年“曾氏祠堂”。

“我们建设美丽乡村，突出了‘农文旅’结合，

打造乡村游路线，并带动农产品销售。”罗源镇党

委书记焦亚邱说，罗源结合镇里各村实际情况，

以农业种植为基础、以文化挖掘为内涵、以特色

资源和优美生态环境为优势，走三产融合发展之

路。目前，罗源镇餐饮业、特产店不断增长，组团

游、自驾游逐渐兴起。

当前，肇庆聚焦拓展三产融合发展，加速开

展“农业+”模式，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健康养

老等新业态全面推进。据统计，肇庆近年来共

培育国家旅游重点村 2 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2

个、广东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点）

18 个、省级文化和旅游特色村 5 个、省级旅游风

情小镇 1个。

小溪潺潺、鱼儿欢游，山色空蒙、云蒸霞蔚，

一幢幢农屋在群山怀抱中若隐若现。走进村子，

乡村道路干净整洁，村民们乐悠悠地谈论着家乡

的变化……这就是甘肃康县美丽乡村景象。

近年来，康县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坚持生态

理念、传承历史文脉、突出地方特色，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人居环境实现了从“一处美”到“处处

美”的蜕变。

在发展过程中，康县既重环境品质又重产业

发展，把建设美丽乡村和培育发展多元富民产业

同步推进，想尽办法让群众的腰包“鼓起来”。

在岸门口镇杨家河村村委会旁边，一栋由

康南传统民居改造的民宿格外引人注目，这里

游人不断。“真没想到，我们这山沟沟也能发展

得这么好，昔日的偏僻贫困村变成了如今的美

丽乡村、明星村，现在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旅游。”

53 岁的杨家河村村民蒲兆林是一家民宿负责

人，“我们的 5 间民宿每天都有人住，尤其是周

末、节假日，提前几天就预订满了。”

经过精心建设，花桥、何家庄、大水沟、朱家

沟、庄科、珍爱茶山等村社已成为康县“名牌”旅

游村，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据统计，

2020年上半年，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康

县接待游客数量仍达 83.2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38308.06 万元，其中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56.9万人次、综合收入达21792.7万元。

在全力推进乡村旅游的同时，康县坚持“生

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发展理念，立

足资源禀赋，大力推进“南茶北椒、整县核桃、区

域优势、做精做优”的产业发展布局，全县发展

核桃、花椒、天麻、中药材、茶园等特色农林产业

110 多万亩。康县还成立了兴源、龙神、满福等

农特产品龙头企业，打造出“康耳”“翠竹”等一

批“康字号”名优农特产品。

多元特优产品线下销售火热，线上销售更

是打响了康县山珍的名气。迷坝乡马莲村村民

王玉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2019 年，她

在网上销售了 80多万元的农特产品，把香菇、花

椒、天麻、木耳销售到了兰州、青岛、无锡等地。

“互联网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王玉花说。

目前，康县已开办网店 1528家，建成电商服

务中心等各级各类服务平台 484个、电商应用企

业 38 家，带动 6306 户贫困户持续增收，涌现出

“阳坝原生态土特产”“惠农专业合作社”“花桥

包子”等一批“明星网店”及郑文山、秦文学、王

玉花等一批“电商达人”。

康县在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特优产业的同

时，把“富口袋”和“富脑袋”有机结合，“塑形”和

“铸魂”同步推进。该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建设为抓手，强化农村群众思想道德建设，

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升农民精神面貌，提

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2020年1月，康县文明委号召全县学习借鉴

康县岸门口镇杨家河村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过

程中把美丽乡村建设和“除陋习、树新风”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紧密融合的实践。

“让群众积极参与村级善行公益、环境卫

生、社会公德及农户自己家庭卫生整治行动，

引导大家转变落后守旧观念，激发群众内生动

力，凝聚正能量。”康县岸门口镇党委书记梁月

红说。

2019 年，康县评选表彰和推荐各级各类先

进典型 450 名，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4000 多

场次，在窗口单位、城区广场等处设立了 97个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提供便民利民志愿服务。“我

们将结合各自实际，全力实施文明实践‘四个工

程’，为乡村振兴和文明城市创建提供源源不断

的精神力量。”康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宇

星表示。

在康县，美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特优产业

培育茁壮成长，全域旅游发展逐步实现，村民们

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精神抖擞、干劲十足。

截至目前，康县 350个行政村已全部建成美

丽乡村，成功创建国家 AAAA 级景区 4 个、国家

AAA 级景区 2 个、乡村旅游示范村 70 个，2 个镇

和16个村获评中国最美村镇。

村民们在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地采摘蔬菜。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四会市石狗镇兰花种植基地里花香远溢。 （资料图片）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广东省肇庆市紧紧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点，聚焦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高质量发展平台，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乡村产业富民兴村的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