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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优势 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

高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内，连片土地映
入眼帘，这里是佛山（茂名）产业转移合作
园启动区。“拿地即开工，建成即使用。”这
是园区工作人员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
茂名承接产业转移的诚意。

“我们 49 天里拜访了 163 家企业，接
待了 202 家企业来茂名考察投资环境。”
佛山-茂名对口帮扶协作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说。

5 月 18 日，茂名承接产业转移主平台
（下称“茂名主平台”）被确定为省重点支
持建设的主平台。用好省内产业有序转
移机制，做好项目承接、产业配套、成果转
化文章，对茂名意义重大。

结对以来，茂名与佛山紧密对接，全
力配合配套设施建设和用地保障，联手佛
山打造产业转移合作园和县域特色产业
园区。佛山不仅出台了促进产业向茂名
合作园区有序转移的扶持政策，还携手茂
名到省外联合开展产业招商。

至今，茂名主平台已累计承接国内外
特别是珠三角产业转移项目21个，总投资
约113亿元。

推动县镇村发展，产业是基础。茂名
市委对各区、县级市、经济功能区分别明
确发展定位，在高标准推进“百千万工程”
中发挥县主战主抓作用，下大力气舞起县
域经济这个“龙头”。

——抓主导产业，突出政府引导、政
策支持，各县域聚力培优1—2个特色支柱
产业，打造产业“强引擎”。

——坚持农文旅、产加销一体发展，
把荔枝等特色产业和特色文化旅游发展
得更好，推动三华李、沉香产业产值突破
50亿元，龙眼、化橘红、罗非鱼产业产值迈
进百亿元，形成特色优势产业50亿、100亿
级矩阵。

对茂名而言，有着广阔的城乡发展空
间，县有优势、镇有特色、村有资源，是最
大的潜力板、最可拓展的经济纵深。

“把县的优势、镇的特点、村的资源
更好统筹起来，发挥好县镇村促进城乡
协调发展主阵地作用。”茂名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百千万工程”指
挥部总指挥庄悦群表示，茂名将突出抓
好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加
强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县镇村一体化建
设，持续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县域综
合承载力。

“百千万工程”正向纵深推进，茂名及
早搭建起高效运行的指挥体系。茂名市
县两级已建立“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并形
成县域经济专班、城镇建设专班、乡村振
兴专班、要素保障专班、决策咨询专班、佛
茂帮扶协作专班、社会力量协作专班、信
息化建设专班等 8 个工作专班，齐抓共管
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落实。

发挥特色 立足资源禀赋做强节点功能

在茂名，市委常委会每周选取一个镇
（街道）听取工作汇报。从去年10月至今，
已经听取 20 多个镇街工作汇报，“一竿子
插到底”为镇街高质量发展把脉。

镇（街）具有联城带村的节点功能。
向“百千万工程”要纵深，茂名不断强化公
共服务供给，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把乡镇
建设成为乡村治理中心、农村服务中心、
乡村经济中心。

金塘镇是茂名这座油城的发源地。
如今这里擦亮油城文化这一特色，打造油
城墟项目，实现从“油”城到“游”城的风貌
转变。

油城墟只是茂名5个样板墟之一。立
足资源禀赋，茂名正深化“百墟千村振兴
计划”，用乡村振兴“一四五”工作法持续
打造5个样板墟和6个示范群，以点为基、
串点成线、连线成片、聚片成面的乡村振
兴新格局在茂名徐徐展开。

南海皮鞋、石鼓渔网、霞洞雨具、怀乡
竹编、长坡制衣、岭门电子……一批有镇
域产业特色的中心镇、专业镇、特色镇走

进公众视野。茂名正在研究支持镇域特
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其产业规范
化、安全化发展。

镇的特色如何更好地施展？关键在
精准对接、精准发力。为此，茂名发动147
家建筑业企业与 112 个镇街结对帮扶，聚
焦镇街所需、企业所能，精准匹配推动企
业和镇街供需；动员128家商协会对接112
个镇街，谋划帮扶项目超过260个……

化州市杨梅镇黄槐垌村靠近湛江吴
川机场，茂名市工商联名誉主席陈华伟率
领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航空小镇”建
设；高州市根子镇荔枝之乡柏桥村吸引了
五湖四海的游客，东莞市高州商会会长林
柏光看到了当地旅游配套的短板，打造荔
乡文旅风情街的投资计划应运而生……
茂名市共有商会组织198家，企业会员超2
万家，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百千万
工程”的推进凝聚起茂商的庞大力量。

“茂名在精准对接上持续发力，坚持
‘一会一镇一策’，切实让商会所能所长与
镇街所需所求充分对接。”茂名市委副书
记、市长、市指挥部第一副总指挥王雄飞
表示，茂名还在项目牵引上持续发力，树
立质量导向，聚焦乡村振兴的要事、产业
发展的大事、民生改善的实事、生态治理
的难事，精心谋划帮扶项目。

激活资源 打造更加可观可感的现实图景

今年荔枝季，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人
气火爆。柏桥村地处荔枝种植黄金地带，
有着2000多年的荔枝种植历史，荔枝种植
面积达6800亩，占村子面积87%以上。

发展荔枝产业，柏桥村实现了本土资
源利用最大化。柏桥村农民专业合作社
荔枝销售近 1600 万元，较去年增长超
20%，330户荔农丰产增收。

产品资源、土地资源、景观资源、人力
资源、环境资源、文化资源……这些集中
在乡村的资源，正亟待全面激活。茂名提
出，通过突出激活村的资源，打造更加可

观可感的乡村振兴现实图景。
——抓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
在荔枝之乡茂名，乡村整洁的农家小

楼点缀在荔枝林间，呈现出如诗如画般的
乡村图景。乡村农房怎么盖、怎么盖得
好？茂名有一套切实管用的工作方法：

“一户一宅、建新拆旧、带图审批、现场办
公、管好工匠、管住材料”。共计 24 个字，
简称“二十四字”工作机制。

如今，这一机制写入了《茂名市落实
“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行
动方案》，盖新房塑新貌有新村，成为茂名
乡村建设的新常态。

抓乡村环境需要久久为功。今年，茂
名从花钱少、见效快的农村垃圾集中处
理、村庄环境清洁卫生入手，到改水改厕、
村道硬化、绿化亮化，持续塑造别具风格
的特色乡村风貌。

——抓增收，做足做活“土特产”文
章。

2022 年 ，茂 名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1126.29 亿元，居全省地市第一，连续三年
保持千亿元以上。这其中，既有得天独厚
的资源优势，又有“产业平台”和“微动力
源”双轮驱动的支撑作用。

激活“微动力源”，就是在农村特色产
业上下功夫，因地制宜激发农村特色资源
的“致富潜能”。茂名提出强化“经营”理
念，抓好乡村职业经理人试点建设，盘活
用好乡村资源资产，结合资源特色发展特
色制造业、乡村民宿、海滩摄影、农耕体
验、亲子研学等乡村“微动力源”。

信宜市钱排镇依托三华李特色资源，
通过当地合作社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
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钱排
三华李产值超亿元。

做足做活“土特产”文章，茂名积极发
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创新“合作社+
联农带农”“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更多共富模式，推动提高农业
生产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

争当市域发展县域振兴排头兵
128家商协会对接112个镇

街，“百会帮百镇”如火如荼开展；
147家建筑业企业与镇街结对帮
扶，企镇联动精准匹配供需；金
融“活水”流向县镇村，搭建的专
属乡村振兴信贷平台增强融资
可得性……茂名迅速凝聚起各
方力量，高标准推进“百千万工
程”，在这场城乡统筹的深刻变
革中形成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合力。

锚定省赋予茂名“在市域发
展、县域振兴中走在粤东粤西粤
北前列”的目标，茂名正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和咬定青山的韧劲毅
力抓好“百千万工程”实施，把县
的优势、镇的特点、村的资源更好
地统筹起来，以全新姿态、全新状
态、全新面貌干出一番新的事业、
闯出一番新的天地，力争率先在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取得新
突破。

实施“百千万工程”，瞄准的是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服务的是乡村全面
振兴，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百千万工程”具体到茂名，就是全
市 5 个县区和 3 个功能区，112 个镇街、
1906个行政村（社区）都要高质量发展。

充分强化县镇村三级执行力，是推
动工作落实的关键。去年 10月以来，茂
名市委常委会会议把深化落实“百千万
工程”作为常设议题，每周听取 1个镇街
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分析优势、查找短
板，为各地明思路、找方向。

9个多月过去，茂名市委常委会会议
已经听取 20多个镇街工作汇报，为镇街
指引发展方向。

这个做法既体现了一种鼓励，也是
一种鞭策。以今年听取茂名滨海新区博
贺镇汇报为例，茂名市委常委会会议提
到，博贺镇要立足特色发展，精准发力实
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大
力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加快制定海洋牧
场发展工作方案，深入挖掘博贺古港历
史文化，加快推进博贺中心渔港、西葛驿
站、植物工厂等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端
滨海旅游业，持之以恒保护好沿海生态。

半年过去，作为广东滨海旅游公路
茂名先行段的观景工程，西葛驿站如今

成了海景热门打卡地；位于国家级沿海
渔港经济区试点内的博贺中心渔港项目
已全面竣工验收，茂名滨海新区海洋渔
业产业园正加快建设，建成的一圈圈的
水池透视出智能水产养殖的未来。

每周听取“百千万工程”汇报，不仅
仅是市一级层面的常规动作。对照茂
名市委做法，县指导到行政村、镇指导
到自然村，即市听镇、县听行政村、镇听
自然村。

每周一次听取 1 个工作汇报，既是
及时把脉问诊，也是以 112个镇（街道）、
1906 个行政村（社区）为主体，按照分类
施策、集约高效、协同联动、改革创新、群
众主要路线、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把县
的优势、镇的特点、村的资源更好地统筹
起来，壮大县域综合实力和镇域经济，持
续用力、久久为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茂 名 以 县 镇 村 三 级 执 行 力 的 提
升，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这体
现的是一竿子插到底，一级带着一级
干的决心。

在此基础上，茂名还建立了领导干
部定点联系镇街、现场推进会、协同联
动、调度通报、调研督导、考核评价、培训
指导、宣传引导、决策咨询等 10 项工作
机制，不断建立健全抓落实工作机制。

一线实践

茂名市委常委会每周听取1个镇街汇报

一竿子插到底
一级带着一级干

数 读
茂名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

台今年已新承接国内外特别是珠
三角产业转移项目21个，总投资
约113亿元

茂名基于一方水土、突出地
域特点，大力打造荔枝、龙眼、化
橘红、沉香、三华李“五棵树”、罗
非鱼“一条鱼”和高凉菜“一桌菜”
等特色产业。2022年，茂名“五
棵树一条鱼一桌菜”全产业链总
产值达 422 亿元，从业人员达
58.9万人，带动每户农户年均增
收1.2万元

茂名建立“万企兴万村·百会
帮百镇”工作机制，发动各级商
会、民营企业投身参与“百千万工
程”，共有128家商协会对接112
个镇街

茂名引导和推动建筑业企业
投身“百千万工程”，共有114家
建筑企业结对帮扶112个镇街，
谋划帮扶项目164个，实现了结
对帮扶全覆盖

茂名推动金融“活水”流向
“百千万工程”，截至今年6月末，
茂名县域各项贷款余额1097.64
亿元，同比增长10.31%；辖内涉
农贷款余额912.69亿元，同比增
长18.47%；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
入8.99亿元，排名全省第二，同比
增长16.64%；农业保险保障金额
107.69亿元，同比增长21.15%

茂名建成“精彩100里”先行
段等美丽乡村风貌示范带9个，
累计 318.5 公里，覆盖 21 个镇
（街）107个行政村，惠及农民群
众近76万人

创新案例

商会组织、建筑业企业
与镇街结对帮扶，引入金融
“活水”

广泛凝聚各方力量
齐心协力推动落实
“百千万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

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走好这盘大棋，
落子需要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多举措强化
要素保障。

茂名有商会组织 198家，企业会员超 2
万家，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将目光放
在镇域这一连接县域和城乡发展的重要单
元时，茂名创新实施“百会帮百镇”工作机
制，主动为商会参与“百千万工程”搭建具
体帮扶平台。

“百会帮百镇”通过开展多形式、多样
化的结对活动，积极推动商协会与镇（街
道）组成结对帮扶关系，结合镇街所“缺”所

“需”，综合运用产业帮扶、投资帮扶、人才
帮扶、公益帮扶等方式，助力镇（街道）增强
发展动力和联城带村能力。

“百会帮百镇”不是“化缘式”无差别结对
帮扶，而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摸清镇情村情
的情况下开展的“靶向式”定制化结对帮扶。

经过茂名市县两级统战部门、工商联
紧锣密鼓地开展“百千万工程”专题调研，
组织各商协会到镇（街）调研“百会帮百镇”
工作，寻找合作商机，找准结对帮扶结合
点。目前，茂名全市128家商协会与112个
镇街全覆盖结对帮扶。

镇村建设特别是“美丽圩镇”建设，解
决“由谁来建”的问题至关重要。茂名发挥

“建筑之乡”优势，同时深化建筑业企业与
镇街结对帮扶机制，制定引导建筑业企业
投身“百千万工程”行动方案，通过政策激
励、跟踪指导、项目支持等方法，探索建立
建筑业企业参与城镇建设模式和激励机
制。目前，茂名市共有 114 家建筑企业结
对帮扶 112 个镇街，谋划帮扶项目 164 个，
实现了结对帮扶全覆盖。

干事创业离不开资金保障，这背后的一
个胜负手，其实是金融的力量。聚焦县镇村
金融需求，茂名广引金融“活水”，持续强化

“百千万工程”金融要素保障，为促进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截至今
年6月末，茂名县域各项贷款余额1097.64亿
元，同比增长 10.31%；辖内涉农贷款余额
912.69亿元，同比增长18.47%；农业保险实
现保费收入8.99亿元，排名全省第二。

以荔枝产业为例，人民银行茂名市中
心支行今年创新“行业协（商）会+金融服务
站”模式，为茂名荔枝线上销售及线下产销
加工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贷款服务，并成
功授信 72户，用款 62户 7526万元，有效解
决荔枝企业融资难题。

重塑县镇村价值，核心在激活资源，关键
靠改革赋能。茂名创新合作模式和激励机制，
做实“万企兴万村·百会帮百镇”，深化建筑业
企业与镇街结对帮扶机制，广泛凝聚起各方力
量，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
成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作者：刘栋铭 邹祥亮 卓剑斯 郑杨福
程思霖 梁水英 袁许银

转自：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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