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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 BAI OBSERVATION

今年以来，电白区旦场镇聚焦实施
“百千万工程”，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用
好“一四五”工作法，打好“底子”扮靓

“面子”充实“里子”，奋力推进“百千万
工程”走深走实，城乡经济社会建设提
质增效明显。

谋发展、稳经济，打好“底子”

该镇全力推动镇域经济和村级集
体经济“双轮驱动”协同发展，为“百千
万工程”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特色产业形成品牌。旦场荔枝、红
心鸭蛋、圣女果、黑棕鹅、黄晶果、凤梨、
猫屎糖等一大批农产品市场知名度不
断提高，品牌效应不断显现，旦场特色
农产品申请加入“信”字号公用品牌步
伐加快。

产业集聚发展形成规模。以“党建
带协会，协会联农户”方式，集聚全镇86
家种养合作社、28 家家庭农场发展合
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水平进一
步提高。2024年，吸引乡贤返乡投资超
1200 万元，建设黑金刚莲雾、早熟荔枝

“桂花香”和凤梨等种植基地，总面积
5000余亩，年产值近2亿元，其中凤梨的
良好市场效益得到中国新闻社“走进中
国乡村”栏目关注报道，成为该镇农业
又一拳头产品。

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红
花坡海镇堡农文旅基地于今年 10月进
入试业阶段，白腊塘智慧生态园、楼阁堂

“鹅小镇”庄园旅游业态进一步丰富，蕉
仔凤梨农旅生态园项目已完成第一期建
设。深化旦场滨海文旅品牌建设，挖掘
海洋文化基因，精心策划开展“旦场人龙
舞节”“渔俗”等特色活动，打造旦场年例
文化 IP，实现“网红”流量变现。

促绿美、抓整治，扮靓“面子”

该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全力做实“绿”字文章，逐步优化提
升城乡发展“硬环境”和“软实力”，为

“百千万工程”注入“绿色动能”。
坚持绿美生态建设。2024年以来，

组织开展超60次各类主题植树活动，发

动热心乡贤、党员干部、志愿者、群众超
3000 人次参与，成功种植了风铃树、万
紫千红等树苗 12500 多株，绿化面积达
22 公顷，种植长度达 36.5 公里，投入资
金超452万元。

统筹生态保护与修复。农村生活
污水有效治理率达 64.6%，城镇和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全覆盖，有效处理率
达到 100%。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
制”，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镇域内森林资源安全、林区和谐稳定。
持续巩固近海水产养殖退养整治成果，
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配合推
进央企助力国道风貌提升、农房外立面
改造项目，改造升级 228 国道沿线赤膊
房 174 栋，更新提升绿化 7 公里。开展
农贸市场专项整治，成立农贸市场综合
管理工作站，自 2024 年 7 月以来，组织
集中整治大行动 40 次，整治乱摆乱卖、
整治乱搭乱建、乱拉乱挂、乱停乱放
1900 余宗，组建整治专班，购置市场整
治专车，建成常态化巡查整治工作机
制，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以农房管控“二十四字”方针为抓手，整
治228国道、滨海旅游公路、环城东路以
及各主干道沿线违法建设，提升各大主
要道路沿线风貌和农房外立面。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完成农村道
路硬底化44公里，改造升级人民路东段
1公里，建成乡村小公园23个、农家小苑
7 个。完成大伞岭禁毒公园、旦场文化
广场、镇文化站等文化休闲场所升级改
造，大型商超惠多多项目建成营业。完
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完成 2 处黑
臭水体整治，新增 10 个污水处理设施，
新建农村污水管道约12公里，解决1112
户村民污水问题，累计完成 109 条自然
村污水处理。对红青路、228 国道出入
口减速带、路灯、路口标牌、视频监控等
进行增补，夯实交通安全基础。

强规划、挖潜力，充实“里子”

该镇按照“补短板、惠民生、促发展”
工作思路，科学规划、高位推进，为“百千

万工程”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坚持规划引领。完成“百千万工

程”典型镇培育建设规划，预计投入资
金 4559 万元，拟建设 25 个项目，按“七
个一”标准打造具有旦场风情风貌的美
丽圩镇。

抓好典型村规划建设。该镇借助
“百千万工程”建设典型村契机，以“头
号力度”实施“头号工程”，推动乡村从

“一时美”走向“长久美”、从“个别美”到
“全域美”。开展“百千万工程”大擂台
活动，16 个村（社区）齐上阵，通过实地
评估和集中演讲“晒”成绩、“摆”亮点、

“讲”经验，推动各村（社区）相互借鉴、
共同进步，全力打造“百千万工程”旦场
样板。由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
院设计、中铁上海局施工的红花坡典型
村建设工程已于 2024年 9月开工，现已
完成村主入口标志、村庄巷道“24节气”
主题景观打造、县道 618 及乡道 921 红
花坡村路段景观改造升级、禽畜集中饲
养共享农园建设等，红花坡村人居环境
实现微改造、精提升。2023 年来，红花
坡村积极发展乡村文旅产业，投资 1.1
亿元、占地面积 330 亩的海镇堡乡村农
旅区于2024年10月正式营业，辐射带动

周边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出富民兴
村新路子。推动“三变改革”，成立红花
坡强村富民公司“茂名市电白区乡悦农
业有限公司”，进一步振兴村集体经济。

释放闲置资源潜力。大力推进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谋划整治土地430亩，
整合土地指标需求约 400 亩，有序推进
镇村用地集聚化，着力解决项目用地指
标少的问题。解决4宗历史遗留不动产
登记问题，增加财政收入 100 余万。持
续推进撂荒耕地整治，2024年已复耕复
种21亩土地，落实三年内经改造可复耕
复种 187 亩，预备建设高标准农田 2101
亩。着手理顺税务机关、供销社、教办
等办公旧址的工农关系，推动盘活税务
机关旧办公楼、供销社仓库、教办办公
楼等地块资源。

该镇党委书记冼淑娟表示，旦场镇
将锚定打造“打造成电白区海洋经济发
展高地”的发展定位，大抓镇村经济发
展、人居环境提升等，推进“百千万工
程”提质增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扎
实有力的具体举措，奋力打造山海并
茂、文旅交融、滨海新旦场，为电白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加坚实的
旦场力量。

打好“底子”扮靓“面子”充实“里子”
旦场镇奋力推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 通讯员 炤耀崔文才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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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茂名市“百墟千村振兴计划”
的生动实践，电白将沙垌沉香墟作为样
板墟，聚焦“沉香第一街”，深入挖掘打
造精品特色商墟。

围绕“一河一环一街”进行布局，
实施古墟修复工程，古色古香的沉香店
铺已粉饰一新，一个干净整洁、秀美兴
旺的精品特色商墟形象显现在广大游客
眼前。沙垌沉香墟也从一个小墟市演变
为农文旅、产供销一体化发展的大平
台。周边沙垌河也打造成生态景观河，
建有沉香公园、滨河骑行道，电商物流
园、农贸综合市场及商业步行街，人流

涌动，人气集聚。硬底化道路 3.3 公里，
商墟内增设停车位500个，提升沙垌沉香
街农房商铺外立面风貌，建设连廊、沙
垌 河 绿 美 生 态 以 及 沙 垌 河 七 彩 骑 行
道，以沉香为主题的墟街风貌已然成
为当地宜居宜业的标准典范。商墟建
成后的半年内，产业总产值从商墟建
成前约 5 亿元增长至约 20 亿元。为推
动沙垌墟沉香产业发展，提升交通运
载能力，成功增设沈海高速电白观珠
沙垌出口。开设产业综合服务中心，
进一步推动产业资源配置和调度的有
机统一。加快沙垌香街加工作坊集聚

区建设，形成就地深加工、产供销“一
条龙”闭环。积极外联内引，利用沙垌
沉香集市商贸区优势，开发商贸出口、
研发检测、研学一体、民宿旅游等兴业
富民多元业态，吸引更多的人来沙垌体
验育香、种香、采香、品香、闻香、识
香休闲乐趣，目前村内拓展建设旅游休
闲服务场所9家。

如今，“电白沉香”产业通过增强
沉香文化赋能地方发展，加强整体香墟
的特色运营，持续提升产业集聚效应，
让当地的人气“聚”起来，村民“富”
起来。

打造“沉香第一街”

“百千万工程”来提速，“云上南清”文旅发展驶
入快车道。缠绕于浮山岭半山腰的黄岭镇南清村，
水清景美、绿树环绕、云烟升腾，享有“云上南清”的
美誉。作为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当下，该村
聚焦乡村文旅主线，涉及农房风貌、村内环线环境、
登山步道、庭院经济、林下经济等内容的典型村项目
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处处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文旅“施工图”。

以油茶为媒，传播乡村振兴新旋律。在10月31
日，南清村策划了油茶籽采摘活动，吸引了不少人过
来体验，采茶籽、观秋景、品特产。行走在乡间小道，畅
享独特的山清水秀；在美丽庭院品尝特色凉粉草、山
水豆腐花，感受乡村的幸福生活；在山林间采摘油茶
籽，感受产业振兴的蓬勃力量。这是南清村在典型村
建中不断刷新“南清答卷”一个又一个亮眼拼图。

废弃矿坑规划改造为天鹅湖

南清作为国家森林乡村，群山拥抱，日照时间偏
短，森林覆盖率达91.31%，是名副其实的大氧吧，然
而全村户籍人口只有226户，山多地少。从国家森林
乡村到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南清应如何乘借新
时代春风，焕发新生机，实现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近年来，南清村紧抓“百千万工程”因地制宜，突
出规划先行，以浮山岭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差异化发
展定位，深挖地域资源优势，通过基础设施的短板建
设、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农村风貌的集中整治，谋
划打造一批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的文旅项
目，将南清打造成“生态康养·度假仙境”文旅品牌，
将游客引进来，也将产品带出去，从而达到筑巢引凤
的发展目的，力求成为电白典型村建设的典范。

电白区有关部门认真对标对表省“百千万工程”
典型村建设目标任务，经过区、镇、村三级意见的反
复打磨，今年已编制《南清典型村规划建设方案》和

《南清森林公园度假村概念规划方案》。该方案覆盖
了南清村的总体规划、空间结构、平面布局、风景区
规划以及交通规划等多个方面，并明确了长期和短
期的发展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将4个废弃已久的矿坑改造成人
工湖景观（取名为：南清天鹅湖），是南清村典型村项
目规划建设中又一大亮点。

据了解，民国时期，南清兴起人工挖石烧石灰的
工业，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是鼎盛时期，90年代末
停止挖矿，留下4个矿坑深潭，多年来一直废弃至今。
在典型村项目规划设计中，南清村通过深挖地域资源
优势，将4个矿坑打通连起来改造成人工湖景观区域，
实现从废弃矿坑到生态景观的转变。届时，南清天鹅
湖必将成为电白乡村振兴一道靓丽风景线。

党建引领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

“村中的老旧房子换了新颜值，以前出行不便且
存在交通隐患的乡间小道变成了硬底化的观光步
道，还搞起了乡村旅游经济业态，我们村现在不仅变
得更加生态宜居，感觉以后人气也会越来越旺。”谈
起近期南清的变化，群众李大兴由衷地感叹。

今年9月以来，南清村依托地势风貌，坚持规划
引领，通过强化区、镇、村“线上+线下”沟通协调机
制，认真落实每个内容、每个节点的规划建设任务，
以乡村旅游经济新业态为串联，因地制宜完善了一
系列公共服务设施，推进环境卫生整治、风貌提升、
绿化美化工程，让山水田园乡村迎来新变化。

党建引领穿插到项目建设每个细节当中。自从
典型村项目建设全面铺开后，建立了区、镇、村“线
上+线下”沟通协调机制，上下联动，每天“线上+线
下”跟踪每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并研究落实具体措施，
同时注重在建设中整改、在整改中实现大提升。茂
名市副市长、电白区委书记高雪山在实地调研时明
确要求，镇、村干部都是一线参与者与“监督者”，绝
对不能单靠一张“施工图”去做工作，除了要有具体
想法、学习先进经验外，还要一步一个脚印去“丈量”
项目建设的新成果，奋力推动南清村典型村建设走
在全区前列。

据了解，目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完成1段青
石板路改造和新建200米环村步道，提升了村庄的道
路设施；建成“农家小苑”6个，停车场1个，解决家禽
集中圈养并提供停车的便利条件。在农房风貌管控
方面，完成民房风貌提升外立面20多栋，并进行沿线
绿化提升，丰富了南清生态多样性，整体建筑更加协
调美观。

据施工单位介绍，明年元旦前夕，美丽庭院、矿
坑遗址生态修复、风貌塑形空间、庭院经济、休闲农
业、“一米艺术阳光”菜园、林下拓展、油茶工坊等建设
内容的效果更加突出。其中，打造庭院经济的样板
——“柿柿如苑”餐厅正式营业，由“强村公司”统筹管
理运营，其餐厅的食材也是来自“一米艺术阳光”菜园
或当地，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新业态提供示范。

黄岭镇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将紧盯南清村“百千
万工程”典型村建设项目的时间节点，对标对表省、
市、区部署要求，以“人大+村（居）民说事”活动的深
入开展为抓手，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到南清典型
村建设当中来，充分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全力打
造好“生态康养·度假仙境”文旅品牌，让更多游客走
进南清，把南清的“土特产”带出去，一起讲好南清乡
村振兴新故事。

黄岭镇南清村：

变“废”为宝
文旅发展驶入快车道

■ 通讯员晨希何伟周启昌

近年来，电白区观珠镇沙垌村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乡村振兴的
工作部署和要求，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
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
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工作要
求，以沉香产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大力发展沉香特色产业，建起了富
民兴村、“香飘四海”的沙垌沉香墟。

在观珠镇沙垌村，街道两旁全是经营
沉香的商铺。每家商铺囊括了种苗、种
植、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几乎

每家店铺的广告牌都带着“沉香”字样，
空气中都是沉香的独特味道，丝丝缕缕升
腾而起。店铺里的沙垌村民正在忙碌着选
料、切割、勾香、加工、直播……电白沉
香产业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从育苗、种
植、加工到市场营销等完整的全产业链
条，形成“文旅农康”融合发展格局，走
出了一条产业兴村、产业强农、产业富民
的发展之路。“随着奇楠沉香种植普及，
原材料更加充足了。”当地年轻人不仅传
承了村里传统的沉香产业，拓宽销售渠

道，还创新发展沉香加工工艺，制作出备
受新时代消费者青睐的产品。目前，沙垌
村拥有商铺作坊近 1000 家，带动 2800 家
个体户共同发展，吸纳就业超 2万人，全
村沉香产业产值达 10 亿元。沙垌村还将
电商培训列入重点工作，通过“协会+香
农+电商”模式进行直播带货，成功带动
家庭妇女实现再就业，让众多妇女得以在
家门口就业。经过培训上岗、熟练话术的
主播，月收入从5000元到4万元不等，带
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文旅农康”融合发展

采茶籽，观秋景，品特产。

黑棕鹅养殖基地。

大力发展沉香产业，助力兴村强农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