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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遂溪县扎实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成效喜人。
作为衔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乡村产业，在遂溪发展迅猛。
通过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科学统筹和大力整合，融合自身动力和外来推力乃至乡贤反哺，全社会各界齐

投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行动波澜壮阔。
田头溪边，乡村同谱驱贫旺村曲。
党旗展处，遂溪齐绘田园锦绣图。

田园似锦新遂溪

政策驱动，党政主动，规划启动，内外
联动，产业推动，市场拉动，乡贤互动 全
民发动——以党建为引领的遂溪乡村振
兴全动力引擎正在全速运转。

精准扶贫是扶贫攻坚战的方略，各级党
委政府强力落实这一方略。目前，遂溪县有
贫困人口的 235 个行政村，省直、佛山市三
水区、湛江市直、遂溪县直单位组建的帮扶
工作队进驻后，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不但
贫困家庭的生活、生产条件大幅改善，随着
基层党建的强力推进，村集体面貌焕然一
新，乡村公共设施和服务也大为增加。村两
委班子加强了，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涌现，

一支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正在形成。
随着“十百千”干部回乡促脱贫攻坚

行动的展开，扶贫攻坚力度前所未有。
今年以来，县镇两级共投入党校建设

资金346.1万元，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师资
库，其中县级41名、镇级328名，配备兼职
工作人员50名。目前，各乡镇党校举行培
训班152期，培训人员19466人，各乡村讲
习所已举办乡村宣讲活动865场，覆盖
24572人次。河头镇双村把乡村振兴讲习
所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相结合，充分
利用马铃薯示范基地的区位优势，积极进
行农业技术方面的培训，至今累计集中培

训人员87人次；洋青镇洋青村乡村振兴讲
习所把火龙果种植技术作为主打产业进
行培训，引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目前，
该镇火龙果种植面积已发展到7000多
亩，仅火龙果项目增收便超过1亿元。

今年上半年，在《湛江市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出台及深入开
展”十百千“干部回乡促脱贫攻坚行动
后，遂溪县在湛江所辖各县市中率先出台
了《遂溪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
2020 年）》，明确提出：以产业兴旺为重点、
生态宜居为关键、乡风文明为保障、治理有
效为基础、生活富裕为根本，积极开展资源

整合、三产融合发展、生态宜居、文明培育、
基层提质、脱贫奔康、特色乡村创建等“七
大行动”，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美丽新遂
溪，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该实施方案细化出 75 个项目内容，
每项均明确责任单位，及每一年的具体任
务指标，配套了巡查督办制度。

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筹划周密，方案
细化，措施得力，责任分明，途径清晰。遂
溪县广袤的红土乡村，连接着脱贫和奔康
的征程，向着可持续安居与乐业的方向，
迈出越来越强劲的步伐。

党建成为引领乡村振兴全动力引擎

强劲的步伐需要强大的动力，乡贤互动成
为重要新动力。为此，遂溪各镇均成立了“乡贤
工作室”，建好乡贤名录数据库，组建推行“乡贤
+”模式，助力乡村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商
会、社团组织的作用，把乡贤发动起来，遂溪县
正形成“万名乡贤帮万村扶万户、千企帮千村 ”
的局面。

如该县的河头镇，乡贤成立三大促进会，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成效显著。教育发展促进会
筹集巨资奖学奖教。治安促进会捐资安装对辖
区视频监控设备；养老促进会，10 多个村庄的
外出乡贤，逢年过节便回乡慰问敬老院老人及
村中孤寡老人，倡导“孝文化”的文明乡风。

近年来，遂溪乡贤的反哺工程亮点频
闪：带动万人捐资建设孔子文化城景点；
出资与家乡共建水产养殖项目；新农村建
设如火如荼……

在此基础上，遂溪县委县政府利用双

休日时间，组团逐城走出去，进一步加强与
乡贤的沟通，升级“乡贤+模式”。8月17
日，遂溪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大会在广州珠
岛宾馆举行，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中山、
江门五大遂溪商会的250多名乡贤齐聚一
堂，共商助力家乡乡村振兴大计，现场气氛
热烈，当场签署十个项目协议，总投5.76亿
元。大会分发的小册子中，《遂溪县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0）》中规划的
50个项目，超过80%以上为带公益性质的
项目。解决的是乡村公共历史性“欠账”问
题——投入不足、基础薄弱、导致一些村庄
荒芜脏乱、产业凋敝、公序失良，目标是实
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

不唯产值，不唯税收，一切为了乡村振
兴。这一别开生面的招商模式，不但引起了
乡贤的热烈共鸣，还感动了不少非遂溪籍企

业的外来投资者，他们纷纷为再塑遂溪乡村
故园新貌，主动参与发言和献计献策。

重塑故园新貌，离不开生态宜居。遂
溪县从垃圾管理抓起，以干净整洁为首要
目标。在投入8000万元建成生活垃圾收
运处理系统的基础上，学习安吉乡村垃圾
处理的模式，实现全县乡村干净宜居。同
时，全面推进省定贫困村“三清三拆三整
治”，20户以上的367个自然村中，已有356
个自然村完成“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工
作。加快总投资9.77亿元镇村污水处理项
目建设进度，计划在2018年底前完成，实
现镇级污水处理全覆盖，村级污水处理覆
盖率达80%以上。突出抓好乐民镇墩文
村、遂城镇下洋村、河头镇河头村等三条

“红色村”党建示范点建设，打造港门镇货
湖村、遂城镇官湖村等乡村振兴示范点。

重塑故园新貌，离不开和谐文明乡风。

遂溪县通过宣讲和学习，不断提升干部群众
对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如岭北镇西塘村
邀请县老干部宣讲团作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拓展农业生态功
能”的讲座；遂城镇官湖村邀请山东曲阜孔
子文化学院院长颜廷淦作了“仁义礼智信与
好人好报”的讲座；遂城镇豆村邀请原南京
军区副司令员陈超中将回到家乡讲述革命
战争年代遂溪的革命斗争历史，激发群众积
极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热情。据统计，该县的
老干部宣讲团已走遍全县15个乡镇巡回宣
讲74场，直接受众22000多人。此外，团县
委在15个乡镇均建立村级志愿者队伍，县
妇联深入开展“寻找最美家庭”“传家训、立
家规、扬家风”等评比活动。全县80%以上
的村庄制定了村规民约，并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进行修订完善，文明新风墙绘
处处可见。

升级“乡贤+”模式 再塑故园新貌

截至2018年11月30日，遂溪县扶贫
开发项目共有453个，竣工440个，竣工率
达97.13%。扣除教育补助和医疗保障这
两部分的预留资金，截至11月30日，已下
拨至该县各镇的扶贫开发项目资金为
29892.22万元，资金使用率为74.21%。

如果单看这组数字，还难以深刻体会
到遂溪乡村产业发展之迅猛，那么，走进
各村的田头溪边，一幕幕鲜活的新闻“猛
料”便带来更强烈的感官冲击力：

——在草潭镇新村仔村的下六社区
淡水龙虾生猪综合养殖基地的池塘里，来
自佛山三水区的挂点扶贫干部和村民一
起，双手举起刚从塘里捞出的粤西扶贫项

目首养成功的澳洲二号淡水大龙虾；
——高规格现代农业产业园不断涌现，

岭北镇的遂溪火龙果产业园、遂城镇的壹号
食品（湛江）土猪产业园已成功申报为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扶贫项目的建新镇那
仙村火龙果综合种植基地，配套的加工厂，
竟然产生了国内首个火龙果酵素国家标准；

——工商资本下乡势头猛，黄略镇乡
贤王晓春投资3亿多元的湛江拉多美项目
在遂溪岭北工业园区奠基，北坡镇乡贤袁
盛益投资3000万元、占地300亩的北坡镇
鱼龙湖项目已动工建设，在驻外遂溪商会
的推动下，洋青、乌塘镇建起3500亩现代
化马铃薯生产基地，在遂城镇建起500亩

大棚蔬菜基地，形成优势产业区。
——特色文化产业规模大。提升孔子文

化城品位，加快投入市场运营；投资30亿元
的华强方特“东方神画”项目已正式签约落
地；挖掘乡村特色资源，着力打造螺岗小镇、
中医药小镇、海洋文化特色小镇、金龟岭休闲
农场、马六良新农村等乡村旅游精品点。

目前，在遂溪各镇，依托特色资源的新增乡
村产业“百花齐放”。既有规模万亩的珍稀水果
基地，又有4万多亩的特色薯芋基地，既有传统
种养产业，又有依托乡村劳力的竹木编制产业，
更有特色浓规模大的文旅产业。

乡村产业的迅猛发展，不但让用土地
使用权和扶贫专款入股的贫困户取得租金

和分红收入，还带来大量的家门就业机会。
建新镇那仙中村的贫困户卢惠芳是位

单身母亲，过去靠在周边村庄零散帮工为
生，自从村里来了扶贫工作队，引入企业化
生产的火龙果种植基地后，除了扶贫项目
给她带来 810 元的年分红外，按基地里的
全勤薪酬算，每年还给她的家庭带来 2 万
多元的劳务收入，总收入近 3 万元。

乡村产业的迅猛发展，还推动了乡镇
的城镇化进程，在偏远的传统渔业镇草潭
镇，街道旁铺上了和城区一样的环保砖人
行道和绿化带，硬底化镇街旁建起了文化
广场和电梯商品房。种植大镇北坡镇，湘
菜馆、川菜馆等全国各地风味的食肆遍设。

乡村产业迅猛发展令人惊讶

党旗展处 遂溪田园如锦绣
乡村产业驱贫又旺村 八方同心建宜居田园

遂溪县建新镇那仙村火龙果综合种植基地。

数据图解

453个扶贫项目竣工440个

全县扶贫产业

竣工率
97.13%

（截至2018年11月9日）

全县低保五保

落实率
98.29%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应落实
16892人，已落实16603人

（截至2018年11月30日）

全县教育补贴

落实率
95.62%

应落实4951人，已落实4734人

（截至2018年11月30日）

900户危房改造户已全部开
工，其中828户已竣工

（截至2018年11月30日）

全县危房改造户

竣工率
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