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远，被称为广东“北大门”，

地域面积占全省超十分之一，近

年，清远以头号力度纵深推进“百

千万工程”，深化清远深圳帮扶协

作，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统筹推动

城乡融合， 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

效，打造宜居宜业和美画卷。

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清远持续抓好“五大百亿”农业

产业集群发展，推动五大百亿农

业产业在标准拟定、 市场开拓、

品质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 全面

推进乡村运营，遴选确定乡村运

营村

161

个，累计建立乡村运营

人才库、资源库

6000

余个，项目

库近

2000

个，以集体运营、个人

运营、委托运营、联合运营等多

种运营模式，推进

318

个运营项

目建设落地。 推动乡村人才、资

源、项目与市场“双向奔赴”，建

立完善多方参与、多方共赢的利

益联结机制，吸引返乡人员

2147

人，带动农户

59303

人。

高新企业带动乡村就业

坐落于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泰基工业城内的广东豪

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豪美

新材

)

， 是清远首家

A

股上市公

司。 豪美新材是集专业研发、制

造、销售于一体的国内大型铝型

材制造商，也是一家国家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级的企业

技术中心，是中国建筑铝型材十

强企业。 公司所生产的铝型材已

广泛应用在国内外众多知名建

筑及轨道交通、机电机械、电子

电器等领域。 产品出口到美国、

德国、加拿大、英国、瑞士 、新加

坡、意大利等世界各地。

公司型材事业部总经理周春

荣介绍说， 公司

20

年前进驻清远

高新区，见证着清远科技创新的发

展。 他介绍，豪美新材的员工中，

本地员工占

60%

。 在清远相对偏

远的山区，公司每年都会开展招聘

活动，解决偏远地区劳动力就业的

问题。 公司业务无论是在自身研

发还是对外业务上， 都在逐步发

展，希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能帮

扶当地产业发展。

特色农产品有了

IP

形象

在清远人民一路的“清远客

厅 ”里 ，可以见到“清远好风土 ”

系 列 产 品———清 远 鸡 、 英 德 红

茶 、连州菜心、丝苗米 、麻竹笋这

五大名优农产品，披上了时尚的

包装 ，它们还精心打造了自身的

IP

形象 ，得以以一种品牌走到人

们眼前 。 这些设计就来自“设计

之都”深圳。

“清远好风土”是乡村振兴的

样板案例。 清远以“整合设计赋能

清远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全面展示了清远以工业设计思

维赋能农业产业的发展思路，并重

点展出了“清远好风土”五大百亿

农业产业的系列产品、 预制菜系

列、“养生好市”农创产品系列。

为了让优质的农产品走出清

远，走向大湾区市场，清远致力打造

清远农业区域公用品牌，“清远好风

土” 首批产品围绕五大百亿农业产

业展开， 并逐渐覆盖清远八个县

(

市、区

)

特色农产品，打造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知名品牌， 让清远优质农

产品不仅要卖得好，还要卖得远。

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副

会长，朗图创意体董事、总经理冯

晓表示，在整个设计过程中，通过

调研五大农产品产业实际情况，分

析发展趋势，编制针对五大产业发

展和转型升级的规划。 通过品牌

打造、视觉识别系统等，整体策划

清远特色优质农产品平台，打造农

特产品

+

全域旅游

+

文化体验

+

风土美食等跨界融合业态，“让好

的农产品可以让更多人看见，也可

以让农业得到更多发展。 ”

小魔芋激发“大魔力”

“五谷”产业助水头镇蝶变

7

月

18

日 ，“‘百千万工程 ’

的深圳力量 ”主题采访团来到清

远市佛冈县水头镇。 水头镇四面

环山 ，风景秀丽 ，气候宜人，房屋

错落有致 ，道路干净整洁 。 近年

来 ， 水头镇紧紧抓住省委实施

“百千万工程”重要历史机遇 ，在

省纪委监委牵头的驻镇帮扶工

作队悉心指导下，立足绿色低碳

类特色镇定位 ， 坚持规划先行 、

谋定后动，镇村环境得到根本改

变 ，特色产业蓬勃兴旺 ，综合服

务能力大幅提升，村集体经济大

幅增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增 长

17 . 7%

， 常 住 人 口 增 长

12 . 1%

，入选省“百千万工程”首

批典型镇名单。

乡村变美了

河道变清了

在水头镇 ， 崭新又极具设计

感的“百千万工程”实践探索馆

是最抢眼的存在。 该项目位于原

供销大楼 ，主体结构

6

层 ， 建筑

面积约

3000

平方米 。 其中一二

层为农产品展销中心，三层为乡

村高质量发展展示馆 ，四五六层

为助农服务中心。 该项目于

2023

年

5

月底动工，

2024

年

5

月底完

工，现已投入使用。“这个展馆集

中反映了我们水头镇这几年发

展变化的一个成果。 我们希望大

家来到在这里 ，不光是来学习参

观， 更是来投资。 ” 水头镇党委

副书记李伟富如是说。

进入乡村高质量发展展示馆，

地面上一条“河流”蜿蜒向前———

模拟

潖

江与水头镇村庄分布的展

示装置让采访团有了俯瞰全镇的

全景视角。 跟随着这条“河流”，采

访团依次参观“党建引领”“数字

水头”“高质量发展篇”三大板块，

充分展示了“百千万工程”推动绿

美水头的高质量发展，让人惊叹于

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几年水头镇的发展取得了

一些阶段性成绩，比如大家一眼就

能看到乡村变美了，道路变宽了，

河道变清澈了，处处是风景，处处是

好心情。 ”李伟富表示，水头镇立足

“生态保育区”功能定位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新赛道，成功实现质的飞跃。

如今， 水头镇已经形成“魔谷”“药

谷”“光谷”“艾谷”“

e

谷” 为一体的

具有乡村特色的新“五谷”———“魔

谷”是指魔芋产业；“药谷”是指“中

医药

+

卫生医疗

+

养生养老”现代

乡村服务业；“光谷”是指光伏产业；

“艾谷”是建设以艾草种植为核心的

森林康养综合体；“

e

谷” 是智慧农

贸交易中心。多种产业蓬勃发展，为

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也吸引了更多村民回到家乡， 建设

家乡。

小魔芋激发

乡村振兴“大魔力”

炎炎夏日，遮阳棚下，一株株

碧绿厚实的魔芋叶片在风中摇曳，

带来凉意，也带来致富的希望。 在

水头镇，一个“工业

+

互联网

+

现

代农业”的“魔谷”正在壮大。

走进由废弃小学改建起来的

魔芋产学研创新中心，魔芋种植智

能物联网监控系统可以远程实时

监控魔芋生长情况，园区内的虫害

情况一目了然；实验室内，各种创

新产品正加紧研究； 产品展示厅

里，魔芋面、魔芋凉皮 、魔芋毛肚

等丰富的休闲食品让人目不暇接，

采访团还第一次品尝了魔芋奶茶。

“魔芋食用后有饱腹感但热

量又很低 ，受到许多爱美人士的

喜欢 。 ”清远振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黄建文向记者讲

述了魔芋背后故事 。 原来他们的

总公司是位于深圳的一家互联

网公司，最初是来水头镇安装光

伏设备的，当时就想光伏板下的

土地是不是可以利用起来 ？ 他们

请了湖南农业大学的专家过来

考察 ，认为可以试种魔芋 ，在筛

选了许多品种来试验后 ，发现珠

芽魔芋最适应当地的种植条件 。

于是，水头镇通过整合盘活各个

村内的撂荒地，以清远振为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为经营主体，共同

打造魔芋特色农业产业园 ，重点

发展魔芋育种、 种植 、 精加工、

产品研发制造、产业体验等全产

业链 。

黄建文称， 水头镇发展魔芋

产业，优势在于农业的抗风险性

强，地处珠三角 ，市场潜力巨大。

魔芋引进后 ， 不仅盘活了土地，

也给当地村民带来很多就业机

会。 目前，公司相继推出了“振为

魔芋 ”“艾饱饱 ” 等四个品牌 ，通

过电商销售，深受市场欢迎。

2023

年，水头镇魔芋全产业

链产值已达到

6

亿元。 水头镇以

工业化思维谋划万亩魔芋产业

园打造魔芋全产业链 ，镇魔芋加

工中心正在建设中，全镇魔芋种

植面积已达万亩 ， 产量可达

3 . 5

万吨 ， 三产融合产值可达

10

亿

元以上。 短短一年创建两个全国

第一，即全国最大的商品魔芋种

植基地、全国第一个魔芋推广服

务平台。 （李岩）

盛夏时节，万物生长。 在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水头镇，曾经的撂荒地，如今

生长着大片魔芋，一片片厚实的绿叶是大自然的馈赠，亦是这片土地创新现代

农业模式，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动写照。 近日，“‘百千万工程’的深圳力量”

主题采访团走进清远，见证了这片广袤的土地乘风起势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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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

清远好物产畅销大湾区

河北康保：

用荞麦串起大产业

河北康保县地处世界荞麦黄金种植带，其

荞麦产品以高品质著称， 荞香浓郁， 口感软糯。

满山遍野的荞麦花又称“恋人花”，花期较长，极

适合作为田间观赏作物。

如何促进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特

色农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 近日，

2024�

中国康保荞麦产业推广季暨第三届康保“恋人

花”文化生态旅游嘉年华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

上，康保县政府副县长李国栋分享了经验。

据李国栋介绍，近年来，康保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荞麦产业发展， 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

入，荞麦种植面积每年稳定在

6

万亩以上，成为

全国面积最大的集中连片荞麦种植区域之一。

在发挥种植优势的同时，李国栋提到，县里还

邀请龙头企业入驻， 推动荞麦产业向标准化品牌

化迈进，并积极探索农业与文旅、康养等产业的融

合发展模式，让乡村经济更加多元化、更加繁荣。

具体来看， 近年来， 康保以草原天际线为主

线，以“恋人花”为主题，实施“旅游

+N

”发展模式，

创建特色旅游品牌，推动吃、住、行、游、购、娱等旅

游配套产业的发展， 开拓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康保

文化旅游产业链。 荞麦花海、坝上风情、遗鸥之乡，

这些独特标签，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为进一步提升荞麦产业的竞争力与附加值，

记者了解到，此次

2024

中国康保荞麦产业推广季

暨第三届“恋人花”文化生态旅游嘉年华将于

8

月

3

日到

8

月

17

日在康保县举行， 届时将进行荞麦

产业权威专家论坛、产业调研实地探访、大

V

采风

网络传播、爱情主题盛典等六大主题活动。

“这些活动意在全方位展示康宝荞麦产业的

成果与魅力， 让更多的朋友走进康保， 了解康

保，爱上康保。 ”李国栋称。

(

李润泽

)

广西藤县：

发展青头鸭特色养殖

为乡村振兴按下“快进键”

近日， 记者在广西梧州市藤县塘步镇南安

村一家种养专业合作社看到，毛色鲜亮的青头鸭

成群结队地在池塘、树下嬉戏，负责人杨伟芬正

忙着撒玉米，呼唤鸭群“回家吃饭”。

杨伟芬养殖基地的青头鸭属于生态放养，青

头鸭吃的是玉米、秸秆等混合绿色饲料，目前养

有青头鸭

1000

多羽，投喂

120

天左右 ，鸭子们

就能出栏售卖， 此时的鸭子肉质紧实、 口感鲜

美，深受消费者青睐。

据了解，近年来，南安村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打造农业新亮点，深挖乡村特色资源，重点做好

鸡、鸭、鱼、柑橘、优质稻等特色产业种养，通过“合作

社

＋

农户”模式，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管理，为农户增

加就业岗位，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

近年来，藤县把特色养殖业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通过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紧扣“产业”纽带，把特色产

业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做足特色

产业文章，大力发展鸽子、山羊、鸵鸟、山猪等特

色养殖， 推动特色产业不断朝规模化、 集中化、

品质化发展，为农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力，为乡

村振兴按下“快进键”。

(

王超

)

广西田林：

采笋比赛庆丰收

7

月

29

日，广西田林县举办八渡笋庆丰节

活动。 采笋、剥笋皮、评“笋王”等活动吸引众多

笋农参与。 近年来， 田林县大力发展八渡笋产

业，全县八渡笋种植达

24.3

万亩，八渡笋产品

远销国内外 ，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有效助力乡

村振兴。 图为活动现场，笋农展示采收的竹笋。

黄数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