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个村入选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县镇村名单

斗门乡村美从何来？

责任编辑：陈国超 美编：张一凡 校对：罗娜 组版：李志芬07 2023年12月22日 星期五

建设全省“百千万工程”典型区斗门新闻

在莲洲镇福安村新涌河以西的一块平整地块
上，备受关注的国家级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项
目——“福安·幸福里”村民公寓首期第一栋，正在
进行桩基础施工。

“福安·幸福里”村民公寓规划建设为3栋11
层高楼，以满足60户村民居住需求。每栋楼占地
面积约260平方米，一梯两户，南北对流，每户面
积约120平方米。首期第一栋建房成本约2500
元/平方米，远低于周边地区房价。建成后，业主
可按照正常宅基地报建办理不动产权证。金融机
构为村民制定了银行贷款方案，其中，珠海农村商
业银行“美丽农居贷”项目是全国首个农民宅基地
住房建设的贷款产品。

“首期第一栋争取在明年4月份封顶，上半年
验收交付。”福安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振
业表示，村里将不断优化周边配套设施，抓实抓细
房屋质量把控、村民贷款方案、银行风险把控、物
业管理等环节，努力把村民公寓建设成村民的幸
福家园。

福安村位于莲洲镇西北部，村内水网纵横，房
屋依河而建，“疍家文化”氛围浓厚。同时，村里可
分配宅基地极少。“福安村遵循‘集约用地、有偿使

用、村民自愿、自主管理’原则，因地制宜探索保障
户有所居的多种形式，利用有限的集体土地建设
村民公寓，最大限度集中集约利用宅基地，在保障
村民住房需求的同时改善人居环境。”林振业说。

“福安·幸福里”村民公寓项目是斗门区探索
宅基地资格权多种保障形式的生动实践。

针对农村人多地少、宅基地供求紧张的现实
情况，斗门区创新村民住房保障机制。在建设过
程中，斗门区试点“村集体出地、村民出钱、银行放
贷”的建设模式，以农户股权分红作为质押申请银
行宅基地住房贷款、以多户村民集体申请宅基地
报建的形式进行建设申请，并参照相关规定办理
宅基地不动产权登记，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益。

实现“上楼梦”，住进“幸福里”，村民的生活越
来越美好。福安村成为斗门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的缩影。

有人住楼房，有人养鱼忙。
在白蕉镇昭信村的万亩鱼塘里，打氧机转个

不停，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养殖户
在塘头出鱼，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随着昭信村养殖产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投身水产养殖业。2022

年，昭信村白蕉海鲈产量1.45万吨，产值2.9亿元，
村集体总收入达2208万元，被评定为“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在乾务镇湾口村，则是另一幅鳗鱼养殖景象。
日本有一道美食，其“灵魂”是鳗鱼。这些鳗

鱼不少来自湾口村。“湾口村养殖的鳗鱼体型修
长，全身呈现天空一样的浅蓝色，正是顶级鳗鱼品
种‘天蓝鳗鱼’。”湾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国建介绍说，这种鳗鱼吃起来肉质肥厚鲜嫩，没
有泥土味和鱼腥味，非常适合做烧烤料理，大受日
韩食客青睐。

湾口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也是省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鳗鱼专业村，村内鳗鱼养殖
面积达700余亩。近年来，湾口村不断深入发展
鳗鱼产业，带动村内鱼塘租金由每亩800元升至
每亩3000元左右，村集体收入由每年200万元增
至每年约800万元，村民股份分红由每人每年约
1300元增至每人每年约5000元。

乡村之美，美在生活。
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养殖户增产增收、家门

口轻松就业……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成就斗门乡村生活之美。

过上好日子住进“幸福里”

采写：本报记者 张 帆
摄影：本报记者 梁冠贤

今年年初，广东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启
动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11月6日，全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县镇
村名单公布，斗门区、斗门镇和区内草朗村、
昭信村、上洲村、南门村、湾口村、东湾村、福
安村、莲江村等32个村榜上有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美丽乡村”
到“和美乡村”，一字之变，强调了乡村建设
既要见物也要见人，乡村发展既要塑形也要
铸魂。

见物见人，塑形铸魂，正是实现乡村形
神兼备真正美丽、由内而外真正美好的必然
要求，正是落实“百千万工程”的努力方向和
如磐使命。

32个村同时入选，取得这一亮眼成绩
的秘诀是什么？

乡村作为“百千万工程”县镇村中数量
最为庞大的一环，是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的关键所在。聚焦乡村之美，以乡村之美建
设成果展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性成
效，斗门区正走出一条探索发现乡村环境
美、人文美、生活美的乡村价值重塑之路。

两河流域多沃土。
位于螺洲河、荷麻溪两河之间

的莲江村，面积 2.7 平方公里，得水
之灵、秉山之性，自古以来生态环境
优美，民风淳朴热情。绕村而行，但
见 水 绿 山 青 、村 巷 洁 净 、民 房 焕
新……

今年8月初，农业农村部在河南济
源举办2023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
（夏季）推介活动。

作为广东唯一入选现场推介的地
区，莲江村不负众望，在全国文明村和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基础上，又入选
2023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优美环境可以成为旅游资源。“莲
江村坚持农旅融合，实现‘产区变景
区、田园变公园、劳作变体验、农房变
客房’，打造特色园区。”莲江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邓昔强表示，依托岭
南大地和五指山的环境优势，该村建
成了“笑骑骑迷你一环”乡村骑行绿
道、“乐途途”山野步梯等特色旅游项
目。去年以来，莲江村乡村旅游实现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被评为全省乡村
研学旅行特色村、市级休闲旅游“一村
一品”专业村。

优美环境可以催生新的业态。近
年来，通过国家农村综合性改革试
点，莲江村引进专业力量成立村企合
作公司，形成“村、企、农”合作共建、
利益共享模式，盘活20多处闲置农房
庭院和土地，催生了庭院经济、集市
经济等新业态，先后培育了 20家“一
家一品”精品店铺和 42 家“农夫集
市”，吸引了 10多名外出青年返村就
业创业，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入、
得实惠。

目光南移。始建于康熙年间的斗
门镇上洲村，因位于水道之上故而得
名“上洲”。村子位于基本农田保护区
和水资源保护区内，不能发展工业，但
自然风光优美、人文气息浓厚：有3000
多棵 30多年树龄的落羽杉、200亩稻
田花海、建于清末民初的碉楼……乡
韵是一幅画，自“百千万工程”的号角

声传到这里，上洲村的美丽画卷更加
迷人了：白墙灰砖青瓦民居，古祠老井
碉楼大榕树，干净整洁的创美庭院
等。水稻收割节、“我有一亩田”等活
动，打出了农文旅周边游的“吸睛”名
片。

莲江村和上洲村舒适优渥的村容
村貌背后，是斗门区持续优化农村人
居环境、奋力建设和美乡村的努力。

近年来，斗门区长远谋划、扎实推
进乡村振兴，不断深入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022年-2023年累计完成约728公里
的村内道路升级改造，配套360公里雨
水及污水管网建设；

抓好围内水利设施建设。2022
年-2023 年累计完成新建、提升修复
339座围内水利泵站；

着力开展田间窝棚整治。在白蕉
镇大托村建成田间窝棚房升级改造建
设示范点的基础上，开展田间窝棚整
治及周边环境整治项目。截至目前，
全区共完成窝棚房整治3659间，三级
化粪池改造5698个；

推进农村全域三线整治。在2020
年乡村振兴补短板建设项目基础上，
对全区约80个自然村内的三线整治进
行更为细致、全面的割接工作。截至
目前，斗门区三线整治提升配套工程
已完工；

扎实推进农村厕所、生活污水、生
活垃圾处理“三大革命”。其中，“厕所
革命”经验入选全国农村“厕所革命”
九大典型范例。

乡村之美，美在环境。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莲江村、中

国十大最美乡村南门村、中国美丽乡
村百佳范例石龙村、全国文明村镇南
澳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上洲村和
草朗村……一个个有着舒适优渥人居
环境、誉满全国的“网红村落”，成为斗
门区乡村振兴的王牌，成为“百千万工
程”的最美底色，成为乡村环境之美的

“代言人”。

成就“百千万工程”最美底色

■环境之美

12 月 17 日晚，2023 年斗门区第三届“梦水
乡”原创音乐会在斗门区青少年宫举办。

本届音乐会聚焦原创，分为“醉美之约”“美好
新时代”“唱响大斗门”三个篇章。音乐会主题曲
《梦水乡》文字优美、曲调悠扬，以中国风为主的旋
律，营造出一种轻松舒缓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风
景秀美的岭南水乡之中，在歌声中感受斗门区的
变化。

珠江八道门，四道过斗门。大海、大江、大河、
大联围、大沙田……构成了令人惊叹的斗门水乡
风景线。江河相汇、咸淡相融，又构建出得天独厚
的水乡资源和水乡文化，影响着世代斗门人。“梦
水乡”原创音乐会，正是斗门水乡之美的诠释。

锣鼓铿锵、扬琴悠长、高胡婉转……20日 20
时，尽管天气寒冷，乾务镇荔山村龙雅堂粤剧团准
点开唱。龙雅堂粤剧团始建于1895年，至今已有
128年历史，基本上每晚都会唱起来。

水乡之外，斗门区还是“中国曲艺之乡”，目前
全区有 60 多个曲艺社团、3000 多名曲艺骨干。
细细梳理，20届斗门曲艺大赛、斗门新年音乐戏
曲演唱欣赏系列活动、斗门区广东音乐戏曲演奏
大赛、斗门区少儿戏剧曲艺大赛、斗门区“红腔”曲
艺大赛、东风小学等多个粤曲传承基地、逾百个村
居文化活动中心曲艺室……已经成为斗门区乃至
粤港澳大湾区知名度极高的地方曲艺品牌，粤韵

悠长、影响广泛。
人文特色成就斗门深厚底蕴。斗门区有御温

泉、金台寺、斗门旧街、接霞庄等得天独厚的旅游
资源，以及龙舟赛、装泥鱼习俗、水上婚嫁习俗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秘制重壳蟹、大赤坎叉烧烧排
骨、斗门鸡仔饼、莲溪豆沙月饼、乾务炒藤鳝、横山
鸭脚包、虎山琵琶鸭、糍仔等非遗美食，成就“中国
海鲈之乡”“中国禾虫之乡”“中国黄沙蚬之乡”。

充足的采光、精美的书架……12月4日，白蕉
镇新马墩村西北侧公园内，善雅书房珠光·新马驿
建成开放。毗邻万亩鱼塘、环绕滨水绿地，珠
光·新马驿以“阳光书吧”为设计理念，营造出融于
大自然的书香氛围。这是“书香斗门”建设的一个
缩影。如今，善雅书房系列之童趣馆、玉兰馆、毓
秀馆、时趣馆……13 家善雅书房已经建成。书
吧、书店、书房，一个个多功能的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接续亮相，家门之外，便是书香所在，让城乡群
众文化获得感和认同感触手可及、可享。

乡村之美，美在人文。
乡村的人文美，不仅仅在于文化活动的丰富

多彩，更在于村民的“理论食粮”充实。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亮起。6月2日19时 30

分，斗门区2023年首场“理论夜校”在斗门镇南门
村文化广场正式开讲。

斗门区“理论夜校”自2021年开展以来，在全

区129个村（居）、企业、学校等地累计举办了256
场活动。为增加宣讲活动的吸引力，主办方将具
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表演作为暖场节目，极大提高
了村民参与活动的兴趣。

“2022年最后一场‘理论夜校’是在南门村举
行的，今年第一场也是在南门村，大家都非常高
兴，你看，200多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南门村委
会副主任赵嘉荣表示。

开办至今已有三个年头的斗门区“理论夜
校”，收获多项荣誉。

作为创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积极探索，作
为加强农村基层思想政治建设的有效尝试，斗门
区“理论夜校”获评“广东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优
秀案例”一等奖和全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
例。

斗门区委宣传部理论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活
动将坚持以“文艺+宣讲”的模式开展，宣讲活动
将被录制成宣讲视频课程，在斗门区政府网站开
通专题播放通道，打通网络学习渠道，借助“智慧
一公里”覆盖的农村户外大屏和村村通广播，助推
农村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不断为“百千万
工程”凝心聚力。

一个个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各类“文化大餐”
的和美乡村，成为展示斗门区乡村人文魅力的绝
佳窗口。

在家门口享受各类“文化大餐”

■人文之美

■生活之美

乾务镇新村村景。

乾务镇湾口村鳗鱼养
殖面积达700余亩。

乾务镇荔山村村民夜间观看艺术专业大学生入村表演。 善雅书房珠光·新马驿建成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