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治人居环境 建设宜居乡村
走进绣缎镇，映入眼帘的是干

净整洁的沥青路，房前屋后的空地
被改造成了“四小园”，老旧的围墙
被绘上了各种各样的图案，成了文
化传递的新载体。

近年来，绣缎镇始终把人民
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美好美丽乡
村建设作为农村建设发展根本动
力，在全镇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持
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
行动”，大力开展“三清三拆三整
治”工作，有序推进“四小园”建
设，扎实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四
好”农村路和村文化广场建设等，
多措并举打出“组合拳”，让美丽
乡村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迸

发出发展新活力，使群众的幸福
指数“节节高”。

据了解，绣缎镇全镇水渠“三面
光”公里数不断增加，需硬底化村道
公里数不断减少，建制村通客车率
达100%，多个村文化广场已投入使
用，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活；全镇
共拆除危旧泥砖房等18.8万多平方
米，整治河道 29.6 公里，平整土地
1.14万平方米，河域整治 15宗，还
原绿化 1800平方米，9个村的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基本完成，“三个三”
工作始终排在全县领先位置。

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方面，全
镇共完成 13个自然村的雨污分流
管网建设 31.5 公里；开展“清扫垃

圾、清洁乡村”专项行动，清理各种
垃圾超过 9万吨，打捞清理漂浮物
75吨，共配备保洁员 28人，保洁覆
盖面达到100%；厕所革命持续走向
深入，河道巡护责任全面落实，森林
覆盖面积逐年增加，蓝天绿水保卫
战阶段性成果明显。

与此同时，金溪村省级示范村
创建任务基本完成，顺利通过省级
乡村振兴第三方评估，并被评为“广
东省文明村”。坳头、塔岭、新建美
丽宜居乡村，坳头村楼下、龙颈片区
连片打造和亮化工程已竣工，进村
主干道两侧房屋外立面整治工作基
本完成，道路两侧篱笆和菜园篱笆
建设已交付使用，县级美丽宜居创

建工作扎实推进。
就如何建立人居环境整治长效

管护机制，绣缎镇表示，将采取镇领
导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片、农村党员
包户方式巩固干净整洁村创建成
果，继续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日处理
和农村雨污分流设施建设，彻底消
除生活污水乱排现象。同时，务实
推进“四小园”建设，结合人口分布、
风俗习惯、地形条件建设好“四小
园”，并扎实做好政策宣传和精神文
明教育，实现村容村貌与人民群众
素养双提升，不断巩固“三清三拆三
整治”工作成果，鼓励应拆尽拆与修
缮亮化结合，实现“拆出敞亮、留住
乡愁”目标。

因地制宜兴产业 绿色发展谋新篇

真抓实干生态美 村民欢心笑颜开
沿着平整的公路开车驶进田源

镇，放眼望去，远处青山含黛，绿意盎
然；近处黛瓦白墙房屋错落有致，美
丽墙绘点缀着农家小院，宽敞平整的
柏油路直铺到村民家门口，百姓安居
乐业，生活变化俯首皆是，呈现出一
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近年来，田源镇扎实推进村文化
广场建设、厕所革命、环境绿化美化、
沥青路面铺设、饮用自来水改造提升
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提档
升级，给田源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幸福感。在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过程中，田源镇广大党员积极

走在前、做在前，带领群众投入到整
治行动，引导群众讲文明、爱卫生，共
同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宜居环境。

自开展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以
来，田源镇以“三清理、三拆除、三
整治”为重点，共出动镇村干部、志
愿者 1000余人次，投入挖掘机、铲
车80辆次清理积存垃圾、沟渠池塘
溪河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等共
1088吨；以“四小园”建设为抓手推
进破旧拆泥砖房拆除工作，拆除危
旧房、废弃猪牛栏及露天厕所茅房
等335间，拆除破旧泥砖房2.8万多
平方米；清理各村沟塘 2245处，清

理广告 200余处，清理乱搭乱建构
筑物 30余处，整治乱象 100余处，
整治207宗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水
体污染等，各村收集点、保洁员及
清洁设备配置齐全，垃圾日产日
清，垃圾收集覆盖面达 100%；全面
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开展“五
清”行动，疏浚河道沟渠 6.2公里，
清淤 100吨，清理漂浮物 30吨。此
外，田源镇还投入涉农资金36万元
建设 9 座公共厕所，推进“厕所革
命”；积极推进农户房前屋后院内、
村道巷道、村边水边、空地闲地绿
化美化，积极推动拆旧复垦工作。

截至目前，田源镇已有水西、永
吉、田西等3个行政村共63.64亩纳
入拆旧复垦项目，现正加快施工中。

美丽乡村的蜕变，无论是党员
干部抑或是普通村民，都清清楚楚
地看在眼里，田源镇田西村党员叶
志纹乐呵呵地说:“我的家乡田西村
现在变化很大，通过政府的扶贫帮
助，我们田西村的路通了，河水变清
澈了，山也更绿了。作为田西村的
一名村民和一名党员，在以后的生
活中，我会更加爱护环境、保持卫
生，保证垃圾不落地，用行动保护好
我们的家园。”

【田源镇简介】

田源镇位于连平东南部，距县城 27 公里，总面积 129.78 平方公
里，其中耕地面积1.94万亩，下辖7个村委会，总人口1.4万人。

该镇自然生态优美，全镇森林植被保存良好，森林覆盖率达
76.32%，生态林面积10万余亩，被称为“天然氧吧”；矿产资源主要有
煤、铁、硅矿等品种；有沙糖桔、三华李等特色产业，生产绿色有机蔬菜
和无公害生猪等优质农产品，还创建了全国首家“铁皮石斛有机农业
示范基地”。

该镇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打造特色休闲旅游小镇，带动城镇经济
发展，致力于打造沙糖桔特色产业及南粤古驿道沿线农业观光带，有
效整合全镇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民俗资源、红色旅游资源、生态农业资
源，开发“赏风景、走古道、看李花、观鱼梁、红色游、农家乐、度假村”旅
游项目，全力打造旅游强镇，聚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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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缎镇简介】

绣缎镇位于连平县东南部，地处连平、和平、东源三县交界处，境
内气候温和、雨量充足。该镇总面积62.14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2436
亩，山地多属丘陵地貌，面积5800公顷；下辖9个行政村、1个社区，总
人口15943人。

该镇历史悠久，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塔岭烈士陵园），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4处（文笔塔、天保弟、八斗种遗址、大湖和三角战役革命烈
士纪念碑）；交通便利，粤赣高速公路和省道230线穿镇而过，镇政府距
粤赣高速公路大湖出口2公里，临近赣深高铁和平东站。

该镇拥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7处，分别是高山油茶种植基地、柠檬
种植基地、金溪村沃柑种植基地、润天然农业科技生物基地（艾草种植）、
尚岭村沙糖桔种植基地、尚岭村甲鱼养殖基地、民主村百香果种植基
地。种养基地各具特色，并带动了产品深加工和电商产业的发展。

■组稿：本报记者梁驱远谭绍丁特约记者江枫通讯员曾奕

连平县田源镇

产业兴环境美 描绘小康新画卷
在一片绿水青山间，田源镇通过积极

盘活各类资源和乡村产业，让产业兴旺成
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形成农民增收致
富、产业发展、小镇繁荣的良好态势；不断
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全力打造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
丽生态田源。

沙糖桔产业是田源镇的特色
农业产业和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农
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田源镇长翠
村是连平县最早种植沙糖桔的地
方，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有沙糖桔，
郑根平和郑杵营则是当地有名的
沙糖桔种植大户，他们种植沙糖桔
已经有20年。

为了更好地挖掘生产销售潜
能，提升沙糖桔产业的综合服务
能力，前两年，在当地镇府的指导
下，郑根平和郑杵营所在的两家
合作社建立了沙糖桔服务中心，
目前已建成一座大型打包厂，拥
有一套集鲜果清洗、烘干、保鲜、
选果分级、包装等流程于一体的
包装设备。沙糖桔采摘上市期
间，该服务中心每天可打包 18 万
斤沙糖桔，满足了周边种植户加
工、包装和产销对接的需求，实现
产业链的完善和产业升级。此
外，沙糖桔服务中心的建成还吸
纳了周边闲置劳动力从事选果分
级、装箱等工作，有效带动了村民
就近就业。郑根平说：“我们的沙

糖桔服务中心主要是为田源镇周
边的一些种植户解决销售的问
题，直接有收果商来这里收果，收
完果之后直接在这里打包装，销
往全国各地。”

据了解，田源镇根据“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规划，在全镇顺势引
导沙糖桔种植，全镇已有沙糖桔1.2
万余亩，年产值 9000万元。同时，
沙糖桔服务中心的建成，对广大种

植户实现公共服务覆盖，更好地挖
掘沙糖桔的生产销售潜能，有力提
升沙糖桔产业的综合服务能力和
综合效益，打响田源镇沙糖桔品牌
知名度。

砂糖桔产业的发展是田源镇
坚持发展特色产业，大力发展休闲
农业的小小一角。近年来，为有效
推动产业振兴，田源镇多措并举，
以完善沙糖桔、铁皮石斛产业链、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基
础，充分利用田源资源禀赋，培育
田源特色生态农业品牌。不仅成
功申报了铁皮石斛“一村一品”项
目，还依托河角坪垦造水田项目、
沙糖桔基地，以土地出租为基础形
成公司化规模化经营发展，推动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同
时，在全镇范围内大力发展种植桑
叶、甘蔗、玉米、蔬菜等产业，在田
西村建立百香鸡孵化养殖基地，活
化扶贫资金利用，有效带动贫困户
增收增产。

为更好地打造美丽宜游小镇，
深入挖掘田源文化，田源镇还加快
推进南粤古驿道（田源段）3.2公里
修复，打造金鸡石、水西古驿站等
景点，提升乡村风貌，形成以古驿
道为核心，肖屋鱼梁、水西古码头、
仙宫庙、田东千年古榕、叶家书屋、
田西古桥等景点的精品旅游线
路。该镇还投资200万元打造新河
古树公园，积极发展养生健康休闲
度假等为主的乡村旅游。

连平县绣缎镇

夯实产业谋发展 谱写振兴新篇章
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拓展了富民增

收新路子；美丽宜居的生态环境，顺应了
期盼、留住了乡愁。近年来，绣缎镇以用
心抓强党建引领为前提，以用心抓好民主
自治为保障，以用心抓实“三度”提高为动
力，以用心压实强化督导为依托，以用心
谋划发展规划为纲领，促进镇域经济社会
发展高质量、高标准落实。

九连秀色，青翠连绵。连平县
绣缎镇金溪村，就坐落在省道忠定
线东北面一片葱郁的盆地内。来到
金溪村，条条蜿蜒的村道，镶嵌在沥
青与水泥路面之间。顺着村道走
去，沃柑种植基地、光伏发电基地、
南药基地、腐竹加工厂等一大批帮
扶产业欣欣向荣；村民们忙碌的身
影在蔬菜大棚、榨油场内来回穿梭。

在村南蔬菜大棚内，村民曾贵
祥和家人正忙着打理蔬菜。他说，
上一茬种的油麦菜和包菜，春节期
间全卖了。后面种的茄子、辣椒、豆
角等现在已经卖完了，收入比春节
期间翻了倍。曾贵祥还说，金溪村
的9间蔬菜大棚，都由他种植管理。

另一边，走进村民徐金梅家的
腐竹加工场，只见一排排晾晒的腐
竹晶莹透亮。站在腐竹中间的徐
金梅开心地说：“现在有了微信平
台和村里的电商平台，不愁销路
了。有批发也有零售，每斤价格13

元至 18元不等。一天能卖出 50斤
至70斤。”有了致富的手段，徐金梅
一家五口再不用为温饱忧愁，日子
过得越来越红火。

曾贵祥、徐金梅只是金溪村脱
贫奔富的一个缩影，也是整个绣缎
镇产业“遍村开花”的充分体现。
近年来，绣缎镇多措并举，建立“一
村一品”2个，金溪村光伏电站土地

流转近30亩，累计下拨涉农资金超
过1258万元，投资瓮潭水电站固本
收益项目年人均增收 1000元持续
稳定增益，益农种养合作社沃柑种
植年度预计产出 200多万元，投资
星悦湾、鸿树灯饰年收益 17.36 万
元用于防止脱贫户返贫，金溪村
2020年集体经济收益达到76万元，
脱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产业发展

有力夯实了乡村振兴基础。
接下来，绣缎镇还将围绕融入

灯塔盆地红色革命教育基地“革
命、客韵、文史”旅游组团项目建
设，依托古驿道资源，有效把红色
革命遗址、客家古围屋、古迹文物、
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等优质资源串
珠成线，实现全镇优质资源整合连
片开发，全面融入连平县南部片区
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和灯塔盆地
规划建设项目；依托现有农业产业
资源，建设红星、尚岭、新建、塔岭4
村连片特色农业产业基地；依托金
溪村省级示范村成功创建基础，打
造金溪村新时代农业产业实践示
范庄园，实现农庄旅游产业整体开
发；依托对接和平县农业产业园区
位优势，打造沙径村农业种植和家
禽养殖教育培训基地，建设旅游观
光区、农产品采摘园……一项项精
细有序的谋划，把绣缎镇乡村振兴
的美好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村村产业致富 人人精神抖擞

■组稿：本报记者梁驱远谭绍丁特约记者江枫通讯员张启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绣缎镇各村变得更富更美。张启鉴摄

【红色档案】

田源镇红色革命历史悠久。1947年6月，叶连鸣、叶少雄以白石
湖、河背、梅洞口等地为立足点，逐渐把农民组织起来。1947年8月，
梅洞口率先成立了第一个农会，随后永吉也成立了农会。在成立农会
的基础上，田源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组织成立人民武装力量。
1948年2月18日晚，连南飞虎队在田东村花罗山和尚庵成立，隶属江
北人民自卫总队，同时成立的还有民兵队。

飞虎队组建后，对封建地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此，田源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举起了解放斗争的旗帜。在国民党对九连地区发动第
三次大规模“清剿”期间，飞虎队在连南区（包括长翠、新河、水西、永
吉）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了茅布山、梅洞口、水西等多次战斗，牵
制了国民党军，有力地支持了九连地区的反“扫荡”斗争，为连南区的
革命斗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田源镇肖屋鱼梁文化已有500余年历史，肖屋鱼梁已成为田源镇的一
个旅游品牌，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乡村振兴及乡村旅游的发展。 谢鑫辉摄

【红色档案】

绣缎镇红色文化浓厚。抗日战争后期，侵华日寇在战略上惨遭失败，行
将灭亡之际，中共地下党在绣缎成立了多个地下党组织，许多革命群众也纷
纷加入当地的游击队，利用各种条件阻击日寇，成功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的打击和“清剿”，激起了当
地革命军民的激烈反抗。1948年夏，为扫清革命发展障碍，粤赣边支队决
定消灭驻守大湖的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一团冯志强连，双方在绣缎镇民主
村狮脑山展开激战，此战毙敌80余人，俘敌40多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
50余支、弹药及军需品一批。

除了狮子脑战斗遗址外，绣缎镇还拥有大田战斗遗址、塔岭山战斗遗
址、塔岭烈士墓园及大湖、三角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红色革命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