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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蕉岭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稳
中加快，经济开局良好。第一季度，该县生产
总值为23.63亿元，同比增长20.9%，增速居全
市第一。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68亿
元，比增5.8%；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1.57亿
元，比增34.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38亿
元，比增11.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4亿

元，比增19.3%，增速居全市第一；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9.04亿元，比增27.7%，增速
居全市第二。

创新机制 产业融合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蕉岭扎实推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试点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重点探索
实施“一核三元、多层共治、全要素联动”乡
村治理机制，不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仅
试点村改革第一年就直接带动100多名村民就
业，村集体经济收入年增加20万元。

蕉岭县高质量建设蕉岭（南沙）粤港澳大
湾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打造“蕉岭田间”直
供“湾区餐桌”的富硒菜、米、果、茶、水生
产基地，示范带动全县企业、农场、农户为大
湾区城市直供50余种、每年逾2万吨的“五子
登科”优质农产品。同时，规划建设“卡拉比
-丘”数学小镇，促进数学与富民兴村深度融
合，拓展乡村游、生态游、民宿游等产品业
态，拓宽乡村经济发展空间。

蕉岭以获评全省城乡融合发展试点县为契
机，坚持人民至上，不遗余力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结合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该县从医
疗、教育、交通、供水等基础设施和新基建等

方面入手，在推动共建共享中探索形成城乡融
合“蕉岭经验”。

厚植优势 生态融合开启新征程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是蕉岭始终坚持

的发展路径。3月底，蕉岭县举行2021年第一
季度招商引资及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仪
式，签约、动工项目10多个，总投资达27.45
亿元。这些签约动工项目主要围绕打造百亿元
新型建材产业集群和高端特色大健康产业集群
开展。

厚植生态优势，推动城乡生态融合。蕉岭
坚持城乡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功能互补，对
现有的村庄规划成果进行评估和优化提升，确
保“一张图”说了算、干到底；大力实施“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率先开展农房建设
管控、乡村风貌提升工程，优先推进“五沿”
地区环境综合整治，探索开展企业参与乡村风
貌提升行动。目前，该县所有自然村全部达到
干净整洁村以上标准，其中建成176个美丽宜
居村和48个特色精品村，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自
然村覆盖率100%，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
100%，实现全域美丽蝶变。

（朱庆强 丘琼 林剑湧）

梅州鄉情 11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星期五（農曆四月初三）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五彩稻田”初具雏形即日起至7月上旬可前往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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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湖片区荔浦安置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近日，梅州市政府发布《梅州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确
定了“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
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规划纲要》“高质量发展”主题贯穿全
篇；实体经济、现代服务业、旅游业、“互联
网+”经济、文化名城、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内
容单独成章，同时将民生板块分拆成加快教育
现代化、推进健康梅州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品

质等篇章。
《规划纲要》提出经济发展、创新驱动、

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五个方面26项
定量指标，并首次将粮食、能源综合生产能力
列入指标体系。经济发展上，全市GDP年均增
长6%左右，到2025年GDP约为1800亿元；创
新驱动上，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五
年累计增长0.9%左右；民生福祉上，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一致；
绿色生态上，森林覆盖率达74.6%；安全保障

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年产110万吨。
根据《规划纲要》，梅州市区域发展定位

为“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粤北生态发展区
建设先行示范市、粤闽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
宜居宜业宜游城市范例、生态文明示范区、世
界客都·长寿梅州”。梅江区、梅县区为中心
城市，广梅园、兴宁市、丰顺县为副中心城
市，其他县为县域中心城市。将铜箔、高端电
路板、电声、汽车零部件、智能家电、中医
药、食品饮料、绿色建材列为梅州市制造业重

点发展领域及重点项目。
《规划纲要》还确定了24个梅州市“十四

五”重点专项规划，针对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新型基础设施、综合交通运输、现代能源
等11个领域，制定了总投资7983亿元的重点建
设项目清单，其中“十四五”期间预计投资达
5468亿元。（林德培）

日前，梅江区2021年首届“寻迹嘉应古
城·遇见诗画梅江”徒步定向活动在梅州市
足球文化公园广场启动，近200名徒步爱好者
齐聚“诗画梅江”，寻觅“一城两坊”古
迹。

朝气蓬勃的徒步爱好者从市足球文化公
园广场出发，先后途经杨雪如故居、黄遵宪
纪念馆、东山书院、梅州学宫、红军名将朱
云卿事迹陈列室、太平天国康王指挥部旧
址 、 梁 伯 聪 故 居 、 大 觉 寺 、 文 魁 （ 谷 诒
堂）、金山顶等“打卡点”。徒步路线将
“一城两坊”（嘉应古城、攀桂坊、望杏
坊）的历史人文古迹串连起来，总长约8公
里，“徒友”每到一个“打卡点”，便可以
在各自的“任务地图”上盖上一个章印。

据了解，此次徒步定向活动由梅江区政
府、梅州日报社主办，梅江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金山街道办事处、西郊街道办事
处、梅州市磨房徒步运动中心承办，梅州市
长跑协会协办。梅江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局长魏洪涛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旨在让广大
“徒友”切身感受“一城两坊”、历史文化
街区、名人名居、文物古迹等带来的心灵震
撼，领略“千年嘉应”的厚重文化和“诗画
梅江”的无穷魅力，进一步带动全民健身，
擦亮“诗画梅江、文明客都”城市品牌。
（江婵）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泉州与诺市牵手同行二十五载

梅县举办农村业余文艺汇演

梅州“十四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五个方面26项定量指标

日前，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2020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初评启动，泉州
的 安 溪 青 洋 下 草 埔 冶 铁 遗 址 进 入 初 评 名
单 ，
系 福
建 省
唯 一
入 选
项
目。

据了解，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候选项目包括各发掘资质单位主动申报
的参评项目31项，评选活动办公室将组织投
票，推荐产生20项进入终评。

进入初评候选项目包括安溪青洋下
草埔冶铁遗址，以及贵州贵安新区招果
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山
西夏县师村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
址、陕西府谷寨山遗址、湖南华容七星
墩遗址等。

下草埔冶铁遗址位于泉州安溪县尚
卿乡,是宋元时期泉州冶铁手工业的珍贵
见证，也是构成“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出口商品生产的代表
性遗产要素。

该遗址是中国首个科学考古发掘的
块炼铁冶炼遗址。2019年以来，在国家文物

兴宁市是广东省重点革命老区、原中央
苏区县，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是一片浸润着
崇高革命精神的红色热土。如今百万兴宁人民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秉承革命前辈的优良传
统，积极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让当年的革
命老区走出新时代振兴发展新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造血”产业在村里扎了根、贫困户搬

进了敞亮的新居、荒山秃岭换上了新颜……在
兴宁市，处处都能感受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风
新貌。从曾经“干革命走在前”，到现在“奔
小康不掉队”，今天的兴宁，这片“红土地”
正呈现出越来越红火的发展态势。

为确保老区苏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程中不掉队，兴宁市把脱贫奔小康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高质量打响脱贫攻坚
战，推动老区苏区振兴发展。至2020年12月
底，兴宁市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6.07亿元，
实施村户帮扶项目12.45万个，全市贫困人口
11109户、27529人均达到脱贫标准，58个省定
贫困村均达到出列标准，如期实现全面脱贫。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当前，兴宁市正持续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建设“跨县集群、一县一园、
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做
大做强兴宁鸽、丝苗米、梅州柚、油茶、生猪
等农业优势产业，推动“菜篮子、米袋子、果
盘子、茶罐子、油瓶子”走进大湾区大市场。

同时启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全面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并采
取多种方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革命老区
人民逐步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

做强做优做大红色文化
位于大坪镇金坑村的十二肩岭古驿道，

虽是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翻山小道，却是当年粤
赣两省政令传递与物资交流的大道，在支援中
央苏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兴宁市近年来通过
挖掘古驿道沿线历史资源和红色基因，结合生
态修复和设施完善，进一步丰富了其游览体
验，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近 年 来 ， 兴 宁 市 大 力 抓 好 红 色 资 源 利
用，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创新，重点打造
了刘光夏革命烈士纪念馆、罗屏汉故居、两海
会馆等一批红色教育基地。

眼下，讲述兴宁革命烈士罗屏汉、张瑾
瑜夫妇英烈事迹的电影《生死坚守》正在全国
热映，影片以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真实的情境还
原，唤醒了广大观众的爱国热情。这一批批革
命教育基地、文化作品，也更加丰富了兴宁市
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和载体，让党史学习教育
鲜活起来。

该市负责人表示，兴宁市接下来将依托
丰富的红色资源和独特的生态资源，进一步打
造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加快发展全域旅游。同
时将传承弘扬好苏区精神，继续创作一批红色
题材、客家题材重点剧目，积极开展文化交流

活动，擦亮苏区红色文化名片，助推苏区振兴
发展。

抢抓机遇推动振兴发展
近年来，兴宁市抢抓老区苏区振兴发展

重大历史机遇，负重自强、拼搏进取、真抓实
干，加快建设“一城一廊一带”“工贸新城·
智慧兴宁”，高质量振兴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各项事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2019年以来，兴宁市谋划了181个老区苏
区振兴发展项目推动实施71个总投资约647亿
元，有力推动了兴宁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谋划建设“高铁新城”，加快推进一江
两岸河堤公路、“四好农村路”等工程建设；
加快新建兴宁市人民医院项目建设，聚力解决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问题；深入开展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扎实推进国家卫生城
市、省文明城市和省卫生镇村创建工作；深入
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
“农村电商”“乡村工匠”等人才培养工程；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推动扫黑除恶
常态化制度化，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兴宁市接下来将用足用活用好苏区政策，全力
谋划实施更多优质项目，在培育产业、发展经
济、乡村振兴、优化环境、改善民生等方面持
续发力，奋力开创兴宁苏区振兴发展新局面。
（陈思杰 刘海阳 张森源）

兴宁市：苏区振兴开新局 聚力前行再扬帆
齐聚“诗画梅江”  

寻觅“一城两坊”

古梅江区举办徒步定向活动

         

（梅州侨联供稿）

参加“寻迹嘉应古城·遇见诗画梅江”徒步定

向活动的徒步爱好者经过东山书院。（钟小丰　摄）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0.9% 蕉岭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
2021年梅县区农村业余文艺汇演日前

在梅县区文化中心举行，来自各镇（办事
处、高管会）的参赛队伍带来舞蹈、山
歌、小品等精彩节目，展现了新时代乡村
振兴新面貌。

活动由梅县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
旅游局主办，旨在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激活梅县区群众文艺
活力，扩大文化惠民成效，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活动最终评出创作一、二、
三等奖和演出一、二、三等奖，获奖节目
还将在今后的文化惠民活动中展演。

据了解，自1987年以来，梅县区农村
业余文艺汇演每两年举办一次，分为戏剧
类和曲艺类进行比赛，为农村群众搭建了
展示文艺才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大舞台，进一步繁荣了基层文艺创作、
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吴丽伶）

兴宁市走出新时代振兴发展新路，红色热土呈现越来越红火的发展态势。（吴腾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