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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总量由小到大，工业园区企业
生产火热，一栋栋现代化的标准厂房和宿舍
楼拔地而起……如今，按下工业崛起快捷键
的兴宁，正按照“产业兴市、项目为王、园
区为母、企业第一”的发展要求，强党建，
夯基础，筑平台，培育产业聚集，绘制百亿
工业发展新蓝图。

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党建引领与经济
发展同频共振是关键一招。据了解，近年
来，园区共有11家企业先后建立起了党支
部，在园区非公党委的指导下，企业党支部
将党员安排在技术、生产和市场等重要岗
位，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同时也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
势和发展优势。

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补齐短板，提升
承载力是关键一环。据了解，过去五年，园
区着力在补短板上下功夫，先后完成了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安置区、自来水专管工
程、桥梁工程、变电站、“六横六纵”道
路、标准厂房、兴宁·天河创新产业园首期
等基础设施和产业平台建设，为入园企业营
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新入园
企业提供全方位“母亲式”服务，让企业放
心投资、安心经营。

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建设标准厂房是
关键一步。2016年，兴宁市投入8000万元为立

讯精密“量身定制”标准厂房，通过出租的
形式，让企业“拎包入驻”实现轻资产运
营。而立讯精密是兴宁以标准厂房建设为
媒，实现资金撬动最大效应的典型。为吸引
更多大企业、好企业进驻兴宁，2019年底，
总规划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的兴宁·天河创
新产业园建设正式启动。

据 了 解 ， 兴 宁 · 天 河 创 新 产 业 园 建 成
后，将成为企业实现拎包入驻、轻资产转移
的承接地，将被打造成园区科技研发产品展
示平台、校企合作示范基地、创新企业孵化
器和中小微企业实现集聚发展的加速器，也
将牵引兴宁招商引资工作驶入快车道。目
前，产业园已入驻企业4家，10多家珠三角企
业也向兴宁抛来了落户的“橄榄枝”。

回首十三五，兴宁工业园区企业由原来
的40家发展至77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40亿
元，规上工业增加值35亿元，税收8.13亿元，
比“十二五”期间分别增长28.4%、45%和
174.7%，交出了一份经济总量由小到大的高
分答卷。

迈进“十四五”，兴宁将深入贯彻梅州
市“个十百千万”园区提质增效思路举措，
按照“产业兴市、项目为王、园区为母、企
业第一”的发展要求，抓好产业发展，搭建
发展平台，培育产业集聚，全力推动兴宁园
区高质量发展。（荣兴）

近日，兴宁市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
活动在兴宁·天河创新产业园举行，45个项目
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总投资112.51亿元。
梅州市委书记陈敏，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马正
勇，市领导余其豹、陈金銮、李远青、温向

芳、陈元星；广州市天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谢伟，以及企业家代表等参加活动。

据了解，兴宁市此次集中签约、动工、竣
工的45个项目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
服装、新能源、新材料、基础设施等领域。其

中，签约项目10个，计划总投资38.83亿元，
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4.6亿元、年税收1亿元；
动工项目14个，计划总投资19.97亿元；竣工
项目21个，总投资53.71亿元。

马正勇代表梅州市委、市政府对项目的顺

利签约、动工、竣工表示热烈祝贺，对积极投
身梅州老区苏区振兴发展的各位企业家朋友表
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此次活动是我
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和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全会精神
的具体行动，是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立
足生态发展区定位、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的
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
务，想方设法引进项目、培育高端增量，形成
“赛龙夺锦、奋勇争先”的良好发展势头，助
力梅州苏区加快振兴发展。

马正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用户
思维，从行政需求导向转为企业需求导向，多
替企业着想、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努力打造
“最懂企业的政府”，让我市园区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政务服务更加高效便捷、生态环境更
加优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力提升企业对
政府的用户体验，让企业干成事，从而吸引更
多大项目、好项目落户梅州，让企业创造更多
经济价值。他希望企业统筹做好发展和安全，
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守住安全发展
底线，确保项目安全高效完成建设、依法合规
生产经营。（记者罗诚浩�通讯员梅研）

梅州鄉情 23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  星期五（農曆六月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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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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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24个村（社区）获评高级版“绿盈乡村”

是非成败转
头空，青山
依旧在，惯

                    平远36个项目集中签约开工竣工 总投资额超105亿元 

（梅州侨联供稿）

敏捷集团助力龙村镇实施“四村联动”美丽乡村项目。图为大梧村新貌。（敏捷集团乡村
振兴办供图）

（丘琼 汪敬淼 林剑湧 廖静宜 丘林强）

  兴宁擘画百亿“工业巨轮”新蓝图

  蕉岭芳心村“葡”获芳心 “萄”醉游客

梅县区咸和村举行

蒸蒸日上的兴宁工业园区。（吴腾江　摄）

强党建 夯基础 筑平台 

“乡村振兴 产业帮扶”产品展销会
日前，梅县区畲江镇咸和村举行“乡

村振兴 产业帮扶”产品展销会暨第一届火
龙果、葡萄节。

活动现场设置了福和生态展示区、畲
江特产区、咸和特产区、脱贫户农产品区
等展区，展出葡萄、火龙果、香米、莲
子、菊花糕、土鸡蛋等特色产品。现场还
设置了古装摄影区，并举行了文艺表演。

近段时间，通过广州市荔湾区派驻畲
江镇驻镇帮扶工作队帮忙策划展销会、谋
划销售协作和寻求市场推广等，咸和村的
农产品逐渐打开了市场，销量不断增加。
“村里集约了480亩土地租给企业发展火龙
果、葡萄、莲子等产业，因知名度偏低、
宣传不够，曾出现产品滞销情况。近期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销售渠道拓宽了，村
民共同发展产业的信心也更坚定了。”咸

和村党总支书记林东说，接下来，咸和村
将利用邻近梅畲快线、高铁畲江北站、广
梅产业园、梅州综保区等区位优势，着力
打造特色农家旅游村，为游客提供农产品
采摘、村景观赏、农家乐品味一站式服
务，推动乡村振兴从“美丽”向“美好”
蝶变。（记者吴丽伶）

盛夏时节，蕉岭县三圳镇芳心村生态
葡萄园种植的夏黑葡萄喜获丰收，一串串
泛着白霜的葡萄挂在藤蔓上，果形饱满，
色泽鲜亮，果香四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体验采摘乐趣（如图，丘林强摄）。

“我们种植的有机生态葡萄，利用大
棚精心栽培，通过疏花、疏果等方式，提
升了葡萄品质，因此葡萄甜度高、口感
好。”芳心村生态葡萄园负责人廖雪峰介
绍说，他从2016年开始种植夏黑葡萄，目
前种植面积有50亩，亩产量约2000斤。
“以前就吃过这里的葡萄，香甜可口。恰
逢孩子们放暑假了，就想带着家人来这体
验自助采摘的乐趣。”家住三圳镇的市民
陈莉芳告诉记者，葡萄园就建在“家门
口”，所以她一有空便与家人一起“寻
味”来了。

记者了解到，芳心村生态葡萄园在村
里招募务工人员，让本地村民实现在家门
口就业。廖雪峰表示，下一步计划将葡萄
园打造成“基地+休闲”相结合的现代生态

农场，组织开展精致农业研学等活动，助
力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和推进乡村振兴。

（丘琼�林强�静宜�敬淼）

咸和村“乡村振兴 产业帮扶”产品展销会现场。（吴丽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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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眼下，又到农忙时节，在
梅州生长地公司转水镇矮车村
“五华县丝苗米产业园项目”基
地的500多亩丝苗米也喜迎丰
收，亩产量达1000斤。

一眼望去，水稻在阳光照耀
下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沉甸甸
的谷穗随风起伏，涌动起金色的
稻浪，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金
黄的稻田里来回穿梭，勾勒出一
幅美丽的丰收画卷。据了解，梅
州生长地公司在转水的丝苗米种
植点主要范围分布在矮车村的
“养里塘、横湖垄、下窝”三个
自然村段，目前总面积为550
亩，平均亩产1000斤。

梅州市生长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基地负责人曾国安告诉记
者，整个矮车村总面积有550
亩，平均亩产大致有1000斤左

右，因为今年的水利设施，包括
道路全部已经完善，相对于产量
增加了10%左右，丝苗米的质量
是香、软、可口，口感十分好！

据介绍，该基地采用“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方式，
通过“六个统一”模式，创新利
益联结共享机制，以“劳务工资
+种植分红”支付薪酬的形式，
聘用村内有劳动能力的农户进行
种植、日常管护及收成。

通过多项举措带动当地农户
27户135人发展水稻种植，带动
就近就业30人，提高了农民收入
水平，有效解决群众后顾之忧，
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发挥了积极作用。 

（ 五 华 新 闻 ）
走进平远县红四军纪念馆，了

解红军战士在粤闽赣边的艰苦斗争
故事；在大柘镇黄沙村，聆听梅平

武工队慷慨无畏的英勇事迹；徒步
青山茂林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感
受古道上军民情谊……一个个红色

景点，犹如一本本教科书，展现着
苏区平远的红色历史。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
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
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
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
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
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
创美好未来。

当前，平远县正坚持保护好、
传承好、发展好“革命苏区、红色
港湾”的红色文化资源，通过多种
“打开方式”，不断为党史学习教
育和红色文化旅游打造新阵地、丰
富新载体、注入新动能。　

平远县掀起红色文化旅游、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记者�傅思林 特约记者�朱双玲�朱维佳�袁志鹏）

借助VR、环幕等高科技手段，平远县红四军纪念馆再现了红四军在麟石之战胜利攻取平远
老县城的战斗场景。（钟小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