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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总投资约8亿元
的丰顺县留隍镇广东潮客小
镇“十里凤凰”项目签约落
地，为小镇的发展插上了腾
飞的“双翼”。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在留隍特色小城
镇中心发展区，由梅州乡贤
企业广东珠光集团与新南方
集团联手打造的广东潮客小
镇和温泉度假项目，在中央
农业农村相关产业政策的有
力引领下，同时在梅州市、
县、镇三级党委政府的积极
支持下，正逐步打造成为集
康养度假、健康产业、文旅
休闲于一体的世界级康养综
合体，为当地乡村振兴不断
“提档加码”。

凤凰山下，韩江穿镇而
过 。 留 隍 镇 地 处 梅 州 与 潮
州 、 揭 阳 交 界 之 处 ， 扼 韩
江、潮梅的水陆要冲。长期
以来，留隍的乡村振兴没有
快速发展起来，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没有支柱产业作为“引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产业兴，

才能乡村旺、农民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兴
更好地统筹起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2018
年，留隍镇结合山地森林、温泉、滨水等天然

禀赋，树立康养理念，把握健康度假新趋势，
引进乡贤企业广东珠光集团，斥巨资在国家
4A级景区广东鹿湖温泉度假村、惠仁圣寺等
基础上，按五星级高标准打造以温泉产业为核
心项目的鹿湖温泉度假酒店。

夜幕落下，灯火璀璨。在鹿湖温泉度假酒
店里，各地前来泡温泉的游客络绎不绝。在各
式温泉池中，游客或浸泡在池中舒展放松，享
受休闲时光；或三五成群在水上乐园嬉戏，驱
走夏日的燥热。

“酒店2014年开门迎客，可容纳3000名游
客，2017年至2019年三年间，每年营业额均超
5000万元，达到政府对企业营业的鼓励政策标
准。”鹿湖温泉度假酒店行政办负责人刘相国
告诉记者，疫情期间，旅游行业受到一定冲
击，企业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组织业务培
训，完善配套设施，以更优质服务迎接游客的
到来。目前，景区接待量已恢复到三至四成。

“我之前当了二三十年的家庭主妇，酒店
一开业我就来应聘上岗，离家近还能照顾家
里，比起干农活、外出务工更划算。”在鹿湖
温泉度假酒店温泉部工作的杜少霞表示，虽然
月薪不算高，但工作轻松，又有“五险一
金”，每天的生活充实美好。“在这里工作的
员工400多人，其中本地人占了八成。”刘相
国介绍说，项目的进驻不仅提供了就业岗位，
还带动了周边各行各业的发展，助推乡村振
兴。

“酒店带来明显引客效应，潮客文化广场
成了村民休闲好去处，我们生意更好做，门店

扩张了，商品也更多了，像留隍云片糕、姜
糖、米粉这些特产都很畅销。”位于鹿湖温泉
度假酒店一侧的辅食店店主魏玉婵欣喜地告诉
记者，这些年，她家里的小平房变成三层半的
商住楼，小康生活也更上一层楼。近几年，在
鹿湖温泉度假酒店的带动下，景区周边的民
宿、特产店、餐饮店等相继开业，为当地带来
了“人气”，也带旺了“财气”。

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留隍

乡贤对故乡的“反哺”，从早期的铺路搭桥开
始，到引进资金和项目，形成了文旅兴镇产业
格局。鹿湖温泉度假村以及核心项目鹿湖温泉
度假酒店在市、县、镇三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推
动和引领下，以生态为底色，富民为根本，引
领着小镇人民端稳“生态碗”，吃上“文游
饭”，让绿水青山给群众带来幸福的“金山银
山”。

随着“红色旅游热”持续升温，近期，蕉
岭县各大红色景点游人如织。寻革命旧址、访
历史纪念馆、住红色主题客栈成为不少游客的
新风尚。

蕉岭作为原中央苏区县，红色资源非常丰
富。近年来，该县持续挖掘盘活当地红色资
源，将红色景点有机串联，因地制宜规划打造
了蕉岭县（东岭）革命历史纪念馆、蓝坊肚战
斗纪念园、红四军入粤首胜纪念公园等一批接

地气的红色载体，让红色旅游“火”起来，让
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打卡红色基地 赓续精神血脉
“青年使命在心、责任在肩，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日前，暑期返乡大学生陈梦春专
程来到“家门口”的红色地标——蕉岭县蕉城
镇陂角村赖氏宗祠“打卡”，并在记事本上写
下这句话。接下来，她还将循着梅州市最新推
出的10条红色教育线路中的“游寿乡蕉岭·看
苏区振兴”线路，参观蕉岭县九岭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馆、广东（蕉岭）美
丽乡村培训学院、东岭村党群服务中心、蓝坊
肚战斗纪念园等。“已经和朋友提前做好了攻
略，希望通过亲身体验这条红色教育线路，重
温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未来以蓬勃的青
年力量书写爱国答卷。”陈梦春说。

穿过陂角村村道，记者来到了已有百年历
史的赖氏宗祠，其门外挂着“红四军来蕉驻地
旧址”的牌子，墙壁上还保存着当年红军留下
的标语，以无言的形式向后来人传递着红色年
代的信息。

作为“家门口”的红色坐标，如今，赖氏
宗祠成了不少市民心里头的“红色课堂”。 
陂角村党总支部书记赖小宏介绍说，近期许多

单位自发组织到赖氏宗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通过赖氏宗祠这一红色载体，重温革命历史现
场，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洗礼，传承革命
文化、激发爱党爱国情怀，凝聚新时代奋进力
量。赖小宏告诉记者，族人先前已对宗祠进行
过两次修缮，希望能完整保存好珍贵的革命历
史。赖氏宗祠被确定为蕉岭县不可移动文物
后，今年7月，赖氏宗祠又顺利获评“梅州红
十景”。接下来，该村将积极争取专项资金，
更好地对该建筑进行活化利用，助推红色旅游
发展和乡村振兴。

写好文旅文章 助力乡村振兴
“红色景点是革命先辈战斗或生活过的地

方，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这些红
色景点，能让后人穿越时空，感受厚重历史背
后的磅礴精神力量。作为亲历者的后代，我从
小便时常听家人们讲述曾经发生在家门口的红
色故事。传承祖辈们的红色情怀是我的责
任。”在三圳镇东岭村三山自然村蓝坊肚战斗
纪念园附近建有一家三山客栈，客栈负责人钟

侨的爷爷奶奶曾为解放军战士提供食宿、采
购、送信等后勤保障。

从“听故事的人”变为“讲故事的人”，
再到“呈现故事实景的人”，在钟侨身上，记
者看到“热”起来的红色文化让红色薪火代代
相传。

“近期党史学习教育火热开展，众多游客
慕名到蓝坊肚战斗纪念园‘打卡’。游客们通
过吃‘忆苦饭’、穿红军装、住红色主题客
栈，深度体验红色文化。”三圳镇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蕉岭县通过建立健全管理体制机
制，加大资金投入，保护好、发掘好红色历史
遗存，打造了一批红色载体，串联起红色旅游
精品线路，讲好红色革命故事，在寿乡掀起了
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同时不断增强红色旅游的
辐射带动作用，立足世界寿乡良好的生态环境
发展全域旅游，高质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
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明显提升。

（丘琼 廖静宜 丘林强 汪敬淼）

近日，梅县华侨城广场出现了5个绿色停
车位，在固定时间段还限时停车，这是怎么一
回事呢？

记者在梅县华侨城广场看到，这5个停车
位被涂上了绿色的底色，上面写着“限时停车
30分钟”，一旁设置的标牌上注明了不同时段
的停车规定，即7∶00—22∶00限时停车30分
钟，22∶00—次日7∶00不限停车时长。据梅
县区交警介绍，为了解决群众短时停车的需
求，梅县区交警部门近期在华侨城广场试行设

置了5个绿色停车位。为避免超时停车或长期
占用这些临时停车位，交警部门配套了电子监
控设备，7∶00—22∶00期间进行电子抓拍，
对于抓拍到的超时停放车辆，将依法依规进行
相应的处罚。

接下来，梅县区交警部门将根据华侨城广
场绿色停车位的试点运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若能达到预期效果，将会在梅县城区逐步推广
设置。（记者王丽莉）

梅州鄉情24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星期五（農曆七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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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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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蕉岭县：红色景点“火”起来 

荷翠映碧塘 “莲”通致富路
平远仁居百亩猕猴桃迎丰收 
  预计能采摘至今年12月

平远县仁居镇大畲坳猕猴桃种植基地
喜迎丰收，已于日前开园。记者了解到，
当地猕猴桃种植面积达128亩，总产量预计
约15万斤、总产值逾200万元。

记者来到仁居镇礤头村大畲坳村民小
组，只见蜿蜒起伏的山峦之间，成片的猕
猴桃一眼望不到边，在茂密的藤蔓下，拳
头大小的果实挂满枝头，个个饱满诱人。
“今年是果园第三次结果，进入丰产期。
但为了保证猕猴桃品质，我们进行了3次梳
果，把每棵树的最终产量控制在30斤左
右。”负责人潘境荣介绍，果园按统一标
准采取施用农家肥、人工除草、果实套袋
等方式种植，通过精细化管理，打造精品

猕猴桃。
果园种植了红阳、武植、徐香以及金

艳等四个品种猕猴桃，当前红阳和武植两
个品种已进入成熟期，主要通过顾客现场
采摘的方式销售，能采摘至今年12月份。
据了解，大畲坳海拔近千米，昼夜温差
大、光照时间长，非常适合猕猴桃的生
长。为推动乡村振兴，合理利用农村闲置
地，2016年礤头村引进江西省有经验的种
植大户建起猕猴桃种植基地，发展成为当
地新兴优质农业项目。潘境荣表示，将继
续扩大猕猴桃种植面积，并发展“精品果+
农家乐”，带旺乡村旅游。

（朱维佳 朱双玲 杨莉琴）

图为梅县区新增的绿色停车位。（王丽莉�摄）

在蕉岭县三圳镇九岭村十里荷塘，记者
看到近600亩的荷塘里，荷叶随风而动、白鹭
翩飞，数名采莲人穿行在荷塘里，手脚麻
利，动作娴熟，不一会儿，身上的袋子就装
满了莲蓬。另一边，在该村盛达家庭农场莲
子加工基地，村民们正忙着将莲子从新鲜莲
蓬中剥出来，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旁
莲子烘干机正不停地运转着。

“我们种植的品种为太空莲36号，今年
虫害少，莲子喜获丰收，亩产可达800斤以
上。我们把新鲜的莲蓬采摘回来后，要经过
去蓬、剥壳、清洗、烘干等工序。”据农场
负责人林俊明介绍，每年6月份，十里荷塘的
荷花次第盛放，扮靓美丽乡村，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观赏，到了7、8月份，荷花凋谢，
迎来莲子丰收季，新鲜清甜的莲子经过加工
制作后，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式端
上市民的餐桌。

“每天都有固定收入，在家门口就能挣
到钱。”徐雯燕是九岭村的大学生，趁着暑
假，她便到莲子基地务工。据了解，九岭村
充分利用荷花的观赏性发展特色乡村旅游，
通过莲子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和品质，同时积极拓宽增收致富渠
道，带动更多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实现莲子
产业的风景和“钱景”共赢。

一颗小小莲子只是一个起点，当前，三

圳镇九岭村正积极探索以荷美村、以荷富
村、以荷旺村的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之路。
下来，该镇还将立足农业资源禀赋，精耕莲
子、淮山、无花果等特色农业，打响“一村
一品、一镇一业”品牌，将农业“厚家底”
变为发展“新优势”，推动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丘琼 丘林强 廖静宜 汪敬淼）

学习教育“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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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湖温泉度假酒店采用园林式建筑风格，糅合潮客文化精髓，实现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和谐共融。（吴腾江　摄）

蓝坊肚战斗纪念园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汪敬淼　摄）

工人们忙着采摘莲蓬，晒出丰收喜悦。（丘琼　摄） 

                     

应急专用！“绿色停车位”亮相梅城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