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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河 交 错 、 溪 流 纵 横 ， 古 时 曾 以 “ 万
川”作县名；文风鼎盛、山清水秀，今日有
“客家香格里拉”之称。它，就是大埔县。

大埔位于广东东北部、韩江中上游，东
和北紧靠福建的漳州市平和县和龙岩市永定
区，西依梅州市梅县区、梅江区，南邻梅州
市丰顺县和潮州市潮安区。全县区域总面积
2467平方千米。其中，山地面积298万亩，耕
地24.759万亩，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山区县。

山区县，一定是“落后县”吗？不可否
认，先天的区位劣势是发展经济的一大短
板。若干群“抱膝悠然吟”，顺其自然、安
于现状，则难以“把短板变成潜力板”，遑

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反之，若干群
“不畏浮云遮望眼”，积极应变、主动求
变，亦会实现“偏远地区不偏远，落后地区
不落后”的“逆袭”。而大埔，正是后者。

回顾过去，崇文重教的大埔县，钟灵毓
秀、人杰地灵，孕育了众多名人贤士，文化
之乡声名在外；把握现在，迈向新征程的大
埔县，正以最大的热情和干劲，坚持思想破
冰、改革破题、发展破局，努力推动自身在
振兴发展中“大步”向前！

一、思想破冰
有人说，一个人最根本的进步是思想上

的进步，最致命的危险是思想上的落后。隐
于群山的大埔，或许正面临这样的困扰——

综观大埔全境，海拔500米以上的中低山
约占10％，海拔100—500米之间的高中丘约占
80％，海拔100米以下的低丘、小盆地约占
10％。“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边远山区现
状，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部分党员干部的
“山区思维”。

近 年 来 一 些 发 展 事 例 也 验 证 了 这 一 论
断。比如，作为“中国青花瓷之乡”的大
埔，大埔陶瓷和潮州陶瓷、福建德化陶瓷的
发展曾同步，但如今大埔陶瓷产业的年产值
已跌到10亿元左右，而潮州和德化陶瓷在实
现500亿产值基础上，已吹响了冲锋千亿产值
的号角。再比如，拥有高品质矿泉水资源的
大埔，发展“水经济”的步伐却缓慢。凡此
种种，除企业的自身原因外，或许与党政部
门的观念也有一定关联。

要想“走得远”，就要“看得远”。要

想“看得远”，就要跳出大埔看大埔。跳出
大埔看大埔，其面临发展历史欠账多、总量
不足、结构不优的实际情况；跳出大埔看大
埔，其同样面临“百千万工程”、融湾入海
等重大政策利好。现在的大埔挑战与机遇并
存，正处于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关键阶
段。唯有坚决破除“山区县”的封闭僵化思
维、“等靠要”的观望依赖思维、“短平
快”的急功近利思维、“穷自满”的消极躺
平思维，坚决克服自身惯性惰性、打破旧有
思维模式，形成“不换思想就换人、不转作
风就转岗、不敢负责就问责”的工作态势，
才能以思想破冰引领大埔“破圈”。

“破”，是为了更好地“立”。打破思
想瓶颈、摆脱路径依赖后，大埔的党员干部
当及时树立“湾区思维”，坚定不移狠抓发
展第一要务，从“过日子思维”转向“发展
思 维 ” ， 从 “ 投 入 思 维 ” 转 向 “ 产 出 思
维”，勇于告别过去、敢于自我扬弃，抓住
发力点、打造新亮点、形成增长点。比如，
在面对互联网工具迭代出新、面对消费变革
等趋势下，大埔当重视发展网络经济，鼓励
用好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助力大山深处的好
物畅销到大都市、卖出一个好价钱。

古人有云：“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
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
心虑，则无不知也。”顺应时代大势、紧跟
发展大局，树立创新思维、强化市场意识，
相信勇破思想坚冰的大埔，定能闯出高质量
发展新路！

二、改革破题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

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
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
业。”困于深山的大埔，更需要用足用好改
革这关键一招。

细数近年来大埔的改革“大动作”——
在“百千万工程”方面，积极探索生态

价值转换机制，充分运用生态资源产权交易
和生态补偿机制，形成交易指标，壮大镇村
经济，切实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转化通道；大力倡导多方集资和“补改
投”建设思路，以农村生活污水设施改革为
契机，带动形成差异化设计、一次性投资、
低成本维护、长周期运行新模式，一举打破
农村重建设、轻管理的困局……

在“融湾入海”方面，运用“国资+强村
公司”“反向飞地”等模式，大胆突破行政
区域局限，探索跨界资源整合路径；深入推

进“极简审批”改革，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
联审联批时间压缩至11天，全面推行“一网
通办”，与广州等地签订“跨域通办”协
议，企业群众办事更加高效便捷……

不难发现，大埔的改革呈现全面发力、
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局
面，这为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向好提供了重要
动力。县域发展、城镇提能、乡村振兴等各
项工作顺利实现“一年开局起步”，大埔现

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相较经济高质

量发展所对应的客观条件，比如经过扩容提
质的工业园区、高效务实的政府运行机制
等，还存在一定差距，亟须以更大魄力深化
改革。大埔经过多年发展，“好吃的肉都吃
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啃”
哪些、如何“啃”，是摆在大埔党员干部面
前的一道“必答题”。

聚焦“三块地”改革靶向发力。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

入是关键。综观各地实践，有的县域探索实
行“一条龙”全托管、“菜单式”半托管服
务套餐模式，有的县域引入社会资本开展合
作运营，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三丰收”。大埔当全力抓好三河镇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省级试点工作，创新撂荒土
地整合模式，打造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示范
带，以点带面、以面带全，更好实现土地
“连连看”，农民“年年赚”。

聚力打造产业园区改革发展新天地。产
业园区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作
用，然而，受政策、用地、用林等因素限
制，广州（海珠）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容提质
难度大，县新型陶瓷产业园用地受限、开发
难度大、建设成本高，目前全县工业园区可
利用的“标准地”仅有196亩，园区承载力仍
然不足。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大埔
不妨借鉴各地的成功经验，积极在整合优
化、完善退出机制、加快标准化建设等方面
发 力 ， 以 园 区 之 “ 进 ” 支 撑 经 济 发 展 之
“稳”。

深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营商环境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埔要在政务导向方
面，坚定为人民服务理念，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加强有为政府建设，树立流程简
便、材料精简、标准公开、时限缩短、渠道
自选和同等受理的政务服务导向；要在政务
环境方面，以数字化、智慧化改革牵引，全
面提升政府审批效率、公共服务效率，实现
企业群众办事时间更短、跑动更少、成本更
低，跑出“大埔效率”加速度。

三、发展破局
于发展中破局，于逆势中起势，是近年

来大埔的真实写照。而欲知如何“破局”，
得先明“困局”何在。

宏 观 看 ， 县 域 带 动 不 强 、 圩 镇 建 设 不
善、农村发展不快等客观困难，制约着大埔
经济社会的发展。微观讲，实体经济是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但当前大埔的实体经济依然
薄弱。这突出表现在：龙头企业少、规模
小，2023年全县规上工业企业仅新增4家，且
有2家下规；大埔电厂一家独大的局面仍未改
变，先进材料、先进制造业、新能源等产业
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县域经济的拉动力有限
等。

知不足而后进，补短板而争先。从年初

就拼力度、拼速度、拼进度的大埔，同样可
以用“拼”的精神实现大步向前——

发 展 破 局 ， 要 思 考 如 何 用 好 支 持 政 策
“ 礼 包 ” 。 “ 融 湾 入 海 ” 、 “ 百 千 万 工
程”、驻镇帮镇扶村……每一项政策都给大
埔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正所谓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大埔要
做到精准把握政策，逐条分析、逐条解读，
积极制定相应的配套机制和举措，主动谋划
政策落实的途径和载体，及时向上沟通汇
报，确保政策接得住、落地快、见效早。比
如，关于“融湾入海”，继国家部委印发
《梅州方案》、广东出台《若干措施》、梅
州制定《实施方案》后，大埔应在分析这些
文件的基础上，找准发力点、瞄准关键处，
争取到更多的上级支持。

发 展 破 局 ， 要 思 考 如 何 挺 起 实 体 经 济
“脊梁”。坦白讲，大埔不缺自然资源。比
如，全县已探明各类制瓷资源量约4.37亿吨，
远超周边的陶瓷产区。在明确“围绕先进材
料、先进制造业、新能源三大产业集群，持
续抓好实体产业项目”的发展定位后，要聚
焦多筑巢、广引凤，拼服务比效率、激活
力，吸引更多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要在科学规划产业园区、完善交通等基础设
施、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人才创业就业等方
面持续发力，做强支柱产业、做大新兴产
业。

发 展 破 局 ， 要 思 考 如 何 做 好 文 旅 融 合
“文章”。“最美中国旅游县”“新时代·
中国最佳生态康养旅游名县”“中国蜜柚之
乡”……摘得一系列“国字头”招牌的大埔
可谓“宝藏县域”。在文旅“卷上天”的当
下，大埔更要做好规划、完善服务，积极发
展客家文化游、红色经典游、生态康养游、

乡村休闲游、农业体验游等新业态，讲好
“红绿古”三色故事，做到“以艺活村，以
景旺村，以宿带村”，构建文旅融合的全域
旅游发展新格局。

以山之名，带动齐飞；逾山越海，功不
唐捐。开年召开的全县高质量发展大会，动
员全县上下“实干实干再实干、奋斗奋斗再
奋斗，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勇敢前行”。我们
有理由相信，正在爬坡越坎、奋力突围的大
埔，必将继续在新的征程中乘风破浪、扶摇
直上！

来源：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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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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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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县，在爬坡越坎中大步向前！         大埔县，在爬坡越坎中大步向前！

加快交通基础建设，大埔抢抓融湾入海发展机遇，
推动苏区振兴。袁群华 供图

工业园区，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忙碌。罗文燕 摄

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大埔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袁群华 供图

大埔逐步完善交通基础建设，推进全域旅游。何森垚 摄

大 埔 县 百 侯 名 镇 是 第 五 批 “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镇”，景区内有120多座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建

筑。何森垚 摄

图为大埔城区。张俊藩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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