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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主基调背
后，是一个又一个村（社区）的振兴
与发展，美丽村落各美其美、串珠
成链。

近 年 来 ，芗 城 不 断 拓 宽 农
民增收渠道，以工补农，以城带
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助推乡
村振兴 ，形成“多点给力、多轮
驱动”的增收局面，重视低收入
农 户 增 收 ，促 进 农 民 普 遍 较 快
可 持 续 增 收 ，加 快 实 现 城 乡 居
民收入均衡化。

规 划 引 领 ，拓 展 流 量 用 地
空间。芗城持续推进农业产业
提 质 增 效 行 动 ，新 建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优 质 农 产 品 标 准

化 基 地 创 建 项 目 、傲 农 蛋 鸡 养
殖 场 项 目 、田 寮 村 蔬 菜 科 普 展
示 项 目 、田 边 提 升 农 业 产 业 行
动 项 目 5 个 ，续 建“ 双 溪 缦 谷 ”
文 旅 项 目 和 特 色 产 业 项 目 ，全
部项目正处于有序推进中。

试点示范，打造“一镇一特
色”。浦南镇立足近 300 亿元产
值的钢铁产业优势，打造以产城
融合为目标的“浦南新镇”。芝
山镇立足 7380 亩的西湖空间，打
造以科技、产业、生态为一体的
商贸强镇。石亭镇立足北斗、南
山等园区，打造以制造业为基础
的工业重镇。天宝镇立足食品
加 工 万 亩 蕉 海 、语 堂 故 里 等 优
势，打造以文旅为主导的活力小

镇。在全区城镇产业发展布局
基础上，芗城区持续挖掘乡村价
值功能和特色亮点，推动农村资
源“活起来”，培育农村自我“造
血”功能。

在“一镇一品”经济发展格局
基础上，芗城区持续加大农业产
业、农业加工业、农业服务业、休闲
观光农业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项目的扶持政策。例如，深入实施
特色现代农业“六百工程”、新建

“万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绿田
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等 4个省级
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发展
特色现代农业；打造万怡水果、“绿
田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瑞和蛋
鸡、闽兴果蔬、众晟水产等 6 个特

色优势产业。在构建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新体系方面，重点扶
持大北农农牧科技、信华食品、康
之味食品、金峰食品等省市农业一
二三产“百千”企业发展，做强做优
乡村特色优势产业。

此外，芗城区还引进“万科
庄怡”等 4 家农业现代化企业及
计划投资 1 亿元的“双溪缦谷”
文 旅 项 目 ，流 转 近 1000 亩 土 地
发 展 绿 色 高 效 农 业 ，培 育 新 型
经营主体 22 家，促进农业法人
化、产业化。今后，芗城区将考
虑 把 龙 头 企 业 、村 集 体 等 组 织
起来，抱团发展，积极推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
重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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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跳出农业看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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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都市，右手乡村，当城市与乡
村打破了地域的分隔，当市民与村民
打破了身份的界限，中心城区如何抓
好乡村振兴？这是赋予芗城区的时代
命题。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
书记来福建调研考察时提出的四项重
点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
快推进乡村振兴，立足农业资源多样性
和气候适宜优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要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要推进老区苏区全面振兴，倾力支持老
区苏区特色产业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
公共服务保障等。

特色、宜居、宜业、保障、提升……
一个个关键词，点出乡村振兴的题中
之意。

面对时代命题，立足中心城区特
色，芗城给出探索之路——解决城乡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坚持
党建引领，走城乡一体化之路，实现共

同发展、共同富裕。
2021年，芗城紧扣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
央、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市
政府的要求，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
坚持党建引领，提升实施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八项行动”，促进全面脱贫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开展一系列我为群众办
实事项目，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工作向深层次推进、向高层次提升。

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
和博弈，而是融合发展、共享成果
的共生过程。在芗城西部，一条
道路见证了这样的过程。

乡村要振兴，基础设施是硬
基础。今年三月，西部进入中心
城区快速通道，总投资 25.8 亿元
的金塘路一期工程正式贯通。道
路连接市区西北部三个高速出入
口，联通 3个镇 12个村，带动道路
两侧近 3 万亩工业土地或产业用
地的开发和利用，促进芗城西部
现代化进程。

一条道路，是芗城不断加大

公路综合提升投入、融合城乡一
体化发展的生动缩影。基础设施
建设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正串
起城与乡同样的幸福感。

2020 年，芗城启动城乡供水
一体化项目。项目覆盖 70 多个
村 (居)，总投资 4.86 亿元。项目
预计 2023年 11月完成，届时芗城
全区城乡饮用水将实现“同网、同
价、同质、同服务”，惠及人口约
14万人。

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芗
城区将在供水、垃圾处理、排污设
施建设等方面持续探索，确保公

共财政向农业农村发展倾斜，推
动公共服务向辖区乡镇延伸。

不久前，芗城区芝山镇、石亭
镇撤镇改街，设立芗城区芝山街
道、石亭街道。随后，教育好消息
传来，漳州一中芝山校区初一年
级面向芝山、石亭街道户籍招生。

在城乡之间得到资源均衡配
置的，不仅是教育资源。面对日益
严重的老龄化趋势，芗城一直在探
索如何提高农村养老服务质量。

浦南镇双溪村以乡村振兴
为 抓 手 ，引 导 群 众 共 建 共 治 共
享“醉美双溪”，捐资 1800 万元

建 设 双 溪 人 民 大 食 堂 ，为 全 村
267 名老人免费提供一日三餐，
创 造 性 地 实 现 了 村 民“ 老 有 所
养”。此外，双溪村建立了人民
大食堂管理体制机制，形成“支
部监管、乡贤出资、协会负责、
村民监督”的运营模式，同时在
食 堂 旁 边 开 辟 了 数 亩 菜 地 ，供
老人适度劳作及补充食堂蔬菜
供应。

如今，芗城不仅美在一时一
处，更是美在时时处处。水净、人
欢、村美、民富的美丽乡村正实现从

“形态美”到“内涵美”的华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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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资源共建共享
让城市带动农村

城 乡 一 体 ，但 城 乡 依 然 有
别。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如何
留住乡愁，是中心城区发展中必
须要解决的问题。

芗城在城乡建设上突显“现
代化与原生态”的差异，在功能布
局上突显“快与慢”“闹与静”“紧
与活”的差异，让乡村成为农民的

“桃花源”、市民的“后花园”。
2019 年，芗城区结合实际，

制 定 印 发 了《芗 城 区 推 动 乡 村
振兴重点工作“八项行动”方案
(2019-2020 年)的通知》，围绕提
升 农 业 产 业 、脱 贫 攻 坚 稳 质 提
升、农村道路提升、农村“厕所革
命”、村庄清洁、农房整治、镇(村)
品质提升等八个方面工作，启
动 47 个 重 点 项 目 ，共 完 成

133235.8 万元 ;统筹安排乡村振
兴项目资金 4000 万元。

持续推进 1 个特色乡镇（天
宝镇）、2 个实绩突出村（渡东、南
山）、6 个省级试点示范村（珠里、
田寮、下高坑、蔡坑、双溪、园坑）
建设，重点支持 6 个省级试点示
范村和实绩突出村开发集体资
源 、发 展 产 业 项 目 。 拓 展 实 施
年 度 投 资 59683.5 万 元 的 天 宝
镇、石亭镇和浦南镇的 3 条乡镇

“串点连线成片”示范线路 ；重
点实施年度投资 4.227 亿元的芗
城区浦南镇“乡村振兴”综合项
目。按照“点线建精、整片建强”
的工作思路，有效整合辖区各种
优质资源，推动“一村一品”融合
发展。

如今，历史文脉保护与美丽
乡村建设实现了并轨，城与乡正
跨越藩篱，让乡愁重归故里，建新
修旧两相宜——

浦南镇着力开展旧村复垦工
作，以“政府增地、村集体收入增
加、村容改变、村民增收”为宗旨，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造福工程和
地质灾害点等搬迁工程，拆除辖
区农村危旧房，复垦为耕地，对村
庄 进 行 综 合 整 治 ，美 化 村 庄 环
境。渡东村逐步推进土地整治旧
村复垦工作，通过对农村低效利
用地拆旧建新，复垦旧宅为耕地，
改善“散、杂、闲、差、旧”的村容村
貌村设施。

浦南镇园坑村毗邻省级文物
古迹保护点的开漳圣王陈元光陵

墓。在旧村改造工作中，该村坚
持既保留农村特色风貌，又树立
城市化、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创造
性使用“测定面积后盖章确权”方
式，拆除了村里一些废弃不用的
猪圈、茅房等，引导、鼓励村民在
复原土地上种养花草果木，提升
村容村貌。

浦南镇松洲村深挖松洲书院
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党建与
支部建设、生态环保、文化弘扬等
各项工作有机融合。投资约 370
万元开展松洲水环境生态修复及
景观提升工程，将乡村自然风光
与生态河道建设相结合，对村口
至书院沿路景观及水系进行提升
改造，打造优美村庄环境，让村民
生活有了更好去处。

按照“点线建精、整片建强”的工作思路，有效整合辖区各种

优质资源，推动“一村一品”融合发展

城乡规划统筹推进
让农村更像农村

近年来，张坑社区紧扣乡村振兴工作主线，打好人居环境整
治“持久战”。自 2020 年下半年开始，辖区 10 余户党员带头开展
裸房整治，完成裸房整治 75 户共 20075 平方米；投资 300 万元对
环村道路进行自来水、燃气、通讯管网预埋和“白改黑”沥青铺
设；消除空中电线，完成建筑立面美化、绿化提升、道路铺装、多
面合一联动改造。

寮里社区成立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创建一支
由7名优秀党员骨干组成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寮里形成以“党支部为
核心、党员作表率、村民自治、社会力量参与共治”的良好局面，并整
合已有的党史红廊、革命历史博物馆、红色漫道、党建文化广场、民俗
文化广场、古厝、体育基础设施等特色资源，打造集党史学习、红色革
命教育、体育休闲、种植采摘为一体的“红色研学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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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塘社区做强培优优势特色产业，依托现有食用菌生产基地，
通过庄泰食用菌合作社将散户集中，扩大食用菌生产规模；聘用专
业人才，选用优良品种，打造优质食用菌品牌。目前全村从事食用
菌种植营销的人员约 240 人，年创产值近 3000 万元，并对村内 20
亩土地进行平整，规划打造“玫瑰产业园”，通过“企业+农户”模式
发动群众进行玫瑰种植，并由企业统一进行收购。

山美社区组建 20 余人的大鼓凉伞及腰鼓队伍，在田间地头、
大街小巷进行表演。村党支部以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为
原则，以良好校风引导家风。着力提升党群活动中心和各类文化
场所，推动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效衔接。挖掘本
地历史文化，为村民、学生讲述先贤事迹、传播传统文化、弘扬家风
家训，建设新时代家风、淳化新时代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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