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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做好“茶文章” 全力推动清新“茶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区以全市建设五大百亿农业为契机，深入实

施“2420”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多措并举协同推动清

新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3 年第三季度，全区茶叶种

植面积累计达 2.765 万亩，较 2022 年新增 1267 亩；茶叶产

量 1362 吨，较上一年新增 120 吨。预计 2023 年我区茶叶产

量达 1456 吨，产值将达到 2.9 亿元。

一、抓规划，绘就茶叶产业发展蓝图。一是一是一是一是科学制定产

业发展规划。我区抢抓“五大百亿”产业发展契机，下决心

改变清新茶叶特色优势明显但产业化不足的局面。坚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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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立足全区发展大局，依托我区资源禀赋优势，科学制

定《清远市清新区茶产业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切

实以科学规划统筹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二是二是二是严格落实任务

清单。印发了《清远市清新区茶叶产业任务清单》，形成了

单位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各司其职

的工作联动机制。

二、抓生产，推进茶叶产业规模化现代化种植发展。一一一一

是是是是引进扶持茶叶龙头企业，引领农户种植推动茶叶规模化种

植。在推动笔架山茶叶产业发展中，通过以笔架山茶业有限

公司为龙头，实施“公司+农户”模式合作开发“一村一品”，

通过“四个统一”（统一收购茶青、统一加工、统一销售、

统一监督管理），多层面多渠道带动村民发展笔架茶产业。

引进尚品德茗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进驻清新区龙颈镇，生产基

地占地面积 3000 亩，现种植茶树 1100 亩，种植品种包含青

心一号、鸿雁十二号等六大茶种茶苗共约 35 万株，年产值超

千万元。我区推广以“公司+基地+农户”的主要联结模式，

形成茶产业规模化发展，为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提供更多

机会，通过统一标准化生产保障茶叶制作品质，为“清新茶”

品牌的建立和维护、“八大山茶”口碑的流传打下基础。二二二二

是是是是推动茶叶生产现代化。通过实施“3 个三工程”特色茶叶

产业带项目、“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对茶叶种植场引进

建设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系统、建设茶叶制作炒青机械、揉

茶机械、烘干压饼机械等机械制茶生产线提供政策环境和资

金奖补。建设现代化茶叶加工逐步淘汰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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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式制茶工艺，将极大提升龙头企业及周边茶场制茶能力并

保障茶叶质量。我区建设“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特色茶叶

产业项目共 7 个，总投资达 1792.6 万元，其中财政奖补资金

达 660.16 万元，大大地推动了我区特色茶叶产业的发展。石

潭镇由 2019 年起至今通过“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建成

了 4 个茶叶加工厂。通过驻镇帮镇扶村资金支持蒲坑茶产学

研一体化基地建设，2023 年支持资金 160.8 万元，建立蒲坑

茶产业现代化基地。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培养当地制茶人才和引入先进种植

工艺。我区结合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技推广等项目，每年组

织茶叶生产大户、“两委”干部、有意向发展蒲坑茶的群众

到浙江、福建、英德等茶叶产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学习参观。

近几年已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培训 50 名学员，在英德市积庆里

茶叶种植电商营销基地和英德红茶博物馆陆续培训 359 名学

员，通过借鉴经验，坚定他们种植蒲坑茶的信心和决心，使

群众树立种蒲坑茶也能致富的观念。加大重点种植地区种茶

先进适用技术的培训力度，提高茶园培肥管理水平和新种茶

苗成活率。开展茶叶科学研究项目，配合开展清远市科技计

划项目《基于高光谱技术清远地方特色茶叶品质特征研究》

样品收集工作，以笔架茶、蒲坑茶等“八大山茶”作为清远

市当地特色茶叶样品，通过系统分析品质特点、品质变化，

推动茶叶产品分级，为制定清远市本土茶叶产品标准打基础。

三、抓融合，探索建立“茶叶+”产业模式。我区积极推

动茶叶产业与文化、旅游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茶文化旅

游，拓展茶叶产业的增值空间。龙颈镇尚品德茗农林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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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围绕“智慧茶园+特产种植+农旅融合+电商特色产业+

生态型农业主题公园”进行总体布局，将来构建“线下实地

体验、线上平台销售，企业示范引领”的产业发展模式，目

前项目已经立项推进建设。禾云中宿茶叶、石潭蒲坑茶准备

尝试利用茶园优美风景旅游资源，带动茶园周边的民宿、农

家乐发展。

四、抓品牌，厚植茶文化底蕴。一是一是一是一是推动茶叶制作工艺

非遗保护与传承。笔架茶、蒲坑茶入选清远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积极推动蒲坑茶申请国家地理标志。太和镇笔架坑

口村依托发展笔架茶特色产业获全国“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示范村称号。二是二是二是二是积极提升“清新茶”品牌知名度。着力用

好宣传媒体和平台讲好清新“茶故事”，如借助珠江电视台

“摇钱树”栏目介绍清新特色茶叶，进一步扩大品牌效应，

提升清新茶产业知名度、美誉度。充分利用深圳旅博会、深

圳文博会、香港国际旅游展、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

广东文化和旅游夏季推介会-西安、第 31 届广州博览会等各

类旅游推介会，组织辖区内文旅企业参加 2023 年清新区

“2420”具体举措启动大会暨农产品展销节、广东首届“致

敬农科人”颁奖仪式暨清新农文旅招商推介大会、2023 广州·

海珠首届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潮玩海珠 乐在其中”·

粤、闽、黔三省八地文旅协作推介体育嘉年华等相关农文旅

推介活动，邀请相关茶叶公司参加活动推介清新八大山茶。

三是三是三是三是结合时代热点，为清新茶品牌书写新内容。面对新时代

群体注重健康和精致文化的特点，进行茶叶产品的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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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潭镇蒲坑茶的汇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把茶叶塞进切开的野

生柚子里再缝合起来，做成柚合茶，并创新开发柠檬茶、黄

皮茶等多个品种茶叶。把茶叶产品与健康养生等新元素有机

结合，推向新的客户群体；在 2023 年 9 月，清新融媒体原创

了首款清新八大山茶文创产品“拾味清新·八大山茶”，进

一步提升了清新茶的美誉度。（区农业农村局供稿）（区农业农村局供稿）（区农业农村局供稿）（区农业农村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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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行乡村运营 奋力实现乡村振兴

为贯彻落实《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的指导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清远市

实施乡村运营推进兴村富民方案（2023-2025）》，进一步抓

好乡村建设，充分挖掘乡村价值，将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实现乡村建设与乡村运营互

促互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清新把创新乡村运营机制试点

作为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抓手，从政策解读、业务培训、整合资源等方面入手，努力

打造乡村运营样本典范。

强化政策解读，抓准乡村运营强化政策解读，抓准乡村运营强化政策解读，抓准乡村运营强化政策解读，抓准乡村运营““““根本点根本点根本点根本点””””。。。。组织召开全

区实施乡村运营推进兴村富民工作会议，围绕“乡村运营机

制创新”试点项目顶层设计、乡村运营落地实操方面展开研

讨交流，同时对《清远市实施乡村运营推进兴村富民方案

（2023-2025）》《清远市实施乡村运营推进兴村富民工作手

册》作了深入细致的解读，为我区创新推广“乡村运营机制”、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理清思路、提出建议、

指明方向。

要素联合，夯实乡村运营要素联合，夯实乡村运营要素联合，夯实乡村运营要素联合，夯实乡村运营““““支撑点支撑点支撑点支撑点””””。。。。为进一步加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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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运营工作的组织领导，结合我区实际，拟成立区实施乡村

运营推进兴村富民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组织架构，配齐

配强乡村运营工作力量，形成区级抓总、领导小组办公室调

度、成员单位服务、镇村实践的工作体系。同时，持续加强

对村庄开发管控、资源确权登记、招商项目引进预审、带农

惠农强农等政策研究，持续健全乡村运营政策体系。

整合资源，抓好乡村运营整合资源，抓好乡村运营整合资源，抓好乡村运营整合资源，抓好乡村运营““““着力点着力点着力点着力点””””。。。。下发《关于开展

乡村运营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镇以村为单位统筹开展

乡村运营“人才、资源、项目”等数据库调查统计，理清资

源家底，为乡村领导及运营管理人员掌握乡村品牌挖掘和运

营夯实基础。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为契机，2023

年统筹整合资金 1200 万元，实施村庄清洁行动、村庄绿化亮

化、改厕等工程，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乡村颜值魅力和市场

吸引力。目前，我区纳入乡村建设规划的 182 个行政村已有

128 个行政村达到美丽宜居村标准或以上，村庄发展更具特

色、更有魅力。

精准考察，抓好乡村运营精准考察，抓好乡村运营精准考察，抓好乡村运营精准考察，抓好乡村运营““““切入点切入点切入点切入点””””。。。。为更好地学习借

鉴先进地区在乡村运营方面的成功经验，助力乡村振兴，我

区拟定于近期将组织有关工作人员外出学习考察，学习借鉴

先进地区的理念做法，结合我区实际,不断完善推动乡村运营

举措，开创推动乡村运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同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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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宣传推广，增强乡村运营这一概念的社会认知度，激励大

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下一步，我区将推进乡村运营机制创新试点工作，采取“典

型引路、一点带面”的方式逐步推进，拟选取三坑镇作为我区“乡

村运营”试点镇，指导其余七个镇按照“集体运营、委托运营、

个人运营和联合运营”四种运营方式各打造 1个试点村，鼓励试

点镇试点村在政策范围内先行先试、总结经验、形成机制，探索

政府引导，村集体、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

发展的村级集体经济实现路径，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向美丽乡村运

营转变，着力打造一批‘产业旺、治理优、百姓富’的乡村振兴

新典范。（区农业农村局供稿）（区农业农村局供稿）（区农业农村局供稿）（区农业农村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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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化”“两员”为依托 加强和完善基层

社会治理

近年来，清新以“五个强化”为抓手，持续推进“网格化+

信息化”“网格员+信息员”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推动社会治理和

服务重心向网格下移，激活基层社会治理“神经末梢”，进一步

夯实平安建设基础。

一、强化党建引领，健全组织架构。区、镇两级均成立了基

层社会治理综合网格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强化党委“一把手”

对综合网格工作的主体责任。全区 209个村（社区）已全部完善

村级综合网格服务站建设。行政村以村支部书记担任综合网格服

务站站长、村两委干部担任兼职网格员。引导中心城区扎实开展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强健末梢”行动，太和镇形成以镇党委为核

心、社区党委和党（总）支部为主体、网格党小组为基础的城市

党建网格化新组织体系。

二、强化队伍建设，发挥网格效应。全区209个行政村（社

区）划分为1094个网格，按照“属地管理、统一调配、多元合一、

一员多用”的原则，建立了专职网格员222人+兼职网格员907人

+专业网格员169人的网格员队伍。吸纳楼栋长、小区物业、社区

基层党员、志愿者、热心群众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网格管理工作，

夯实网格事件甄别报送的群众基础，累计发展信息员 3809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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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形成以属地管理为主，专（兼）职网格员和信息员巡查发现、

简易处置、及时上报事件的综合网格工作格局。落实专职网格员

岗前培训，实行网格员工作月例会制度，不断提高网格员发现问

题、处理问题及服务管理的能力。今年以来截止8月30日，全区

上报网格事件数32619宗，办结32619宗，办结率100%；网格账

号平均活跃度一直保持100%。今年 1-7月，清新共有23宗网格

化典型案例被市委政法上报省委政法委，位居全市之首。

三、强化机制保障，规范管理流程。结合我区网格化工作实

际和发展阶段，不断健全完善有关工作机制。一是健全管理工作

机制。印发了清新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综合网格工作实施方案、

工作指引等一系列文件，确保网格化管理有章可依、有规可循。

二是建立考核工作机制。印发了专（兼）职综合网格员管理工作

考核方案、区综合网格工作考核细则、镇级综合网格工作月考核

细则，推动网格员工作任务清单化，责任化。三是建立奖惩机制。

印发了综合网格信息报送事件处置奖励暂行办法、网格员奖惩办

法，对网格工作进行激励保障。四是建立督导工作机制。区委政

法委成立了区网格化建设工作督导组，由政法委班子成员带队分

片包干检查指导各镇网格化建设工作。坚持以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为导向，每周向各镇反馈重点数据指标，每月对各镇综合网格

工作进行通报。

四、强化信息支撑，夯实平安基础。一是推进综治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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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现便捷报事处置。自2022年 7月开始，我区全面推广使

用“粤平安”综合网格服务管理平台和“粤省事”群众端网格事

件上报平台。通过提高网格员活跃度，提升平台推广使用率。从

推广初期网格员活跃度45%提升到目前的100%，排名全市前列。

二是推进“雪亮工程”建设，提升全域监控能力。累计投入3000

多万元建成“雪亮工程”，将全区209个行政村重点部位的4289

支摄像枪汇聚到各村综治中心，并已联网到公安视频管理平台投

入使用。聘请第三方公司实施运维服务，保障各类设备正常运作。

五、强化实战导向，提升治理成效。围绕“一网统筹、多网

合一”的思路，将防灾减灾、疫情防控、社会治安、矛盾纠纷、

地质灾害隐患治理等重点领域工作排查任务纳入网格化管理。在

抓网格事件数量的同时更注重事件质量，压减无效事件的上报。

从2021年上报事件69155宗有效率仅为40%提升到目前月均有效

率达80%。2023年开始，我区更是将涉安全生产隐患、社会治安、

社会稳定和各类矛盾纠纷等 4类事件纳入网格员培训内容和考核

目标，今年以来共上报4类事件5312宗，有效促进了网格服务管

理在社会治理中的效能。（区委政法委供稿）（区委政法委供稿）（区委政法委供稿）（区委政法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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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坑镇：深耕“丝苗米”产业 全力推进“百

千万工程”

“丝苗米”产业，是清新区深入实施“2420”具体举措的重

要产业，是清远市五大百亿农业产业，更是推动“百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重要抓手。2022年以来，三坑镇致力于推进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以扎实推动“百千万工程”重点任务

落实，破解乡村产业振兴“密码”，达到农民增收、乡村生活富

裕的终极目的。

一是想方设法“打”基础。三坑镇素有“鱼米之乡”之称，

耕地总面积2.7万亩，其中水田面积就约有 2.5万亩，拥有丰富

的耕地资源、有利的种植条件。但由于早年间耕地“非粮化”严

重、耕地撂荒现象突出、“小作坊”式的耕作模式传统落后等问

题，导致农业产业停滞不前，也无法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三坑镇通过引导承租合同到期的“非

粮化”耕地合理有序退出、加大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力度以及农村

耕地整合等手段，不断把碎片化、闲置化的耕地进行有效整合，

切实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重新合理规划了农田布局，为“丝苗

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资源基础。2023年，春、夏两季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约4.6万亩，其中优质丝苗米的种植面积达4.5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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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多方式、全方位“推”服务。不断推动以农业生产托管、

科学技术支持等方式为主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为农户提供全

托管、单项托管、多项托管等多种服务模式，服务涵盖了农业机

械装备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训、托管代耕等等多个项目。引进

强劲“合伙人”助力产业发展。今年 6月，三坑镇率先与清新区

供销社签订《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合作协议》，在推动全镇小规

模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补齐粮食生产服务短板、培育粮食生产社

会化服务主体和推动服务需求和资源整合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历经2个月与多方协调努力，全镇与区供销社签约合计1003.3亩，

现大部分已种植上了绿油油的水稻（丝苗米）。与此同时，撬动

社会力量齐参与。充分发挥镇内农业种植大户优势，加强与润谷

公司、德州萱萱萱农产品有限公司、李永潮等农业种植大户洽商

合作，对全镇撂荒耕地、“非粮化”退出耕地等需复耕复种地块

进行托管代耕服务。2023年全镇托管面积已达 1500多亩。

三是稳扎稳打“创”示范。深入实施“2420”具体举措，借

助清远市丝苗米跨县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清新区）在三坑镇建

设5个项目的契机，不断加强“丝苗米”产业的加工、烘干、仓

储和集中育秧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种植-加工-仓储-销售”

各环节完备的“丝苗米”产业链，探索“丝苗米”全产业链标准

体系，打造“丝苗米”示范基地。其中：穗源平原地区丝苗米规

模化生产示范区的建成、穗源现代化丝苗米加工中心的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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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稻谷烘干中心的投入使用，都为三坑镇双季稻种植、本镇及

周边地区的水稻夏收都提供了重要保障。据统计，2023年三坑镇

夏收的早稻预计产量为 8039吨。

目前，丝苗米示范基地以生产“野香优莉丝”和“象牙香占”

两种优质丝苗米品种为主，所开发的“清远丝苗米”“鼎纤米”

品牌也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三坑镇人民政府供稿）（三坑镇人民政府供稿）（三坑镇人民政府供稿）（三坑镇人民政府供稿）

报：市农业农村局（市委农办、市乡村振兴局）；

送：区委、区政府班子成员、区人大、区政协主要领导。

发：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清远市乡村振兴驻清新

区帮扶工作组；各镇党委、人民政府、各驻镇帮扶工作队。

中共清远市清新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0月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