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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振興經驗值得向海外推介
參訪團走訪英德連樟村 了解產業幫扶精準扶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帥誠 清遠

報道）11月 14日，2023海外華文傳媒合作

組織廣東省高質量發展主題參訪調研團來到

清遠英德市連樟村。六七年前，連樟村還是

一個省定貧困村，通過精準扶貧、美麗鄉村

建設，村集體收入從 2017 年的不足 5 萬元

（人民幣，下同），增長到2022年的152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從萬餘元增長到2022年的2.14萬元，人居環境亦有質的提升。一

眾華媒高層參觀後表示，連樟村導入符合當地地域特色和優勢的產

業，引導村民通過在家門口創業、就業實現了脫貧致

富，中國鄉村振興的很多經驗做法，很值得其他發展中

國家借鑒，未來將進一步向海外推介中國智慧、中國方

案，講好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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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兒時味道的小番茄，可以連皮吃的小

西瓜，太棒了！」14日，2023海外華文傳媒
合作組織廣東省高質量發展主題參訪調研團
來到清遠英德市連樟村。在連樟農夫市集

裏，參訪團成員們品嘗到了來自連樟村果菜茶省級現代
農業產業園的優質可口的農產品，紛紛點讚叫好。

「照片上的是你！比現在清秀嘛。」參訪團成員在連
樟村展廳介紹中見到村黨總支書記陸飛紅六年前的照片
時，紛紛喊了出來。「這幾年我變成熟了，所以看起來
變黑變胖了。」陸飛紅笑稱。

早在2017年的村級「兩委」換屆中，陸飛紅就被推選
為連樟村黨總支書記。這些年他見證了連樟村從「污水
基本靠蒸發，垃圾基本靠風颳」的貧困村到今天成為
「全國鄉村治理示範村」的蛻變。

採現代化大棚種植 今年取得供港資質
連樟村的諸多變化中，從過去零散的傳統農耕轉變成如

今的現代化大棚種植，就是最亮眼的一筆。連樟村碧桂園
現代農業產業園總經理何為透露，因為採用現代化大棚種
植技術，不添加任何農藥和催肥劑，產業園內種植的農產
品今年還申請到了供港資質。

「最開始建設大棚我就參與進來了，現在負責照顧大棚
裏的蔬果。」連樟村村民陸國建自豪地提到，自己已經是
產業園裏「元老級」的員工。2019年產業園建立之初，他
就去海南學習小西瓜、櫻桃等農作物的種植技術，一百多
畝的大棚裏，有不少農產品都出自陸國建之手。「以前我
們夫妻在家務農，一年收入才一萬元，如今在產業園工
作，一年有七八萬收入，生活真的發生很大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敖敏輝 清遠報道

小西瓜連皮吃 優質農產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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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在廣東考察

時，來到了連樟村。

村集體收入4年增13倍
他強調，產業扶貧是最直接、最
有效的辦法，也是增強貧困地區造
血功能、幫助群眾就地就業的長遠
之計。要加強產業扶貧項目規劃，
引導和推動更多產業項目落戶貧困
地區。連樟村村支書陸飛紅向參訪
團介紹，自此開始，連樟村結合地
域特色和勞動力條件，大力興辦大
棚蔬菜基地、扶貧車間玩具加工
點、擴大麻竹筍生產和西瓜、紅心
番石榴等種植項目。變「輸血」為
「造血」，扶貧攻堅迅速取得成
效，2021年 9月，連樟村51戶 123
名貧困人員全部脫貧，村集體收入4
年增長13倍。
村委展廳內，一張村民陸奕和的
2021年收入情況表格，參訪團成員
紛紛駐足查看。麻竹筍銷售收入2.1
萬元、黨校務工4.2萬元、大女兒陸
惠欣務工3.96萬元、分紅1.5萬元、
政策性補貼2.8萬元……作為曾經的
貧困戶，陸奕和2016年的家庭年收
入只有3.3萬元，但到2021年家庭年
收入達到了15.2萬元，增長近5倍。
眾華媒高層對此嘖嘖稱讚。

無公害蔬菜供應香港
乾淨整潔的村道、環村小溪河水清
澈見底、村口即是草莓種植園，村民
坐在家門口售賣特色農產品，在連樟
村裏的所見所聞，令參訪團成員們驚
喜不已。連樟村大棚蔬菜種植基地負
責人介紹，在現代化大棚種植技術
下，蔬菜、瓜果不添加任何農藥和催
肥劑，產業園也因此申請到了供港資
質。採摘、包裝後，經第三方物流抵
達香港，只需要兩三天時間。
抵達後不久，一支龐大的遊客隊伍
出現在連樟村環村通道上，他們一邊
參觀，一邊在街邊兩旁沿街擺賣的小
店購買農特產品。參訪團成員紛紛與
旅遊團成員攀談起來。原來，他們來

自廣東韶關，通過旅行社報名，來到
連樟村旅遊。一個被群山環抱的小山
村，能吸引這麼大體量的遊客團體，
有華媒高層連稱「不可思議」！

與村民促膝長談「脫貧致富」
品嘗完連樟村可以帶皮吃的西瓜
後，美國《華興報》社長程汝釗十分
激動，對於連樟村乃至清遠市、廣東
省在鄉村振興、美麗鄉村建設中取得
的成績，由衷感到高興。他還記得，
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在山東濟南郊區
當知青，住的房子裏放着一缸醃菜，
大家每天就着醃蘿蔔醃白菜吃飯，
「吃完米飯時，蘿蔔白菜還沒吃到一
半，因為碗裏的醃菜水太鹹了，實在
難以下嚥。如今，中國不僅整體脫貧
了，而且建立了鞏固脫貧成果的長效
機制，讓人欽佩」！
《美中頭條》董事長謝忠與村內商
店的村民售貨員聊了很久，對於村民
收入增長、生活條件改善有了更直觀
的了解。「美國地廣人稀，土地開發
條件優越，農業很發達。而據我了
解，中國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資源難以
利用。連樟村這種看起來像是『窮山
惡水』的地方，都能實現對外輸出農
產品，農民收入大增，令我沒想到，
中國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非常了不
起！」謝忠說。

家門口就業模式非常好
馬來西亞《亞洲時報》業務發展董
事張嘉宙說，看到村民可以常年在家
門口工作，不再依靠政府「輸血」，
而且企業還產生稅收，助力當地經濟
發展，這種鄉村振興模式非常好。
「馬來西亞農村也有有機肥，但沒
有形成上下游產業鏈，村民少量的有
機肥只夠種菜自己吃。我覺得馬來西
亞同樣可以這樣操作，結合本地特色
建設蔬菜大棚，讓農民常年有收
入。」張嘉宙說，未來，他會考慮與
馬來西亞當地政府對接，組成農業考
察團，到連樟村這樣的地方參觀，借
鑒中國在鄉村振興中有益的經驗做
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帥誠 清遠報道）13
日下午，2023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廣東省高質量發
展主題參訪調研團來到清遠，前往英德名茶「英紅九
號」茶園一線，位於英德紅茶核心產區的英德積慶里
茶業有限公司，是集茶葉種植研發、基地建設、生產
加工、貿易銷售、休閒農業、鄉村旅遊與茶文化推廣
於一體的綜合性產業企業。積慶里紅茶谷毗鄰石門台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英紅九號」茶園面積達到
3,000畝，連片種植面積廣東全省最大。參訪團趕到
時，10多名女工正在忙碌地採摘茶青。
茶園中用竹竿撐起的大量黃色紙板，十分顯眼，引
起參訪團成員的好奇。英德積慶里茶業有限公司執行
廠長朱愛軍介紹，這些在茶園中布設的粘蟲黃板，是
物理除蟲的一種方式。
「我們全部採用物理除蟲和生物除蟲兩種手段，因
此茶葉不會受到任何污染。」朱愛軍說，茶園還全年
採用人工除草，單這一項，每年的投入金額便達400
萬元人民幣。茶園的養分供給方面，全部使用牛糞、
羊糞和花生殼等有機肥料，灌溉用的水均是周邊山上

的山泉水。這種種植模式下，茶葉586項農殘檢測全
部為零，遠高於歐盟標準（約280項）。
英德市農業農村局農藝師張風姬向參訪團介紹，按
照一芽一葉初展標準採摘的茶葉是英德紅茶特等二級
金毛豪（「英紅九號」的一個等級品類），需要三萬
個茶青才能做出一斤乾茶，是英德紅茶中的珍品。
今年4月，中法兩國元首在廣州松園茶敘，選用的紅

茶正是金毛豪。
參訪團在茶園參觀結束後，又前往積慶里茶葉展示
大廳，各種包裝的不同品類紅茶讓人目不暇接。坐下
來品嘗茶藝師剛沏好的「英紅九號」，滿口清醇、甜
香，華媒高層紛紛豎起大拇指，不少人更臨時起意，
下單購買。「我有幾十年的喝茶愛好，每次往返國
內，都會帶走一批中國產茶葉，『英紅九號』就是我
經常捎帶的品種。今天是第一次到產地來，感覺很特
別，一定要買一些回去。」瑞士《歐亞時報》新聞部
外聯副主任江雪鴻說。
數據顯示，英德共有茶園17.7萬畝，年產量達1.65
萬噸，產值75億元，解決了超過15萬人的就業問題。

茶園品鑒「元首茶」參訪團點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敖敏輝 清遠報
道）登上天空之梯，走
過玻璃大橋，坐着懸崖
飛車下山，感受自然景
觀與現代遊樂設施相結

合的完美體驗。14日下午，2023海外華文
傳媒合作組織廣東省高質量發展主題參訪
調研團來到清遠古龍峽景區。作為廣東峽
谷漂流的標杆項目，該景區今年接待內
地、港澳及海外的遊客料超過200萬人。
景區各類新穎、刺激的遊玩項目眾多，參
訪團成員們興致盎然、踴躍參與。
在天空之梯上，美國新世界時報董事長
慕容濤拾階而上，站在最高點張開雙臂拍
照留念，彷彿置身雲端。「我平時就很喜
歡極限運動，在美國玩過跳傘，這次來中
國還去嘗試了攀岩，今天在古龍峽又能體
驗到這麼多有趣的項目，體驗非常特
別。」慕容濤說，自己會用鮮活的方式把
這趟行程的內容展示給海外受眾。
古龍峽的開發模式、技術應用，以及注

重原生態保護的相關做法，受到參訪團成
員的認可和肯定。比如，景區修建棧道時
沒有將必經之路上的大樹砍掉，而是通過
一定技術手段，讓大樹從棧道地板中
「鑽」出來，沒有破壞生態，使得自然景
觀與現代景觀完美融為一體。

注重原生態保護 遊玩設施融入山水間
加拿大七天傳媒編輯部主任陳汝燕說，像
古龍峽景區這樣在依託自然風光的基礎上，
再打造出融入山水中的觀光設施和遊玩項
目，是一種值得推廣的旅遊發展模式。
馬來西亞《亞洲時報》業務發展董事張
嘉宙表示，馬來西亞也有類似景區，但幾
乎都是由政府開發，最終呈現的效果並不
理想。「我認為讓社會資本來主導規劃和
建設，由政府審批和監督，是很好的模
式。當前，馬來西亞也逐漸開始嘗試這種
模式，我希望以後能夠組織業界到古龍峽
等類似項目進行考察學習，借鑒中國的經
驗做法，甚至引入中國的合作方。」張嘉
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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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了解英德連樟村的整體建設和規劃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帥誠 清遠報道）14日晚，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參訪團歡迎晚宴在清遠舉行，清遠市
委副書記、市長溫文星出席並致辭。清遠市委常委、宣傳部
部長譚仕龍、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理事長、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執行總經理韓紀文出席，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常
務理事、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
版總編輯王國辰出席並致辭，清遠市委、市政府有關職能部
門負責人、赴清遠全體參訪團成員參加。
溫文星對參訪團關心支持清遠經濟社會發展表示感謝。他

表示，清遠自古以來就是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融通交匯的
「橋頭堡」，是一座有着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城市。作為粵
港澳大灣區的後花園，清遠具有「三最優勢」：距離大灣區
中心城市最近、發展空間最大、生態條件最好。近年來，清
遠正通過發揮區位、生態、空間、資源等比較優勢，着力打
造大灣區產業轉移首選地、旅遊度假目的地和優質農產品供
應地，已經形成濃厚發展氛圍和強勁發展勢頭。
溫文星表示，海外華文媒體合作組織自成立以來，始終堅
持團結海外華文媒體，致力提升海外華媒話語權，在對外報
道中國成就、講述中國故事、弘揚中華文明、促進中外交流

等方面作出了許多積極貢獻。真誠期望通過此次參訪，能讓
各位海外華媒朋友更好感受清遠的歷史人文、魅力山水和社
會發展，也衷心希望能通過各位宣傳推介清遠良好的生態資
源和發展環境，講好清遠故事，傳播好清遠聲音。

海外華文傳媒代表：發揮合作組織優勢 展現清遠魅力
王國辰代表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對清遠市委、市政府
在參訪活動中給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謝。他說，這次來清
遠，親身感受到清遠是一個好山好水好風光、物阜民豐茶飄
香的好地方。清遠是距離大灣區中心城市最近的城市，交通
非常方便。相信清遠有這麼好的區位優勢、生態優勢和人文
資源、自然資源，一定能夠實現更好的高質量發展。
王國辰介紹了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年會的召開情況以及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在大灣區新揭牌的大公文匯國際傳播
中心情況，他期望以此次參訪為契機，進一步加強與清遠市
委、市政府的溝通對接，進一步密切在海外推廣、文化交
流、經貿合作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未來，將發揮海外華文
合作組織的資源和優勢，大力宣傳推介清遠的良好生態和發
展環境，在海外展現清遠魅力。

清遠市長：
攜手海外華文媒體 講好清遠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