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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誉建业 通讯员陈紫云

劳模村支书退桉种果有“蜜方”

○劳动观

“板凳会议”聚民心“致富果树”增农收

记者：请问您对劳模精神如何理解？

彭子玲：劳模精神是责任与担当的融合。乡村振兴

没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作为带头人，我必须率先垂

范，把村民的信任转化为行动力。劳模荣誉不属于我个

人，而是全体村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真正的劳模精神，

是让每一寸土地焕发生机，让每一位乡亲感受到幸福。

记者：您的劳动座右铭是什么？

彭子玲：“劳动创造未来，责任照亮初心。”乡村振兴

道路不好走，但我相信只要用心用情做好产业规划，就

一定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雁。彭子玲始

终将党建视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严格

推行“第一议题”制度，组织党员赴浙江、清

远学习现代农业，培养 2 名“90 后”候任干

部。在“橘州头雁工作室”，79 名党员包片

联户，2024 年解决群众诉求 237 件，村民满

意度达98%。

彭子玲还整合村级职能和基本公共服

务，扩建了村党群服务中心，因地制宜建设

了5个村级小公园、6个篮球场，打造了6条

美丽宜居村，并配套建设了数字乡村平台、

法治小广场、电车充电桩等便民惠民设施，

使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基层可办、就

近能办”的快捷服务，受到了村民的欢迎，

得到了大家的赞许。

彭子玲十分关心村里的教育事业和

村民的生产难题。当了解到新南小学教

学条件落后，她积极奔走，联系南方电

网、碧桂园学校，最终为学校建设了知行

书屋，添置了课桌和体育器材，改善了教

学条件。针对果农反映的果树病虫危害

重、水肥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她邀请专家

30 多人次为果农把脉问诊，开出良方；实

施红火蚁统防统治 5000 多亩次，解决了

村民被红火蚁叮咬的困扰。

在彭子玲的带领下，新塘村的基层党

组织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不断壮大党员队

伍，优化党组织设置，2024 年，党支部经上

级批准升格为党总支。

如今，站在“水果楼”的观景台远眺，连

片果园如绿色波涛涌向天际，民宿木屋点

缀其间，研学团队的笑声惊起白鹭。彭子

玲告诉记者，目前她正在筹划更宏大的蓝

图：建设农旅融合产业带，引入水果精深加

工，让新塘青柚贴上“地理标志”标签，“我

们要让年轻人看到：乡村不是回不去的故

乡，而是能创业的沃土。”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乡贤是一支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新塘村“一

产”不断发展，彭子玲也积极联系遍布在

珠三角的乡贤，呼吁他们返乡投资。

在一次东莞走访中，某企业主被彭

子玲的事迹以及家乡的变化所感动，毅

然投资3000多万元，在新塘村建成集果

蔬保鲜、产品加工、质量检测、仓库物流、

展销直播为一体的“水果楼”。目前，水

果楼汇聚果蔬保鲜、产品加工、展销直播

等各种功能，是全省首个村级青年创新

创业孵化园，不仅帮助村中水果产业延

链补链，更吸引了许多返乡创业青年入

驻发展。目前已有13家企业入驻运营，

带动村民就业600余人。

彭子玲说：“‘水果楼’是随时拎包

入驻的，也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返

乡创业，在这里我们都是‘一条龙’服务

式地给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平时大

家在这里一起探讨，像农业的托管、销

售 还有种植，包括电商等各方面都

有。”据统计，2024 年新塘村村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4.8 万元，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达 50 多万元，村集体较 2023 年增

加收入 25 万元，增幅达 100%，退桉种果

家庭户年均增收约3000元。

在推动水果产业发展的同时，彭子

玲还重点关注村内脱贫户、五保户、低保

户的生活状况，坚持每月开展常态化问题

排查。村内有一户重点监测户因孩子文文

（化名）面临就业难题，家庭陷入困境。彭子

玲多方协调，最终帮助其取得相关证书并前

往深圳工作，一年为家庭增收约8万元。

2023年1月排查期间，彭子玲发现上

山阴碑村脱贫户文文大学毕业后已在家

待业4个月，她立即将文文请到村委会深

入交谈，了解到其家庭特殊困难：父亲年

逾八十丧失劳动能力，母亲和哥哥均因

疾病无法自理，弟弟尚在读初中，全家被

列为新塘村重点防返贫监测对象。

彭子玲了解情况后，一边耐心疏导，

鼓励文文积极投递简历，一边联动帮扶

单位帮忙找工作。经多方协调，深圳某

电梯安装公司同意录用，但要求持证上

岗。面对文文无力承担培训费用的困

境，彭子玲迅速召集驻村第一书记和村

干部商议，最终由村委会专项资助其完

成技能培训并取得证书，顺利赴深就业。

就业帮扶作为防返贫最直接有效的

举措，在彭子玲的持续推进下，新塘村通

过建立困难群体就业创业帮扶机制，既

实现了增收脱贫的短期目标，更构建起

防返贫动态监测的长效体系，切实保障

困难劳动力稳岗就业。

“土地流转难，难在人心。”这是彭

子玲 2018 年推行“退桉种果”时最深的

体会。在彭子玲返乡之前，新塘村遍

地种植速生桉。速生桉虽被称为“懒

人树”，但经济效益低且破坏生态。当

她提出改种水果时，村民质疑声四起：

“种果树能比桉树赚钱？”“土地流转后

还能收回来吗？”回忆往事，彭子玲印象

深刻，在她看来，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牛

鼻子”，因此推动产业转型势在必行。

为此，彭子玲召集村干部经常开

会研究政策，并用了四个月时间在村

民家门口开“板凳会议”，算清经济账

与生态账。然而，尽管绝大部分村民

都同意把自己的土地流转出来，但村

民彭某却坚决不肯流转。为此，彭子

玲多次到他家中做工作，他都态度坚

决，甚至闭门不见，导致工作一时陷入

了困局。

后来，彭子玲发现每次到彭某家

门的斜坡泥路时都极不方便，考虑到

彭某夫妇雨天开摩托车危险，她马上

找到村中乡贤筹资两万多元，动员村

干部把斜坡泥路做成硬底化水泥路。

看到彭子玲带着村干部施工的情形，

彭某夫妇深受感动，当场同意把土地

流转出来。

通过第一次“退桉种果”的以点带

面，新塘村完成退桉 2500 亩以上，目前

新塘村水果种植面积已达 5900 多亩，

人均达 1 亩多。最终，彭子玲逐步把

新塘村山坡上的“懒人树”速生桉，改

造成为“致富果树”，整合山地资源，引

进了番石榴、黄金果等优质品种。

不 仅 如 此 ，彭 子 玲 还 采 取“ 公 司

（合作社）+农户+基地”模式，引导村

民以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入股。

这场“以心换心”的攻坚，让新塘村几年

内共完成退桉种果 3000 多亩，覆盖农

户 800 多户，建成番石榴等百亩以上特

色水果种植示范基地5个。

此外，彭子玲还积极创办村办企

业，引进职业经理人，开展农业生产托

管，大大方便了村民。通过系列举措，

让新塘村特色水果产业得到进一步的

发展壮大，村集体收入大幅增加，村民

们的钱袋子也逐渐鼓起来了。据了解，

2023 年新塘村全村新增种植水果面积

1200 亩，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22 万元，

较 2022 年增加 11.5 万元，增幅达 108%，

退桉种果家庭户均年增收 3000 元。

5月，初夏的茂名化州市新安镇新塘村，袖珍菠萝蜜挂满枝

头，五彩村道旁的果香与书吧里的墨香交织成独特的乡村图

景。而这一切的蝶变，离不开广东省劳动模范，化州市新安镇

新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彭子玲的执着与创新。2017

年，她辞去城市高薪工作返乡，用八年时光将速生桉遍野的荒

山改造成5900亩果园，2024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60万元。

“水果楼”成了返乡创业者的“家”

■彭子玲介绍新塘村特色农产品袖珍菠萝蜜。 全媒体记者誉建业/摄

让村民足不出村能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