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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临塘多彩临塘 诗画田园诗画田园
——龙南市临塘乡以全域旅游推动乡村振兴龙南市临塘乡以全域旅游推动乡村振兴

党建兴村，为村集体发展注入活水，推动基层党建和农村经济双赢，为推动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这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万亩茶山，汇聚天地之灵气；四面环竹，远离尘世的喧嚣；一眼望去，满目苍绿，风景与你

不期而遇。

这里石墙黛瓦，“老屋”幢幢。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不断盘活林地与现有闲置资源，唤醒沉睡“老屋”生机，留住了乡愁情怀。

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看得到民生。这里就是“诗画田园”龙南市临塘乡，105国道穿境而过，区位优势明显，文旅资源丰富。

临塘乡深入落实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战略，乘着赣州龙南承办世界客属第 32 届恳亲大会的东风，强有力地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加快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生态康养旅游后花园，为把龙南市建设成“强旺美福”明珠市贡献力量。近年来，临塘乡新增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 个，省 5A 级、3A 级乡

村旅游点各 1个，去年接待游客 53.2万人次，临塘乡获评“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

近年来，临塘乡将

“强、旺、美、福”作为奋

斗目标，奋力推进临塘经

济高质量发展。临塘乡始

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党

建质量过硬为主抓手，持续实

施党建质量过硬行动，深化落

实各项工作任务，切实提升党建

引领力，推动党建工作项目化、清

单化。

坚持高质量推动党建引领，促

进项目落地生根。2022 年，临塘乡

创 新 思 路 建 设 了 虔 心 小 镇 红 色 驿

站，开展“阅览一段红色历史、品读一

本红色书籍、朗诵一个红色故事、参

与 一 次 红 色 答 题 、留 下 一 张 红 色 卡

片、带走一段红色回忆”等“六个一”体

验项目。同时，率先在虔心小镇建成了人

才驿站，打响了“临小驿”品牌，吸引了全

国各地人才前来参观交流。创新建设临

塘乡“监督大脑平台”，着力运用智慧化、

大数据手段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提高监

督执纪的效率效能。

积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基层

组织建设。创新工作思路，探索出 6 种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6 个村集体经

济收入同比 2021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村

集体经济平均收入达67.46万元，其中临江

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09.73 万元；每月定

期对“三会一课”、党员发展等落实情况进

行专项督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期进行整改。

强化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党风廉政建

设。临塘乡加强意识形态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健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体

系，持续培育文明新风，唱响主旋律。以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完善全乡 6 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大力推进志愿服

务品牌化、项目化。临塘乡新时代志愿服

务队被评为“龙南市优秀志愿服务队伍”，

临江村被评为“龙南市第七届文明村镇”。

画好同心圆，凝聚向心力。临塘乡持

续发挥新时代统战力量，全面梳理统计临

塘籍乡贤，举办“三请三回”乡贤座谈会，

共商发展大计。在龙南市率先建设东坑

村“乡贤乡居”示范点，形成盘活农村闲置

房屋和宅基地资源的特色做法。

莫 道 桑 榆 晚 ，为 霞 尚 满 天 。 今 年 以

来 ，临 塘 乡 坚 持 和 发 展 新 时 代“ 枫 桥 经

验”，积极创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

寻乡村善治新路径，从老党员、退休教师、

人大代表中挑选精干力量组建桑榆调解

室，采取“坐诊”与“巡诊”相结合的方式，

持续发挥夕阳余热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

基层治理工作新格局。自成立以来，桑榆

调解室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47 起，调解

成功率超 90%，有效地维护了基层社会和

谐稳定。

临塘乡是一幅生动的山水画卷、一

方传承农耕文明的诗意田园。

如今的临塘乡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一路拼搏奋进，全力打造现代农业集聚

地、都市网红打卡地、休闲旅游目的地。

以业态融合为落脚点持续强体。培

育“旅游+康养”，临塘乡打造了藏在茶田

竹海中的景区——虔心小镇。该景区地

处九连山边缘带，坐拥 10万亩竹林、万亩

有机茶园，是集康、养、游、居于一体的休

闲度假体验基地。2018 年 1 月，虔心小

镇被评为江西省 4A级旅游景区。目前，

正在规划建设30个康养旅居度假社区。

临塘乡正着手打造的另一景区——

芷溪谷乡村振兴示范点，则采用“旅游+
民宿”新模式，充分结合当地水清、山绿、

田秀、人文美的独特优势，立足当前新

兴的休闲美丽乡村游趋势，聘请专业团

队进行全方位规划设计。

芷溪谷乡村振兴示范点位于临

塘乡东坑村，地处虔心小镇与正在建

设的蓝城汤湖温泉小镇项目中间，区

位优势明显。

乡村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临

塘乡深挖当地特有传统文化等核心

内容，充分利用现有的山水林田资

源，打造了以“纸与匠、竹与君、茶

与息、生态农业、红色驿站”为主题

的乡村振兴循环体验游，由原生态

的绿水青山蝶变成融党建示范、生

态农业、非遗文化、民宿体验为一

体的具有鲜明乡村休闲特色的乡

村振兴示范点。

龙南市在全省率先探索民宿办证申

请、安全鉴定、联勘联审、审批办证“四步

法”，有效破解开办民宿“办证难”问题。

仅临塘乡就开办了“飞鸟集”“茶予栖”等

特色民宿 12 家，从而形成了芷溪谷乡村

民宿聚集区。

如 今 ，临 塘 乡 着 力 壮 大

“ 旅 游+农 业 ”，依 托 太 平

山全国茶旅十大金牌旅

游路线，引导村民建设

了一批茶叶、沃柑、猕

猴桃等农特产品采摘

基 地 ，发 展 油 菜 花 观

光、茶叶采摘等，吸引

游 客 赏 美 景 、品 美 食 、

寻乡愁。

临 塘 乡 用 好 政 策 活

水，不断延伸“吃住行、游购

娱”链条，大力引进农产品、民宿

等社会投资的“新乡人”，采取“合作社+
公司”模式强强联合、共谋发展；集聚人

才，深入推进“三请三回”，一大批优秀

乡贤等“返乡人”参与到临塘乡全域旅

游发展中；积极发动本地能人等“原乡

人 ”，组 织 开 展 技 能 培 训 ，融 入 旅 游 产

业，组建了厨师联盟、芷溪嫂等旅游服

务队伍。

坚持“打响一个品牌”。临塘乡依托

虔心小镇品牌效应和虔茶、虔酒、虔山飞

鸡、虔山山茶油等资源优势，举办临塘乡

文化旅游专场推介，深耕粤港澳大湾区

等主要客源地，开展“招游引客”。今年

以来，该乡引进旅游消费团体 20余个。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搬出

围屋、走出乡村，古建筑随之被闲置，老

屋资源被浪费。既要留住乡愁，更要兴

旺产业，“老屋复活”成为临塘乡近年来

正在书写的大文章。

临塘乡以“老屋复活”为

切入点全面塑形，保护活化利

用围屋，保留原有传统古村

落肌理。深入实施围屋

修缮，通过“社会筹措一

点、政府配套一点”的

方 式 ，对 老 屋 进 行 全

面 修 缮 ，一 大 批 名 不

见经传的老屋重现繁

荣景象。在芷溪谷，截

至目前，共流转了 21 户

90 间闲置房屋、闲置 11 处

宅基地，建设成了民宿，如茶

予栖、旅游商店、小吃作坊等。

通过“政府搭台、乡贤唱戏”，临塘乡

寻找民间手艺人才，挖掘传统文化，在流

转原有闲置宅基地的基础上，建设“纸与

匠”造纸工坊、“竹与趣”竹编工坊等体验

项目，引导乡贤回归，打造出具有非遗特

色的“乡村共同体”芷溪谷。而今年建设

的芷溪谷二期将重点围绕丰富业态，“新

客家风”亮丽呈现，让临塘乡更加宜居宜

业宜游。

老屋换新颜，围屋变民宿，“没落村”

成“网红村”。“老屋复活”留住了原住民

的自然生活，也吸引了年轻人回乡创业，

极大程度上丰富了乡村经济业态，为乡

村发展注入新活力，促进三产融合，乡村

“面子”与“里子”全面提升，留住了客家

人的魂与根。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本土人才的

挖掘、培育、激活更加关键。随着共享时

代的到来，形形色色的共享经济正悄然

影响着社会生活。临塘乡结合当前乡村

农文旅发展格局、乡村产业新业态等优

势条件，探索实施“共享厨师”乡村人才

振兴模式。

龙南市作为千年客家古邑，拥有独

特的美食文化，临塘乡也蕴含着大批厨

艺精湛的乡村厨师人才。该乡组织人员

对全乡具有一定烹饪水平的厨师人才进

行全面摸底，不断完善乡村厨师人才库，

通过整合利用这部分闲置人才资源，释

放参与、服务乡村振兴的活力。目前，已

摸排出乡村厨师 34人。

如今，临塘乡通过“村集体+乡村厨

师”新模式，成立“共享厨师联盟”，引导

厨师人才加入联盟，对接联系民宿、餐饮

等业态经营主体，根据游客的用餐需求

安排“共享厨师”工作。同时，利用数字

技术制作“共享厨师”点单平台微信小程

序，实现客户点单、联盟派单、厨师接单

等全程服务。目前，乡村厨师加盟人数

达 17人，链接民宿等业态经营主体 6家。

临塘乡将“共享厨师”与人才振兴结

合起来的新模式，实现了多方互惠互利，

不仅降低经营主体经营成本，满足游客

多重需求，还拓宽农户增收途径，转变村

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同时，吸引了众多

本土乡村人才投身乡村振兴，让他们在

乡村振兴中破土而出。

党建引领聚合力聚合力

全域旅游产业兴产业兴 深化改革促发展促发展

虔心小镇虔心小镇 赖国柱赖国柱摄摄

枇杷丰收枇杷丰收

临塘乡东坑村临塘乡东坑村

临塘乡塘口村品裕围活化利用临塘乡塘口村品裕围活化利用

虔心小镇天空之镜虔心小镇天空之镜

红色驿站红色驿站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构

建农业现代化生产体系。把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全乡双季水

稻 种 植 面 积 5000 多 亩 。 通 过“ 村 集

体+公司+农户”，新建了烘干碾米车

间 和 育 秧 车 间 ，添 置 了 育 秧 机 、旋 耕

机、收割机、无人机等设施设备，形成

了集育插秧、收割、烘干、销售为一体

的临塘乡民丰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为

农业现代化生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精耕细作山水林田，培育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特色农业呈标准化、规

模化、品牌化发展，茶叶种植面积近 1
万亩，创建的“虔茶”品牌荣获绿色食

品 认 证 、欧 盟 有 机 认 证 、富 硒 产 品 认

证 。 现 代 化 蔬 菜 大 棚 种 植 面 积 超

1000 亩，一年四季可供应应季叶类蔬

菜，临江村黄坡蔬菜种植基地被评为

赣 州 市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菜 篮 子 生 产 基

地 。 临 江 村 鲜 香 源 水 稻 种 植 基 地 荣

获富硒水稻认证，猕猴桃、沃柑、枇杷

等种植基地采摘季节果实挂枝头，游

客人潮涌动。

促进农特产品深加工，不断延伸加

工产业链。立足于临塘乡独特的资源

禀赋和地道风物，做好“土、特、产”这篇

大文章，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策划包

装了西坑天然矿泉水、临江浸菜等多个

农特产品深加工项目，提高农特产品附

加值。2023 年，累计投入资金 6000 余

万元，新建了 1家年产 60万吨天然矿泉

水项目和1家临江浸菜深加工项目。

农业农村现代化阔步前行

江 西 魅 力 乡 镇 风 采 展 示
HeMei
Xiang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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