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山镇生态资源丰富，境内有仙

人湖、南河湖等水库、湖泊，阳明天沐

温泉度假小镇、阳明国际垂钓基地、

溿奢居等旅游项目先后落户。交通

区位优势明显，位于“赣州半小时经

济圈”和海西经济区内，地处珠三角

和闽东南三角区辐射区域，厦蓉高速

上犹西坐落境内，20 分钟内即可抵达

赣州中心城区。

东山镇作为上犹县的人口第一

大镇，以产业兴旺为乡村振兴工作的

重中之重，以中稍河、油石河、上犹江

三 条 水 系 为 带 ，打 造 三 条 特 色 产 业

带，以线带面推进全镇发展振兴。

沿中稍河规划打造现代农业产

业带。持续扶持杂交水稻制种、高桥

蔬菜、沿线农家乐等乡村产业，高标

准做好农业观光、休闲娱乐、科技示

范等高端农业产业项目，打造产业业

态新标杆。

沿油石河规划打造研学药旅产

业带。大力支持杂交水稻制种、广田

初色童年研学基地提质扩面；以省道

S221 为主交通轴，突出药旅元素，串

联起东门铁皮石斛、石坑猴耳环等现

有产业，打响中药材品牌。

沿 上 犹 江 规 划 打 造 幸 福 产 业

带 。 加 大 茶 亭 、彭 洞 等 村 林 地 流 转

力 度 ，做 好 南 湖 国 家 林 业 科 技 示 范

园 区 建 设 工 作 。 通 过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丰 富 产 业 业 态 等 形 式 ，践 行“ 两

山 ”理 念 ，打 造 和 美 乡 村 示 范 地 ，以

清 湖 红 色 名 村 为 落 脚 点 ，挖 掘 红 色

资源，打造集青少年红色教育、观光

休 闲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体 ；发 挥 上 埠 百

家、清湖沙罗等安置点的配套功能，

借 助 阳 明 国 际 垂 钓 中 心 、众 和 养 生

谷 等 旅 游 新 业 态 ，推 进 沿 线 赛 事 经

济、民宿餐饮经济发展。

特色产业激活力

东山在望东山在望 激扬奋进激扬奋进

这是一方焕发生机活力的土地，宜居

宜游宜业，产业兴旺。建成广田初色童年研学基地、

沿河李田坑非遗文化传承基地、中稍南岭蔬菜基地、元鱼归心

农业、石坑猴耳环基地等乡村振兴示范点，竞相谱写乡村振兴发展曲，绘

就美丽幸福乡村新画卷；

这是一处充满人文气息的理想福地，情系教育，造福桑梓。乡贤人才协力奖教助学，化解多起

陈年信访案件，诉说着这片土地随处可见的温情故事，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新景渐次铺开；

这是一片凝心聚力的红色土地，党建赋能，示范引领。打造赣州市唯一的五星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微心愿”等活动，坚守初心，用心用情用力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这就是地处赣州西部的一颗璀璨的生态明珠，坚持“生态优先、融湾发展、开放创新、担当实干”的发展思路，锚

定打造“三大产业集聚区、一个样板地、一个后花园”目标，正在踏上新征途、谱写新篇章的“梦里水乡”——上犹县

东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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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镇压实党委抓党建主体责任，推

进党建质量过硬行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深入开展党员志愿活动 12 批次，点

亮党员“微心愿”72 个。深化“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为群众解决多个急难

愁盼问题。

东山镇通过党建引领，推进中稍南

岭蔬菜、元鱼归心农业等基地建设，绘就

美丽幸福乡村新画卷。与县公安局、县

税务局、县城管局、中国银行上犹支行、

上 犹 农 商 银 行 、县 供 电 公 司 、县 移 动 公

司、上犹东山商会等单位开展党建共建，

联合创办“微菜园”，成为推进乡村振兴

的新业态、新途径。2022 年，全镇村级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 694 万元，完成 1 个

百 万 元 村 、6 个 50 万 元 村 、17 个 20 万 元

村以上的年度目标。

充 分 发 挥 绩 效 考 核“ 指 挥

棒”作用，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

产业基地，解决产业、就业等难题，推

动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发挥党建在乡村

振 兴 、社 会 治 理 等 方 面 的 作 用 ，让 党 员

干 部 在 实 践 中 积 累 群 众 工 作 经 验 。 选

树 并 广 泛 宣 传 黄 声 连 、邱 雷 两 位 省 级

“新时代赣鄱先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见贤思齐。

初秋时节，东山大地上铺金绣绿，田野中孕育着丰

收的喜悦，庭院里充满幸福的笑声，阡陌间跳跃着快乐

的音符……处处释放着乡村振兴的无限魅力。号角声

声催人奋进，东山镇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以推进乡村振兴让这片土地绽放出梦

想和希望，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

命之美、生活之美。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持续抓牢监测、帮扶、退出三个

环节。发放小额信贷 248 户 1199 万元、公益性岗位工资

补贴 156万元、平台项目场所补贴 10万元。

东山镇把人才驿站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

手，全方位、多维度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人才工作队伍。用好用活镇村人才驿站服务平

台，突出人才帮扶平台、人才服务窗口、人才培训基地等

六大功能，促使人才驿站成为群英汇聚之地。各村成立

一组长三顾问（驻村组长，农技顾问、村集体经济发展顾

问、法律顾问）工作专班，聚集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引

进中稍南岭蔬菜、元鱼归心农业、石坑猴耳环中药材等项

目。商会党支部与村党支部共联共建，乡贤人才为集体

经济增收 130.3万元。

创办创办““开心农场开心农场””助力村民增收助力村民增收

开展共联共建主题党日活动开展共联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游客在沿河村黄桃基地体验采摘乐趣游客在沿河村黄桃基地体验采摘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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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发展的主阵地，东山镇

聚焦省委“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

大战略’”，围绕赣州市委“三大战略、

八大行动”，上犹县委“三大产业集聚

区、一个样板地、一个后花园”的目标

定位，正以“拼经济、拼发展、拼项目、

拼位次、拼环境”的精气神，开展重点

工程征地拆迁攻坚行动，全力打好打

赢重点项目大会战。

严格落实征迁工作行为准则，严

明工作纪律，严格按照补偿标准，统一

操作，阳光拆迁，从调查摸底、丈量评

估、附属物登记、拆迁补偿费用结算等

认 定 结 果 ，始 终 坚 持 公 平 、公 正 、公

开。坚持一个政策用到底，一把尺子

量到底，将人性化拆迁模式贯穿拆迁

工作始终。党员干部坚持人民至上，

用笑容和真情努力啃下一块块“硬骨

头”，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为

上犹县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能。

服务保障城市西移先导区建设，

在南湖区域打造一座集生态、科创、文

化及旅游综合配套于一体的阳明文旅

新城，高品质打造未来水世界、南湖之

星，使其成为赣州生态产业延伸的重

要承载地和阳明文化的传承地。

推进上犹中学扩建、游客集散中

心等 25 个项目征迁工作。上犹中学

扩区项目实现 10 天“清零”；南湖国家

林业科技示范园林地流转工作、南塘

沿河棚户区征地拆迁高效推进；上犹

七小项目用地土地征收协议签订率

达 100%。

重点工程添动能

东山镇从人员配备、场所打造入

手 ，标 准 化 改 造 建 设 集 信 息 指 挥 调

度、群众来访接待、矛盾纠纷调处等

为 一 体 的 镇 综 治 中 心 和 村 综 治 中

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平稳化解 13
起陈年信访案件，顺利处置了高桥村

长达 45 年的邻里纠纷。该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获评全省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专项行动先进集体，镇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站获评全省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站示范点。

百 年 大 计 ，教 育 为 本 。 为 进 一

步 激 励 师 者 勤 教 敬 业 、勉 励 学 子 好

学 上 进 ，东 山 镇 组 织 党 员 干 部 群

众 、乡 贤 人 才 和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参 加

奖 教 助 学 活 动 ，为 推 进 东 山 教 育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注 入 动 能 。 2021 年

以 来 ，已 筹 资 136 万 元 开 展 奖 教 助

学 活 动 ，推 动 全 镇 形 成 尊 师 重 教 的

良好氛围。

东 山 镇 组 织 36 批 次 1200 余 人

次 开 展“ 十 项 清 零 ”活 动 ，助 力 上 犹

县冲刺创建国家卫生县目标。着力

提 升 政 务 服 务 和 营 商 环 境 ，实 现 群

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便 民 服 务 ，为 全 力 打 造“ 马 上 办 ”营

商环境品牌贡献东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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