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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区域化、整合化、信息化的县域经济发展要求，促使梅州市大力发展县域特色产业，抓住粤港澳
大湾区振兴发展先行区的协同发展的契机，并充分发挥苏区政策的红利，整体促进经济发展，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基
础。基于产业协同创新的重要性及特色产业发展对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本文选取梅州市作为特色产业协同发展模式试点
研究，通过研究，为赣闽粤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种产业协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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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requirements of regional，integr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prompted Meizhou to vigorously develop county special industri

es，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
ng-Macao Bay Area，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dividends of the Soviet policy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wh
ole，so as to achieve the "two hundred-year goal". The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the "Two Hundred-Year Goal" is soli
d.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synergy innovation and the key role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developmen

t in improving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selects Meizhou city as a pilot study of characteristic indu
stry synergy development mode，and through the study，provides a replicable industrial synergy development mod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former central Soviet areas in Gan，Fujian and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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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对于梅州建设相关问题中提出，

支持梅州建设苏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振兴发展先行区之中，苏
区梅州由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联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
展，让梅州市县域内有可能掌握了大批的金融资本，在文教、科学、
健康、农业等领域也可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由于受到
各种环境制约影响，在经济过程形成富有区域特点的产业链和产业
群体，梅州市可以增强区域对抗经济危机的实力。 

2 梅州市简介及五华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现状 
2.1 梅州市历史 
梅州市作为广东省内唯一被全域纳入了原中央苏区规划范围的

梅州市，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地方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孕育了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了开国元勋叶剑英元帅及古大
存等革命先辈以及曾国华在内的 29 位共和国将军。据统计，梅州拥
有三河坝战役遗址、梅南九龙嶂等革命遗址 366 处。 

2.2 五华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现状 
2.2.1 五华县域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工作取得成果 
梅州市的第八次党代会中对于建设梅州思路中明确提出，要在

梅州“打造文化名城，展现世界客都魅力，传承保护客家文化，弘
扬实践苏区精神，焕发历史文化名城、红色苏区的时代价值。”自第
八次党代会以来，五华县人民政府积极落实贯彻党中央与省委、市
委的《意见》与《决定》，研讨五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存在的问
题，全县依托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建设，坚持“一镇一品”错
位发展，做大做强农业特色产业。 

（1）用好用足苏区政策 
根据推动红色苏区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将建设粤闽赣苏区联

通粤港澳大湾区振兴发展先行区作为经济发展第一要务的重点，一
股红色旅游热潮在五华县域内持续掀起。五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对革命旧址的修复保护与利用等项目，已投资约 5.13 亿按“抢救

一批、保护一批、提升一批”的总体工作思路开展缮治与保护发展。
目前已缮治（建）完工并且开放的项目有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
纪念碑（蒲丽顶）、古大存故居、中共五华县委党校（红校）等十多
处。例如岐岭镇以“客家酒镇·古韵岐岭”为主题打造红色文化小
镇，大力发挥红色资源禀赋和生态资源的优势，因地制宜讲好红色
故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丰沛“红色力量”。 

（2）“绿叶”变“金叶” 
五华县加速建立茶叶园，大力提升茶叶的品质和产量；积极动

员茶企参加各类茶博会、农博会、展销会，打响“五华绿茶”品牌。
至 2019 年底，目前五华县茶叶种植面积达 5.37 万亩，产出茶叶 35
25 吨；成功培育 15 个省级茶叶品牌产品，其中“七畲径茶”更是
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而五华县下属的棉洋镇、龙村镇更
是入选了广东省 2019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茶叶专业镇；引入
梅州市松岗嶂绿色生态茶园有限公司成立专业合作社，利用当地的
政府产业支持实行"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在茶园得到开发的同
时，农民们拿到了稳定的土地租赁和收益分红等。 

（3）金融“活水”助力实体经济 
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引导经营主

体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电商+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充分
发挥梅州生长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区域带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
用，辐射带动五华县转水、郭田、潭下等镇贫困户大力发展特色农
产品。例如至 2019 年底，五华县全县红薯种植面积 1.92 万亩。五
华高山红薯入选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两个种植基地入选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的生产基地。 

（4）复耕撂荒地，荒地变“宝地” 
五华县不断创新思路举措，采取合伙开荒、政企联动、落实奖

补等举措，全力推进撂荒地复耕利用，让荒地变良田，在守好“米
袋子”的同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截止至 2022 年 3 月，五华县已完
成 4.38 万余亩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水寨镇先行先试，成立了以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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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等 4 个村为主体的乡村产业社区联合支部，通过政企联合的方式，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和战斗堡垒作用，同时以
撂荒地复耕为抓手，强化辐射带动，加快构筑乡村振兴的产业支撑
及坚强保障。 

2.2.2 五华县域特色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 
五华县受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管理体制等多方面制约。例如，

五华县网络、道路等基础设施相对较为落后，这对五华县经济发展
有极大的不利影响，不足以抵抗外界风险更难经受经济金融的冲击，
甚至导致人才就业受到限制，甚至会造成大量的乡镇企业的流失进
而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健康循环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加
上五华县目前产业结构的布局并不合理从而导致当地形成区域独特
的特色产业的产业链存在很大的困难。 

近年来，虽然五华县基本形成了一种产量低、规模小的产业雏
形，但例如板栗、桃、茶叶等市场前景虽好，由于难以集约土地，
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导致出售初级产品，获利微少；究其根本
在于存在财政紧张、资源有限、创新动力不足、缺乏资金等问题。 

（2）特色产业的规模小、产业链短、附加值低 
“小生产”难以对接“大市场”。缺少工业基础支撑，这并不利

于特色产业的规模化。小、分散、弱的单一的小农经济的低端农业
方式，其总产出质量较低，生产成本也较高，总投入产出较小。很
多特色产业附加值较低导致很难形成产业链。产业发展模式普遍由
政府引导与村民自主管理相结合，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的有效规划，
不利于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化发展，且难以调动村民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的积极性；农产品加工业没有市场化、产业化运作，营销手段单
一。 

（3）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滞后 
五华作为一个县级域，受制于人才、技术、资金等限制。财政

实力不足、融资渠道偏窄的情况下，五华县单纯依靠县级财政实现
全县域覆盖难度较大。且从实地考察、调研、采访等情况来看，村
民和村委领导班子大多的文化素质都较低，社会意识理念也相对比
较滞后，在农村产业发展方面的专业素质也不高，没有一定的战略
眼光和各种资源。 

3 梅州市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建设的对策 
3.1 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机遇 
梅州市的县域特色产业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契机，用好

用足中央关于苏区优先发展等政策，是最快捷的经济发展途径。要
搞好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研究与把握工作，并根据
梅州市的实际发展情况，研究制订出台最适宜于发展梅州市县域经
济的有关措施、计划和政策，这样才能促进梅州市经济的不断进步。
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协调工作的背景下，梅州市及各区县人
民政府也应该要增强协调工作能力、持续提升经济合作开发能力，
不仅要加强综合协调，更要形成合法有序的竞争关系。 

3.2 构建特色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梅州市各县域、各乡村之间可以通过相互借鉴地方成功经验，

在坚持绿色科学发展的前提下，按照地方特点建立具备一定优势的
特色产业体系，有效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层次进一步
提高。例如：五华县红色资源与当地非遗的客家娘酒以及天柱山茶
叶等进行产业融合，从而让村民更多的将目光投入到乡村当地资源
的开发上，从而转换其经济发展的形式，逐渐从第一产业为主转换
为一三产业结合的模式，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并改变其单一农业发
展的形式， 

创建资源开发合作体系和产业发展共享机制。各个特色产业之
间要合理地纳入到全县域的整体开发布局当中，形成健全适当的收
益安排及其补偿制度等，形成互利、共享、互惠的产业发展的新格
局、新高度。强化特色产业产品从创作到生产再到销售等环节的“链
条”管理，优化产业集群实现路径，示范引领特色产业、特色资源。
例如：红色景区产业化之后，将参观、学习、旅游功能集于一体，
打造红色革命传统体验、绿色休闲观光、研学、红色户外拓展等功
能的综合性旅游产品，形成“红色+生态农业”、“红色+培训研学”、
“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红色文化旅游经营模式，为乡村振
兴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3.3 建设服务梅州区域特色产业协同创发展的人才驿站 
强化协同创新能力，形成完备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系统。粤港

澳地区大学、科研院所繁多且有驰名全国。梅州可着力打造柔性引
才公共服务平台，引进高层次人才，促进全市人才与大湾区建设交
流融合，加强跨区域人才交流，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相关
政府部门可以携手研讨、印发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等实施方案和文件，
鼓励大学生和离乡人员等到农村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
智力保障；引进身体健康的具有专门技能特点的离退休人才为企业
技术支持人员进行技术发展服务技术培训等咨询辅导业务，为农村
的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科技保障与人才支撑。 

3.4 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统筹县域资源，建立健全多主体参与投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的社会投入长效机制，同时完善风险机制，进一步拓宽融
资筹资渠道，有效提升县域产业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例如，加强
交通网络的建设。建立健全的县域交通运输网络能使有效降低时间
成本，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范围从而为发展提供坚实的物
质基础保证；以更加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引领区域内广大
县域形成绿色发展合力。 

3.5 发展“红色+绿色+古色”的乡村旅游 
梅州可以盘活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好如郭田镇龙潭村“广东十

大魅力古树乡村”等绿色生态资源，传承好如“客家娘酒”等非遗
文化及客家文化，创建“红色+绿色+古色”的三色旅游强势大品牌。
人文资源和地域资源优势，注重并着力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
体验农业、特色文化旅游业等现代农村文化产业的新兴业态，逐渐
建立并形成农产品和二三产业融为一体的现代乡村协同文化产业发
展系统。将五华红色资源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打造“红色+绿色+古
色”的乡村振兴的广东范例。 

4.结语 
五华县聚焦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狠抓“五个振兴”，

在乡村塑形、铸魂；聚焦产业振兴，拓宽农民致富路；培育乡村人
才，推动乡村发展等方面精准发力，走出一条富有五华特点的红色
文化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为全面推动农村振
兴，保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只有
加强县域内农村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工作、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健
康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许珺，吴鹏.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沧州市县域特色产业发展

现状及对策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2021（01）：154-155+158. 

[2]孔祥智，何欣玮.县域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何以协同——基

于桃园示范区案例的分析[J/OL].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3[2022-11-20].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2.1653.C.202211

17.1030.002.html 

[3]刘焯辉，刘丽娴，叶佳怡，林晓龙，吴艳红，许中航.整体思

维下产业融合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意义——以五华县为例[J].山西农

经，2022（08）：107-109.DOI：10.16675/j.cnki.cn14-1065/f.2022.08.

034. 

基金资助：2022 年度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整体思维下

五华县红色旅游及特色文化产业促乡村经济发展研究”（S202212622

003）；2023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攀登计划”专项资

金）“整体思维下五华县红色旅游与特色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研究”（p

djh2023b0790） 

作者简介：刘丽娴（2002—），女，汉族，广东梅州人，在读本

科，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 

刘焯辉（2000—），男，汉族，广东汕头人，在读本科，研究方

向为工商管理、经济管理。 

林晓龙（1999—），男，汉族，广东汕头人，在读本科，研究方

向为会计学。 

陈盈（2002.2-），女，汉族，福建莆田人，在读本科，学生，

研究方向：会计学 

吴艳红（1983—），女，汉族，江西萍乡人，硕士，副教授，研

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供应链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