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埠镇乡村振兴规划（2021-2035 年）

规划公示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加快推进我镇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我镇起草编制了《望埠镇乡村振兴规划（2021-2035 年）》，现

就《规划》予以公示，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具体事项如下：

一、项目名称：

《望埠镇乡村振兴规划（2021-2035 年）》

二、公示时间：

从 2022 年 5 月 20 日至 2022 年 5 月 27 日，共 7天。

三、公示媒介：

网上公示：英德市望埠镇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yingde.gov.cn/yqydwb/gkmlpt/index）；

展板展示：英德市望埠镇人民政府。

四、规划内容及主要图纸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望埠镇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下辖 13 个村委和 3个社

区，包括崩岗村、古村村、鹤坪村、黄田村、蓢新村、莲塘村、坪迳村、桥新村、

青石村、寿江村、同心村、下塘村、崦山村和龙头山社区、望埠社区、望河社区

（根据第三次国土调查的行政区划中，龙头山社区位于桥新村辖区内，望埠社区

位于望河社区辖区内），总面积 207 平方公里。

http://www.yingde.gov.cn/yqydwb/gkmlpt/index


图：规划范围示意图

（二）规划定位

将望埠镇定位为“清远市绿色林果生产基地、粤北地区文化旅游目的地”。

围绕建设美好新望埠的总目标，构建“一核一带三圈多点”的镇域发展格局，落

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产业带动，利用农业资源优势持续推进农业、加工业、

旅游业三产融合发展，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望埠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清远市绿色林果生产基地。全镇以产业兴旺、农民增收为核心，以改善农民

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依托火龙果、桑椹、莲雾、葡萄等林果种植，因地制宜推

进“一村一品”发展，积极建设清远市绿色林果生产基地。

粤北地区文化旅游目的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农商

文旅融合发展为主线，提供岭南文化产品和休闲农业产品，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粤北地区文化旅游目的地。

（三）统筹生态生产生活空间

以望埠镇自然生态特色本体，深耕绿色底蕴，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美丽格

局。以望埠镇东部自然保护地形成生态屏障，以西部北江等河流生态廊道为骨架，

大面积农田为基质，构建“一屏一带一片区”的生态景观格局，保护山清水秀的

生态空间，打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营造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延续人和自然

有机融合的乡村空间关系。



图：生态景观格局规划图

（四）构建镇域发展格局

依据《英德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8-2035 年）》，望埠镇形成“镇区-中心

村-城镇转型村-一般村”的村镇体系，其中望河社区为镇区，同心村和蓢新村为

中心村，桥新村为城镇转型村，其他村为一般村。结合区域划分结果，本次规划

重点构建“一核一带三圈多点”的镇域发展格局。



图：镇域总体布局规划图

（五）产业发展

紧抓战略机遇，以水稻、林果为主导推动农业产业升级。以乡村振兴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清一体化发展为契机，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稳定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结合各村实际种植特色林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转变生产经营

方式，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做大做强粮食、养殖、林果和红茶产业，实现农业



现代化。

外联内优，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促进三产融合。对外联动英红、大

站、水边、连江口、黎溪等北江沿线城镇，以北江经济旅游带的建设为契机，促

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推进望埠旅游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城镇旅游设

施，促进望埠旅游业快速发展；对内整合农业资源，拓展农业功能，把奇洞温泉、

英石长廊等知名旅游资源和水稻、林果、红茶等农业项目有机结合，大力发展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开发旅游+农业的乡村精品游线。



图：现代农业产业布局规划图



图：“一村一品”发展建议图



图：精品线路规划图

（六）文化发展

开展文物安全整治活动。以广东省开展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为抓手，

加强对文物安全进行检查和修复，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

史教育基地为核心，结合学校和社会教育，组织学生、党员、居民等群众，在国



家公祭日、清明节等重大节日，前往文物古迹处，接受爱国和中共党史教育，传

承红色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

增加开展民俗文化活动。提高“我们的节日”及“文化下乡专场”系列全镇

覆盖率。丰富文化宣传渠道及展示平台，将举办的文化民俗活动、文化宣讲、乡

村德法相伴等活动，用现代化的形式，如新闻报道、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手段，

进行宣传和传播，由此拓宽群众接受文化教育的渠道。

图：历史文化资源分布现状图



（七）生态宜居

实施生态修复屏障工程。加强对自然生态空间的整体保护，修复和改善乡村

生态环境，提升生态功能和服务价值。在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本的前提下，立

足望埠镇的绿色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通过制定实施管理办法和保护修复方案，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

推进乡村环境整治。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为抓手，加快补全乡村民

生基础设施短板，全面系统地推进乡村环境治理，加快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推动生态文明、城乡融合。推进乡村美化工程，提升村容村貌、完善基础设施，

按照美丽乡村标准构建生产生活生态融合、自然人文特色彰显的乡村新格局，实

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全方位擦亮乡村振兴的美丽底色。

图：乡村风貌示范带路线规划图



图：乡村风貌效果图

（八）乡建机制

建立健全乡村建设制度。推动形成民建、民管、民享的长效机制。完善村规

民约，明确村民建设乡村的责任和义务，切实增强农民群众自觉性、主动性。

加快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深入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完善农村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增强村民乡村建设的参与度，荣誉感。

（九）人才资源

注重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示范、带动和促进作用，坚持打好引才、

育才、留才“三张牌”，积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引导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集聚，

凝聚起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衔接英德市“英州计划”人才工程项目，加快望埠镇乡

村振兴人才驿站建设，加大对人才的扶持力度，促进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重

点培养高素质精勤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主动

承接“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和农村电商人才、乡村工匠

等人才培养项目有关培训工作，积极培育高素质本土人才。

聚焦政策回引人才。不断释放人才发展“政策红利”，认真落实乡镇岗位补

贴、乡村教师生活补贴等政策制度，提高基层地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待遇。常态

化组织开展本地籍专家人才“家乡行”活动，吸引人才回乡推动乡村振兴。



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持续举办人才创新创业对接洽谈会、涉农领域专场活动，

搭建农业企业人才对接交流平台，吸引更多农业院校专家人才前来对接洽谈、指

导生产，同时依托“英德市高校人才工作站”和“广东工匠学院英德学院”等各

类人才培育基地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推行产教融合、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加快

构建产学研用合作机制，促进更多农业智力成果在望埠转化。

（十）五年行动计划

本次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五年行动计划规划期限至 2025 年，以

乡村振兴规划为核心统领各项乡村振兴工作，积极把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窗

口期，精准提出土地空间布局诉求，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支撑基础，推进产业

发展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其他相关规划的有机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

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

望埠镇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共计 98 个，主要包括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

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等五大振兴内容，2025 年乡村振兴项目总投资 2.67

亿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1.46 亿元；其中 2022 年总投资 3225 万元，乡村振兴

专项资金 2238 万元（其中 2022 年振兴项目重点衔接《2022 年度英德市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涉及望埠镇的规划项目）。



图：乡村风貌效果图

五、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公示期间，广大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并反馈意见：

公示受理部门：英德市望埠镇人民政府（乡村振兴办）

联系电话：0763-2581101

通信地址：英德市望埠镇望河大街东 1号望埠镇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一楼党政



办【来信请在信封注明：望埠镇乡村振兴规划（2021-2035 年）方案公示反馈意

见】。

邮政编码：513000

邮箱：475611433@qq.com【邮件注明：望埠镇乡村振兴规划（2021-2035 年）

方案公示反馈意见】。

公示地点：英德市望埠镇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yingde.gov.cn/yqydwb/gkmlpt/index）和英德市望埠镇人民政府。

欢迎社会各界对本规划方案提出宝贵意见，并请留下相应的联系方式。感谢

您对望埠镇乡村振兴规划编制工作的参与和支持！

http://www.yingde.gov.cn/yqydwb/gkmlp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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