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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中期报告

负责人姓名 张佳玲 指导教师 林继玲、文荣华（校外）

团队成员 林足芳 肖慧 严俊堃

项目执行时间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

中期报告正文

1.项目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十九

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展战略。众所周知，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

衰则国家衰。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

最为突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乡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

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大学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先锋队。目前，农村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农

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产业链需要延伸，品牌建设需要加强。因此，加快推进农村产业振

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知青”，成为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引擎”。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学生教育与应用外语学院商务

19 级英语一班的同学在这个大背景下发起了乡村振兴背景下马安镇龙塘村农产品推广项

目。通过短视频 线上直播推广等新型线上电商模式，将马安镇龙塘村的特色农产品 火龙

果 水稻等等推广出去。对龙塘村的村民们来说，特色农产品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推广宣传 ，

农产品得到一定知名度。对于我们来说 ，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中 ，为农村发展做出一定

贡献，帮助农民群众理清思路、加快发展，引导农民群众崇尚科学、弘扬新风，成为乡村

振兴的一支队伍。

大学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传承人。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乡村是文化的载体。乡村文化

振兴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大学生以专业知识为背景，以基层组织为依托，以利好政策为保障，扎根基层、服

务基层、奉献基层，使先进思想文化在偏远乡村遍地开花，并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

大，真正做到文化传播的“火炬手”，成为乡村文化传承的 “助推器”。我们将龙塘村的文

化与当地农产品联系起来 ，通过宣传文化背景去推广特色农产品。让龙塘村的文化成为推



广宁产品的助推器。

通过此次参与国家乡村振战略，我们才能更好地长才干、知国情、解民意、促发展。

2.龙塘村特色农作物调研报告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高水平打造惠州粤港澳绿色农产品生产供

应基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惠城区农业产业将科技引入农田，一改过去农业“看天吃饭”

的传统面貌，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走进惠城区马安镇龙塘村的

智慧未来蔬菜基地，感受一下科技时代下的农业生产新业态。

连月来，惠州多变的天气条件对蔬菜种植颇为不利。但在惠城区马安镇龙塘村的智慧

未来蔬菜基地，高科技种植大棚让生产进度一刻也没有减缓。在育苗大棚内，自动洒水设

施正在对小白菜幼苗进行浇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些菜苗将变成餐桌上的佳肴。为

此，我们团队有幸获得龙塘村村长带领我们领略无土栽培营养蔬菜。

图 1 龙塘村村长带领学校团队参观无土栽培技术



图 2 无土栽培营养蔬菜

此外，龙塘村村长还带领我们参观了葡萄园种植基地、火龙果种植基地以及甲鱼和鳗

鱼养殖基地。葡萄园种植规模宏大，井然有序，纯人工种植使得葡萄口味更佳；火龙果大

片丰收运往全国各地，果树上方设有灯泡目的是使果子在夜晚也能光合作用以及着色均匀，

让果子呈现更好的状态；甲鱼和鳗鱼养殖基地占地庞大，规模亦然。

图 3 葡萄园种植基地

图 4 火龙果种植基地



图 5 鳗鱼养殖基地

当前，农业信息化向网络化转变，进而向智能化发展，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为智慧农业

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新时代市场消费趋势的变化，高端消费群体的增加，为智慧农业

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相信随着惠城区智慧农业的快速发展，将给惠城农业插上

了科技的翅膀，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3.龙塘村文化调研

龙塘村位于马安镇最南部，辖区面积 6.2 平方公里，距离惠州市中心 13 公里，东与良

井镇相接，南与永湖镇相连，西与新楼村、水贝村相连，北与马安镇木棉村隔江相望。是

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也被誉为“忠孝文化村”。

全村共有 14 个生产小组，分别为东湖小组、立新小组、新中小组、祠左小组、祠中小

组、右新小组、新西小组、禾塘小组、双庆小组、九新小组、大门小组、塘房小组、老二

小组。共有 600 户人家，人口约 2200 人，党员 67 名。村中有耕地面积 1980 亩，还有河滩

荒草地 3000 多亩，村名以种植水稻、玉米、蔬菜为主，兼以养鳗鱼为辅。随着市场经济快

速发展，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在家务农的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 8000 多元，为发展

集体经济，龙塘村引进了 380 亩蔬菜无土栽培智慧未来高新农业、600 亩葡萄园基地，500

亩火龙果基地、1700 亩的水产养殖基地，是惠州市生态示范村、惠州市森林家园建设点、

革命老区和惠州市人文历史名村。

4.马安镇经济发展调研

马安镇位于惠城区东部，地处西枝江下游，总面积 76 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降雨量为 1850 毫米，年平均气温约 22℃。马安镇东与惠阳区平潭镇相连，西与惠州



市接壤，南与三栋镇相连，北与水口镇相连。

2007 年，完成生产总值 3.39 亿元。工业总产值 7.46 亿元，农业总产值 1.56 亿元，第

三产业增加值 0.73 亿元。国税收入 1537 万元，地税收入 1030 万元，财政收入 599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61 亿元。2007 年度，被惠城区评为招商引资工作、"三农"工作和党建

工作先进单位，被惠州市评为"文明镇"荣誉称号。

马安镇具有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投资环境，广汕公路、惠澳大道、三环路、四环路

均从镇内通过，距惠州机场 8公里、惠州港 38 公里、深圳 80 公里、广州 100 公里。新乐

工业城、行政中心区、新湖工业区等 10 多平方公里的三大工业区域，造就了马安经济转型

期的新亮点。"三高"农业欣欣向荣，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也逐渐兴起。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特别是教育产业带的形成，带动了商品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项目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走访调研，了解到龙塘村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马安镇

龙塘村目前种植了 300 多亩地火龙果，是该村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另外，近两年在发展无

土栽培业，庄稼一个月可收成，供港澳等地。该村的甲鱼养殖业规模大，每年十几亿产量，

销往日本等国外市场，技术及销售渠道较为成熟。2019 年底，惠州市神农兰香谷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入驻龙塘村，种植了 300 多亩的无公害葡萄，产业园目前在处于建设与完善

中，销售途径等各方面善待开发研究。文化方面，龙塘村全村人民姓文，是文天祥后代。

目前该村有 700 多年历史的文氏宗祠、文天祥公园、以及烈女庙，用于纪念爱国将领文天

祥以及两位女儿定娘与寿娘，弘扬民族“忠孝”文化。这些调研为后期项目的开展垫下研

究基础。

目前团队已经在马安镇龙塘村田间取景，拍摄了多个短视频，内容覆盖到神农兰香谷

生态种植园的葡萄、小麦、水稻以及火龙果种植基地、甲鱼养殖基地等，并发到今日头条

等媒体上，获得一定播放量，其中部分短视频的播放量和推荐量都超过 2000，有些粉丝甚

至主动问价或索取导航地位。这对龙塘村的产业起到重要的宣传推广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