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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四个新区”，打造产城
融合湾区新城

翠亨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黎雪林透
露，翠亨新区坚持以高能级定位、高水平
规划、高标准建设“绿美翠亨”，加快建设
城市配套高地，打造珠江口西岸最美“城
市窗口”。

目前，翠亨新区以深中通道通车为

节点倒排工期，城市建设全面提速。按照
计划，翠亨新区将于今年完成“三大片
区”市政路网建设。

“接下来，翠亨新区将坚持产城融
合，以‘深圳品质’抓好城市规划，全力打
造现代化、国际化的‘湾区门户’，打造

‘四个新区’。”黎雪林还透露，将对标湾
区最高最好最优，全面加强城市风貌的
规划和管控，高标准规划建设好马鞍岛、
朗城、海湾城三大片区，以及深中通道登
陆点、通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建设展示中
山高质量发展的现代新区。

同时，加快打造“海陆空铁”现代化综
合立体交通网络，高标准建设香山站
TOD，以轨道构建同城优势和“零深优
势”，为更多资源要素汇聚新区提供硬支
撑，建设内联外通的枢纽新区；并且以“头
号工程”力度持续推进“百千万工程”纵深
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新区。

翠亨新区将探索推动深圳、香港优

质教育医疗资源在翠亨新区建校办学、
建院开诊，力争布局一批湾区级文化、体
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民生福祉
不断增进的幸福新区。

■吸引高端人才，打造湾区人
才高地

“翠亨新区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建立
人才工作机制，推进大湾区人才共育、资
源共享，打造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黎
雪林表示，翠亨新区全面对标横琴、前
海、南沙等重大平台，围绕引进、培育、流
动、激励等人才发展各环节制定“1+N”
人才政策体系，累计引进院士 2名，推荐
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5人，认定区人才
385人，引进硕士以上学历、副高以上职
称人才超 900人，发放人才补贴、科创平
台及载体补贴、高新企业配套扶持资金
等超10亿元。

翠亨新区主动谋划了翠亨新区—清

华大学共建产学研平台，推动重点企业
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联合开展技术攻
关，建立博硕士研究生实践研修基地。

在打造“高融合”人才引育机制方面，
翠亨新区选址中山生命科学园高标准建
设“澳中青年创新创业园”，打造集人才服
务、政策咨询、安居保障、项目路演、创业
辅导等功能于一体的港澳青年“一站式”
服务平台。对接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澳门中山南朗同乡会等高校和团体，新建
引才工作站、人才联络站4个。

黎雪林还表示，翠亨新区高标准建
设中山国际人才港，目前已投入使用超
582套人才公寓，解决人才住房需求3000
余人次。探索深中共建高端人才社区，由
翠亨集团与深圳人才安居集团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拟建设首期规模 10万平方米
项目，打造同城化“产业+人才+配套”的
高品质社区，预计可吸引600-800名深圳
等地高端人才。

本报记者 何腾江 通讯员 梁智昌

深中通道 6月将具备通车条

件，记者3月4日获悉，为迎接深中

通道正式通车，翠亨新区从规划衔

接、土地整备、产业空间、人才落

户、营商环境等方面，全速奔跑、全

力推进，努力向大湾区展现一个不

一样的翠亨新区。

打造“湾区门户”建设“四个新区”
翠亨新区全力打造产城融合湾区新城和高水平人才高地

■坦洲首个“双季稻+”轮作试
点项目喜获丰收

翠绿的芹菜长势喜人，一筐筐打包
好的芹菜整齐码放，等待装车销往市场。
另一边，农户们忙着收割、打捆、包装，一
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这是日前合胜
社区新二队“双季稻+”轮作试点地块140
多亩芹菜收割的场景。“芹菜亩产约3500
公斤，按照田头收购价 2.4元/公斤计算，
亩产产值达8400元。”中山市坦洲镇农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阿敏告诉记者，该地
块是坦洲镇首个“双季稻+”轮作试点项
目，让农户实现了增产增收。

2023年，坦洲镇按照“宜粮则粮，应
种尽种”原则，鼓励承包户开展“双季
稻+”轮作，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经坦洲镇
农业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调查研究，结合
该镇水稻种植地块综合条件，选取位于
合胜社区新二队的地块开展“双季稻+”
轮作试点项目。去年晚稻收割之后，坦洲

镇农业部门便指导该种植场农户，充分
利用冬春水稻地块闲置的有利时机，耕
整土地，抢抓时间种植芹菜。

所谓“双季稻+”轮作，也即选取相对
连片且单片面积不少于 10亩的示范片，
实施“双季稻+”轮作，项目区内必须种
植两季水稻和一季农作物。以坦洲镇为
例，农户可以选择薯类、蔬菜等冬种作
物。“通过开展‘双季稻+’轮作试点项
目，可以稳定双季稻生产，稳定全镇粮
食种植面积，同时增加农户收入，提高
种植收益。”阿敏表示，后续坦洲镇将总
结“双季稻+”轮作试点项目经验并加

以推广，进一步稳定全镇双季稻生产，
提高农业种植效益，促进粮食稳定可持
续发展。

■全市“双季稻+”轮作试点项
目达4833亩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把“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将粮
食生产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2023年，中
山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双季稻+”轮
作项目，经广泛发动，共收到15个镇街共
69个农户申报，总面积达 7760.57亩。后

经专家评审，并结合优先支持水稻高产
示范基地和规模化种植情况，将其中 22
个项目定为“双季稻+”轮作试点，实施面
积达 4833.33亩，坦洲镇的 140多亩就是
其中之一。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双季稻+”轮作项目的实施，稳定了
全市粮食播种面积和冬种蔬菜种植面
积，提高了农户开展“双季稻+”轮作种植
模式的积极性，并且有效推动了种植结
构调整，冬种油菜等绿肥的面积大幅增
加，实现培肥地力的同时促进农户增产
增收。

“冬闲田”变“增产田”
坦洲镇首个“双季稻+”轮作试点项目140多亩芹菜迎丰收

经过近3个月的生长，坦洲镇

首个“双季稻+”轮作试点项目——

合胜社区新二队“双季稻+”轮作试

点地块种植的 140多亩芹菜日前

迎来丰收。

3月 4日，记者从中山市农业

农村局获悉，为深入贯彻“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2023年以来，

全市在发展双季稻生产，保障粮食

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资

源，大力推行稻稻薯、稻稻菜、稻稻

油、稻稻肥等“双季稻+”轮作模式，

保护和提高耕地地力，促进粮食稳

定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陈雪琴 通讯员 黄建辉

坦洲镇首个“双季稻+”轮作试点项目迎来丰收，芹菜亩产约3500公斤。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