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级合力攻坚

生态设计小镇即将靓丽“现身”

一个废弃的农贸市场，在 2 个多月时间里“变身”为能容纳千人的世界级高端会场。

这样的“奇迹”，正在生态设计小镇里悄然发生。生态设计小镇是我区 19 个特色小镇之一，

也是首届世界生态设计大会的举办地和永久会址。未来，这里将成为聚集全球生态设计信息

流、人才流、资本流的大本营，为从化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目前，生态设计小镇首期的项目建设已基本完成，生态设计会议中心、生态设计大道、

湾区设计开放大学也已基本改造完成。生态设计小镇建成运营后，预计将建立 100亿规模

的生态设计产业基金，其中首期 10亿元，用于投资孵化发展生态产业。

“人心齐、泰山移。”短短时间内，将一个小山村打造成了向世界展示从化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的重要窗口，这是新时代从化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从化区委区政府以及各级各部门

上下齐心、合力攻坚、团结协作的成果。

生态设计小镇在建设过程中充分运用了生态低碳环保技术，大量采用了竹、石、花、草

等大自然原生态素材，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建设过程中没有增加

一平方米土地，小镇配套建设的湾区设计开放大学，也是在原来的旧学校基础上改造而成。

从 9 月中旬正式动工开始，位于良口镇的生态设计小镇就迎来了每日一“变”的发展

历程。“我们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组织投入近千人力，实施‘三班倒’的大兵团作战，

抢时间、争速度，以超常规的标准和措施，确保有关工程高质量按期交付。”良口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温晓敏说。

“一个废弃的农贸市场，在 2 个多月时间里变身为能容纳千人的世纪级高端会场，这

可以说是奇迹，是工程建设的‘从化速度’。”施工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小镇入口进入生态设计小镇，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如火如荼、有条不紊的施工场景。小

镇内各处都有建筑工人在施工，砌砖、拉线、安装、绿化种植等，运输车将材料一车车运送

进来，钩机、升降机也在轰隆隆地运作。在近千名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小镇建设快速有

序地推进。

此外，良口镇在农村人居环境方面狠下功夫，加大力度整治乱搭乱建、占道经营等顽疾，

对周边村居外立面进行整饰，并投入 4700多万元，对共青路等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有力打造了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营造了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

据悉，主题为“设计的生态，希望的田野”的首届世界生态设计大会将于 12 月 13 日

至 15日在生态设计小镇举行。届时，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设计组织官员、设

计行业专家、院校代表、企业代表、部分驻华使节等约 1000人将出席大会，为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技术实施方案和商业应用模式。与会成员还将共同发布《从化倡

议》。“一带一路”生态设计领军人才班也将在大会期间举办。

协调联动推进

小山村摇身一变成为生态设计小镇

11月的清晨，带着些许凉意。早上 7 时许，趁着村民还没外出干活，良口镇政府的工

作人员已经在良明村、塘尾村等村庄忙活着，他们进村入户，向村民宣传生态设计小镇的情

况。

11月的夜晚，有些寒凉。凌晨 2 点，塘尾村党支部书记何志文和几位村干部才从增城

回到家里，他们刚刚在增城对一位在那打工的村民做思想工作。他们积极与村民沟通，力求

在预期的时间节点为生态设计小镇提供施工走廊。

得益于我区得天独厚的优良生态环境，良口镇内山清水秀，生态旅游资源富集。生态设

计小镇选址良口镇塘尾村、良明村区域，近期规划面积约 0.66 平方公里，远期规划面积约

4.73 平方公里，这里将成为一个以打造全球生态设计策源中心和“中国生态设计之都”为

目标的高端行业发展平台。

建设生态设计小镇，首要是提供施工走廊。良口镇积极协调该镇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业、

村民，并加强与区直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建立起多部门联合审批机制，确保“事事有

人跟、事事有回音”，高效办理小镇建设规划、审批等各项事件。

“村民的思想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成立了 10个工作组，专门推进这项工作，同时也

得到了良明村、塘尾村、米埗村、高沙村和塘料村等 5 个村的大力支持。村干部的思想通

了，村民的思想也通了，才能按照预期的时间节点提供施工走廊。”温晓敏说。良口镇紧抓

村民动员，组织成立驻村工作组，派驻第一书记，带动村社基层干部，进村入户，面对面宣

传动员，发动村民弘扬“我要发展”的主人翁精神，支持配合生态设计小镇建设工作。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该镇为生态设计大道、湿地公园、民居外立面改造及留用地

平整等关键工程提供了施工走廊。

村委积极配合

全力做好村民思想工作

“如果没有生态设计小镇，我们村的 330 亩集体留用地估计只能继续荒废在一边‘长

草’了。”良口镇塘尾村村委书记何志文说。作为生态设计小镇的“用地大户”，塘尾村内

330 亩的集体留用地得以盘活，另外，生态设计小镇还租用了村民 100多亩的田地。



何志文介绍，早在 2008年新温泉风景区开发时，就留下了 330 亩的村集体留用地，

但因为政策问题，一直没能利用起来。如今生态设计小镇的到来，盘活了这份“沉睡”资产，

让塘尾村获得了可观的租金，租金每 5 年还会以 6%的幅度递增。“我们村一共有 900 多人，

这笔租金会均分给每位村民。算下来，平均每人每年能获得 7000 多元的收益。”说起这数

字时，何志文微微笑了起来，可这笑容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今年 6 月，生态设计小镇决定选址在良口镇塘尾村、良明村区域，7 月份，何志文开始

带领着其他村干部着手征租地工作。召开村民会议、告知事情始末，哪里需要协调、哪家需

要政策处理，何志文和村干部们就出现在哪里。刚开始，有部分村民持观望态度，有小部分

村民持反对意见。在他们持续不断的努力下，目前村内已有 90%的村民同意事项，得以按

照预期的时间节点提供施工走廊。

11月 20 日是这几个月以来，让何志文印象最深刻的一天。这一天，他和村干部们打了

很久的“持久战”终于成功了。生态设计小镇不仅需要使用塘尾村 330 亩的集体留用地，

还要租用塘尾村村民 100多亩的田地建设湿地公园。塘尾村的大多数村民都很支持，爽快

地租出地块，但有两户村民一直不同意出租。为了做通这两户人的思想工作，何志文与其他

村干部成了他们家里的“常客”。其中一名户主在增城工作，何志文就与其他村干部自驾车

到增城去做工作。通过多次努力沟通，11月 20日，这两户人家终于同意租出地块。得知这

一消息时，何志文很兴奋，他说这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劳动成果。

现在，何志文依然很忙，记者采访期间，他的电话不断。他说：“看着塘尾村一天一个

样，每天都有改观，我们干活更有干劲，再辛苦也值了。”

村民热心支持

分享生态设计产业“大蛋糕”

“生态设计产业这个‘蛋糕’非常大，届时会有一大批优秀的国际性设计师来到良口镇

落户，与村民和谐共生，既带动了村民就业，又带动了村民增收。”温晓敏说。以前，塘尾

村、良明村等村庄受传统农业业态低端、模式单一、公共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和村集体经济发

展市场化水平不高等因素制约，一直是需要帮扶的贫困村，直到 2016年底才实现脱贫，但

是乡村经济造血功能不足的问题仍未能有效解决。

“生态设计小镇落户这里，盘活了我们村 80 亩的闲置土地，每年收取租金，增加了村

民收入。小镇还给村民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不少村民有意向发展特色民宿及农家乐。”谈

到生态设计小镇的利好因素，良口镇塘料村党支部书记严锦钊不禁兴奋起来。他表示，将常



年废弃或低效闲置用地以资源资产与入驻企业进行深度合作，盘活“沉睡”资产，让村民增

收致富，这是村委和村民乐见其成的。

据统计，仅仅通过盘活“沉睡”资产，生态设计小镇就可以为周边农村带来平均每年近

千万元的稳定收入。此外，促进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也是小镇带给村民的另一大好处。“只要

肯工作、能工作，大家都有就业的机会。”严锦钊说。在生态设计小镇的建设、管理和运营

各环节，良口镇充分考虑了原住民及周边村民的就业问题，通过长期合同工、短期临时工和

零工、小时工等方式，力所能及地为广大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生态设计小镇运营过程中，政府也注重通过规划支持、政策激励等手段，鼓励村民利

用自身技能，发扬民俗文化，盘活低效资产，积极开展特色民宿、特色体验、特色文创等自

主创业活动，以创业促就业，带动农民致富增收。下阶段，政府将结合小镇和生态设计产业

的用工需求，加强与区人社部门和驻从高校的沟通协调和资源整合，多途径开展园艺、厨艺、

保洁、电工、礼仪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加快推动广大村民从传统农民向现代职业农民和技能

型农民转变。

塘尾村的何大叔很支持这项工作。“从长远来看，生态设计小镇是一件大好事，是造福

子孙的好事，当然要支持。”何大叔家里租出了 5亩的土地，当镇干部和村委干部跟他沟通

时，他一口答应了。与其他村民聊天时，何大叔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大家都来支持生态

设计小镇的建设。

良明村的叶大叔家里有 3 层的小洋楼。生态设计小镇让他看到了商机，他打算把家里

改建为特色民宿。目前，叶大叔还在摸索相关情况，他希望小镇建设越来越好，自己也会积

极配合工作。

如今，像何大叔、叶大叔一样支持生态设计小镇的村民越来越多，项目推进更加顺利，

生态设计小镇即将靓丽“现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