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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毕松杰）近
日，畜牧兽医“轻骑兵”深入生产一
线，为我市申报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
化示范场的26家畜禽养殖企业出谋
划策，助力企业按照畜禽良种化、养
殖设施化、生产规模化、防疫制度化、
粪污资源化的创建要求，高质量完成
我市2022年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化
示范创建活动任务。

为了切实推进标准化示范场建
设，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先后组
织我市畜牧兽医系统精兵、尖兵80
余人次，组成畜牧兽医“轻骑兵”小分

队，对26家养殖企业在选址布局、圈
舍建设、生产设施配备、良种选择、投
入品使用、卫生防疫、粪污处理、生产
记录档案等方面全方位进行指导。
活动派发安全生产、防疫技术等资料
150余份。

接下来，我市将通过抓好典型示
范实现“产业有标杆，区域有典型”的
工作推进模式，采取召开现场会、视
频会等形式，组织有关人员对标准化
建设中的先进典型集中观摩，互相学
习、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以典型为样
板推进标准化建设。

畜牧兽医“轻骑兵”深入生产一线

助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

江门日报讯（记者/皇智尧 通
讯员/江工宣） 记者从市工信局获
悉，为鼓励我市制造业企业加大设备
购置力度，促进工业投资、技改投资，
日前，2022年江门市制造业企业设
备购置补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申
报开始，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可获
100万元奖励。

此次补贴申报主体为已在江门
市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诚信
经营、依法纳税的制造业企业，在奖
补方式上分为事中奖励和事后奖励。

其中，事中奖励对第二季度、第
三季度新增设备投资3000万元及以
上的制造业企业（设备可暂未到位），
按照项目核定的设备购置额（不含
税）的1%给予资金奖励，单个企业最
高奖励100万元。事后奖励对第二
季度和第三季度购置生产、研发设备
500万元及以上（设备已全部到位）
的制造业企业，按照项目核定的设备

购置额（不含税）的10%予以资金奖
励，单个企业最高奖励100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本年度一家企业
只允许选择一种方式（事中奖励或事
后奖励）申请奖励。每家企业只允许
申报单个季度的设备购置补贴，已享
受一季度设备购置补贴的企业，原则
上不得再申报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
设备购置补贴。设备购置额度按申
报季度期间有效票据核算。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照所在地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通知要求提交设
备购置补贴资金申请材料纸质版，并
通过“江门市惠企利民服务平台”（网
址 https://jht.jiangmen.gov.cn/#/
home）同步上传设备购置补贴资金申
请材料电子版。据悉，各县（市、区）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评审的项目经单
位党组会审议通过后，将分别于2022
年9月9日前、2022年10月14日前把
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设备购置补贴项
目申报材料正式报送市工信局。

二、三季度制造业企业设备购置补贴开始申报

单个企业最高奖励100万元

江门日报讯（记者/胡涛） 7月5
日，开平市人大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
表作用”主题活动，组织省、江门市、开
平市三级人大代表深入开平市三埠街
道开展视察活动，推动建立健全爱国
卫生运动长效机制，提升开平全市环
境卫生水平。江门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邝元章参加活动。

视察组一行先后到三埠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仁亲村象山公园了解基
层医疗服务现状、城乡村居环境整治
情况。三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始建
于1984年，主要为辖区居民提供基
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2019年以
来，三埠街道共投入近300万元对仁
亲村象山公园进行建设，大大改善了

公园及周边环境，为群众提供了良好
的休闲活动场所。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代表们
听取了三埠街道对爱国卫生、疫情防
控、文明创建等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
对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代表们认
为，要坚持实事求是，把推进爱国卫生
工作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城乡人居
环境整治等工作有机融合，确保爱国
卫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要加强宣传
引导，不断提高市民群众对环境整治
的知晓率和参与度；要以乡村振兴战
略为抓手，积极打造乡村治理新高地；
要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促进
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为开平市“无
废城市”“低碳示范市”创建贡献力量。

三级人大代表聚焦爱国卫生运动

引进《大湾情缘》《李白》《白蛇传·
情》等一批高水平经典剧目，创作《侨批·
中国》《戴爱莲》《草坪里音乐会》等一批
本土原创项目，举办江门市“金牌讲解
员”大赛、“同心向党 邑起舞动”江门市
舞蹈大赛、江门摩托车文化嘉年华、南国
书香节江门分会场活动暨任溶溶童书展
……从7月持续至9月，昨天启动的第二
届江门艺术季，设置精品展览、高雅艺
术、光影留声、童心童乐、群文荟萃等五
大板块共69项活动，其中精选重点活动
共16项。

“江门人才辈出，文化资源丰富，我
很熟悉也很热爱江门。中西文化在江门
交融，这让江门既传统又文艺，同时也很
时尚。江门更像是粤港澳大湾区以文艺
文化底蕴为亮点、实现心灵治愈和休闲
游玩的后花园，期待江门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休闲旅游的首选城市，更能成
为世界重要文化地标。这是我第二次来
江门做展览，希望以后能一直做下去。”
知名作家、画家、摄影师林帝浣说。

五大板块中的精品展览板块共12
项活动，既有厚重的“中国侨都 邑艺生
辉——江门百年百位文化艺术名家成
就展”，也有清新正能量的“万物之中
希望至美 2022小林漫画江门展”，各
类展览以各地名家艺术笔墨绘写侨乡，

擘画新时代侨都风华，通过艺术交流共
促华侨华人美术之城建设，既有分量也
有流量。其中，“中国侨都 邑艺生辉
——江门百年百位文化艺术名家成就
展”主要通过文献资料、图书手稿、个人
作品、声像艺术等现代综合展示模式，
分三个篇章来策划展出一批忠于中华

民族、赓续红色血脉、追求美好生活而
蜚声中外的江门籍文化艺术名家的历
史成就。现场还设置了不少创意产品，
很值得欣赏。

高雅艺术板块以专业的艺术演出展
现岭南文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水平团
队将汇聚一堂，带来《大湾情缘》《白蛇

传·情》《李白》《戴爱莲》《侨批·中国》等
13个剧目。

光影留声板块秉持“影像看江门”的
理念，以南粤风光3D图片展、“永恒心向
党 奋进新征程”江门市“庆七一·喜迎二
十大”党建主题摄影展、“多彩江门 宜居
侨都”广东摄影季赛（第三季）、“喜迎二
十大 建功新时代——江门工业新征程”
专题摄影展、江门市全域旅游手绘地图
展等重点展览为窗口，展现侨都魅力，定
格江门故事。

童心童乐板块中，书画、摄影、舞台
表演等各式展示展演活动缤纷多彩。
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活动暨任溶溶
童书展书香雅韵、童乐融融；《党的女
儿》艺术团课形式新颖，启示深刻；江门
市童声合唱团合唱音乐会以美化人、以
美培元，在孩子们心中根植爱党、爱祖
国、爱家乡的种子，让美育之花在五邑
大地生根发芽。

群文荟萃板块精选全市27项活动，
以惠民为活动宗旨。2022年江门市“金
牌讲解员”大赛、“同心向党 邑起舞动”
江门市舞蹈大赛人才济济；江门摩托车
文化嘉年华精彩不断；草坪里音乐会凝
聚欢乐，全市联动、全民参与、百花齐放，
打造出集展示、演艺、体验于一体的新文
旅消费场景。 （陈敏锐）

第二届江门艺术季从7月持续至9月

五大板块69项活动打造艺术盛宴

即将迎来退休
肉眼发现堤岸6处渗漏点
今年以来，西江水位多次超过警戒

线，陈宝胜与同事一刻也不敢放松，巡堤
时要经常用木棍试探堤岸土层。晨光下
黝黑的皮肤，是守堤人的勋功章。

观察西江水，护好西江堤，这就是陈
宝胜心中的头等大事。“今年下半年就要
退休了，但是不影响值班。”在岗的最后
一年，他也一如往常，未曾丝毫懈怠过。

6月14日下午4时，陈宝胜与往常
一样和同事一起到西江外滩巡堤。

“当时，我正沿路教两个年轻人如何
判断堤坝渗漏点，也就在这个时候，大家
发现堤坝内围一处泥土被打湿了，有水
冒出来，泥土有被冲开的迹象。”凭借多
年的经验，陈宝胜判断该处有渗漏。

紧接着，陈宝胜用手将泥土扒开，发
现渗出的水为清水，初步断定该处并非
西江水涌入，而是内部积水或地下水。
陈宝胜讲解道：“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
危险。但如果水是浑浊的，并且伴有泥
土，那有可能是外围西江水，此时若不注
意，坝内中空，就有塌方危险。”

就算判断情况较轻，但陈宝胜依旧
严格按照水利部门规定执行：西江水位
超过2米时，巡堤中发现渗漏点必须第
一时间上报，等待专家勘测。当天，他继
续巡完了13多公里堤岸，凭肉眼便发现
其他5处渗漏点，并立即向上级报告，工

作人员立即采取措施，对渗漏点进行重
新填石加固。

“堤坝对于整个江门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非常重要，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
堪设想。”陈宝胜告诉记者，他在这条堤
上走了几十年，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每
一个角落都清清楚楚，一眼便可以看出
哪里是渗漏点。

当天同在现场的外海街道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区国良告诉记者，陈宝胜
在堤岸边练就了一双“鹰眼”，一眼便知
水位深浅，还熟练掌握了修理水泵、铺土
工布等工作技能。而他也在陈宝胜的帮
助下成长，传承着这份守堤人的精神与
技艺。

水位足有3米深
反复潜入水中解危机
陈宝胜与水的关系可谓“相爱相

杀”，记忆中有童年戏水的欢笑，亦有护
堤堵洞时的凶险。不仅如此，水也承载
了他对于父亲的记忆。

“小时候我家住河边，我和小伙伴们
常去河边嬉戏，所以我很早就学会了游
泳。”陈宝胜回忆起童年的点滴，许多欢
乐都与水有关，对于水利工作的兴趣也
在童年时期萌芽。

陈宝胜的父亲是一名老水利人，年
幼时他经常跟父亲一起去巡堤。在父亲
影响与自身兴趣的双重驱使下，陈宝胜
于1979年加入水利人“大军”，父子俩一

起共事了几年。“当自己真正成为水利
人，以水利人的身份同父亲去巡堤时，那
种感觉很特别，与童年的欢愉不同，更多
的是感受到了一份责任。”他说。

同样加入水利人“大军”的还有陈宝
胜的哥哥和弟弟，但是，最后坚守下来的
只有他一人。“当时的工作环境很辛苦，薪
资也低，于是大哥和弟弟相继转行了。”陈
宝胜说，自己比较“一根筋”，因为热爱这
份工，便认定这份工，一干就是43年。

43年间，陈宝胜见证了无数紧急的
瞬间，最令他难忘的还是2005年的洪水
过境。

当时，西江电厂围堤底部有一条管
道通往西江，用来吸水散热，2005年6月
的某一天，那条管道接口处爆裂了，导致
外江水通过管道涌入内围。

“水位足有3米深。”陈宝胜回忆说，
到达现场后，他便意识到情况紧急，“来
不及商量，同事里我水性最好，于是脱了
衣服就扎进去了”。洪水过境，水中一片
泥黄，让人睁不开眼睛，陈宝胜便用双手
感知水的流向，气不够了就浮上来喘一
口再下去。

反复十几次，他成功找到了问题所
在，大家也根据他的判断采取围堰措施，
最终化险为夷。

43年的水利人身份让陈宝胜尝到
了工作的苦，同样也尝到了生活的甜。

“在一次执行抢修任务时，我和妻子相
识，因为都是水利人，一来二去便熟悉起

来，确定了恋爱关系。”陈宝胜说，为了兼
顾家庭，照顾小孩，妻子辞去了水利工
作。聊到这里，他的眼圈开始泛红，“我
们以堤为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自
然冷落了家人，家里大小事都落在妻子
的肩上”。

“那时候小女儿不理解，常问我为什
么长时间不回家，好不容易回一趟家，为
什么又匆匆离去。”面对小女儿连珠炮似
的质问，妻子没有跟着埋怨，而是替他打
圆场道：“你爸爸也想多陪陪我们，但目
前汛情严峻，那么多人都在守护大堤安
全，他作为党员有什么理由待在家里
呢。”

与家人聚少离多，一个人需要扛过
的还有很多漫漫长夜。“洪峰过境时，我
们需要24小时巡堤，13多公里的长堤来
来回回走，反反复复走。”陈宝胜说，夜晚
的风声混着潮水拍打声窜入他的耳朵
里，他的眼睛需要始终注视着手电筒照
射的地方，也会有疲倦的时候，只能凭借
意志力挺过去。

潮水“拼命”拍打着堤岸，堤岸一声
不吭，从不抱怨。

面对枯燥乏味且收入不高的工作，
陈宝胜一干就是43年，他见证了江门西
江堤岸的变化、水利的进步以及城市的
发展。43年，白驹过隙。“从年少到年
迈，转眼间就要退休了，非常感慨，对于
我而言，一直守着这堤坝，就是我生活的
意义。”陈宝胜说。

深夜的侨乡，不眠的守堤人。

7月某一天的凌晨4时，西江堤岸外海段，守堤人陈宝胜紧握手电筒巡查，

台风“暹芭”来袭，暴雨阵阵，他的衣服湿淋淋的。不远处的雨棚里亮着灯，同事

们在里面记录着当日水情。

今年4月初以来，西江中下游北部、北江迎来多轮强降雨，西江江门段的水

位多次超过警戒线。也正是从那时起，陈宝胜和同事们守护着堤岸背后数以万

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没再下过堤。6月14日，陈宝胜在洪峰过境时发

现6个河堤渗漏点，为保大堤安全再立一功。

从1979年进入外海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以来，陈宝胜守着西江堤

岸43年。洪峰过境时，他最常值的就是凌晨4时至正午12时的早班、晚上8

时到凌晨4时的夜班，与潮水泥沙为伍，与蛙鸣犬吠为伴，也曾不顾危险潜入水

中抢险，不负其名守安澜。他说：“一直守着这堤坝，就是我生活的意义。”

文/张浩洋 李雨溪 何榕 陈婵 面对枯燥乏味且收入不高的工作，陈宝胜一干就是43年。 何榕 摄

跨越43年的坚守，西江守堤人陈宝胜：

一直守着这堤坝
就是我生活的意义

本届艺术季系列活动艺术水准上乘，引来不少专业观众。 郭永乐 摄

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4月份，休养院组织大家赴四川
乐至县的陈毅故居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来回车程有近4个小时。虽然我
年纪大了，这些年很少出远门，但我
还是主动提出参加这次活动，当了一
名宣讲员。为保证宣讲质量，我提前
两天认真准备讲稿。在一个多小时
的宣讲里，我讲述了自己的战斗经
历、受伤后如何自强自立，以及现在
的幸福生活。

一位年轻人听完宣讲后对我说：
“您讲的内容给了我很大震撼，我更
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
们青年人一定要更加奋发图强，建设

好我们的祖国。”
为了常讲常新，老战友们每天看

新闻，及时调整宣讲内容。现在，在
世的11名成员平均年龄85岁了，我
们老战士宣讲团会一直讲下去，坚持
讲到自己不能动的那天为止。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退役军
人，国家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帮
助退役军人解决后顾之忧。地方拥
军工作也做得很好。我们休养院的
医疗设备先进，遇到疑难杂症，还会
请大医院专家来会诊，我们感到很安
心。

每每想起牺牲的战友，我就觉得
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活到今天，还看
到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辈
子真的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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