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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翁丹萍 通
讯员/何剑凤） 11月22日，“文明开
平·幸福侨乡”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暨
开平市第十九届“金秋曲艺敬老活动
周”优秀节目展演活动走进月山镇金
居村，为广大群众带来一场耳目一新
的视听文化盛宴。

活动中，曲艺社团为观众送上粤
剧折子戏《蟾宫证仙缘》、粤曲独唱
《惆怅杜鹃花》、开平民歌《共建幸福
新开平》等节目。现场气氛热烈，喝
彩声、鼓掌声此起彼伏。群众纷纷表

示，能在“家门口”看好戏，太过瘾了。
据悉，本次活动由开平市文广旅

体局指导，开平市文化馆总馆、开平
市各镇（街）分馆主办，旨在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新时代文明
实践文化文艺志愿服务落到实处。
本次活动把粤剧、粤曲、民歌等优秀
节目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让群众
近距离感受传统戏剧独特的艺术魅
力，真正将文化惠民、服务百姓落到
实处，进一步擦亮开平“中国曲艺之
乡”品牌。

打青山绿水牌 唱生态农业戏
赤水镇加快培育建设“赤水优品”行政区品牌

今年以来，赤水镇坚
持“打青山绿水牌，唱生
态农业戏”，积极探索“两
山”双向转化路径，以绿
色健康产品为主线，以原
产地优势资源、科技创新
成果、健康特产为主体，
打造一批地域特色鲜明、
生态特征突出的优质产
品和服务，加快培育建设
“赤水优品”行政区品牌。

如今，“赤水优品”行
政区品牌建设正不断优
化、提质，蓄势待发。赤
水镇以行政区品牌建设
为突破口，引领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提高发展内生
能力，培育优势产业，促
进共同富裕，更好地建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
兴。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敖转优

筑起生态屏障
保障“赤水优品”品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这一美好目标和蓝图鼓舞人心、催人奋
进，为赤水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明
了路径。”赤水镇党委书记黄大勇表示，
赤水镇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依托
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加
快推动“赤水优品”建设，打造农民致富
产业、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粮食安全支柱
产业。

千里沃土，生态崛起。赤水镇拥有
国营东山林场、狮山林场近70平方公
里，狮山水库4.1平方公里，水库水质连
续多年稳定在二类水质标准，开平境内
唯一的温泉资源蕴藏其中。

作为生态优美、资源丰富的农业大
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农业资源禀赋，
赤水镇孕育出灿烂的侨文化、农耕文明，
坐拥生态开发区战略优势，积极响应国
家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优越的生态环境，优质的水源是“赤
水优品”绿色、健康的保证。

近年来，赤水镇严守资源环境生态
红线，实施退耕还林、治污治水、小流域
治理等系列重大项目，通过制定生态文
明建设监管“责任清单”，从严落实各类
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加大河长制、林长
制宣传力度，加强开展岸边违章搭建清
理、沿河卫生整治、河道清淤整治等工
作。做好水面保洁网格化，定期对水面
做好保洁工作；加快推进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工作；强化森林防火工作，落实
好防火责任制；加快推进江门市潭江流
域跨界重点支流综合治理工程赤水段工
程、史佬山水库、旧羊栏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狮山西灌渠工程施工进度，为“赤水

优品”筑起一道天然绿色、高效安全的生
态屏障，提供可持续的生态资源供给。

坚持党建引领
凝聚产业振兴力量

赤水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通过搭建学习交流平台，组织村
（社区）“两委”干部外出参观学习，组织
开展“赤水优品”培训班，建强干部队伍；
坚持以“党建引领产业兴旺”为导向，深
化“两新”党建工作，深化“浙江人在赤
水”党建品牌，深化与嘉士利集团党委和
江门照明电器协会的党建结对共建，全
力打造人才创业创新的洼地，发挥基层
党支部和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

此外，赤水镇还高度重视人才在“赤
水优品”行政区品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鼓励创新型人才、个性化劳动人才、专业
化人才积极投身“赤水优品”行政区品牌
建设，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参与“赤水优
品”建设，着手重点在“赤水优品”生产、
加工、制作、销售等环节，培育一批农匠、
工匠、非遗传承人、匠心服务员、创新高
手和创业新星，为“赤水优品”锻造一支
高素质、专业化、能干事、善创新的人才
队伍。

坚持高位推进
精心谋划发展蓝图

作为开平市的生态开发区和农业大
镇，目前，赤水镇发展形成了一大批深加
工企业，以及种类繁多的绿色健康农产
品。

当前，赤水镇坚持政府主导“赤水优
品”建设，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绿色健康产品
为主线，以镇行政区划为边界，鼓励发展
以原产地优势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健康
特产为主体的优质产品，打造一批地域
特色鲜明、生态特征突出的优质产品和
服务，加快培育建设“赤水优品”行政区

品牌。目前，该镇正着手编制《开平市赤
水镇“赤水优品”行政区品牌培育建设规
划》，指导“赤水优品”行政区品牌建设有
序开展，并加快制定《开平市赤水镇“赤
水优品”行政区品牌建设实施方案》，明
确各村（社区）、各部门职责，分解培育建
设工作任务，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此外，赤水镇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前
来“把脉问诊”，为“赤水优品”发展出谋
划策；多次进行研讨，推出第一批十大类

“赤水优品”，开展好培育建设工作，紧锣
密鼓加快行政区品牌建设。

夯实发展基础
以产业支撑“优品”建设
加快推进投资1.15亿元的金箩米业

项目建成投产，打造江门市丝苗米跨县
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引入总投资3750
万元的家禽屠宰及预制菜加工项目；扶
持水和豆调味品厂、碉乡山泉水厂、华滨
世界之康、裕茂农场、鸿懋农场等企业做
强做优……

这是近年来赤水镇加强招商引资、
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强化以产业支撑“赤
水优品”发展的有力体现。与此同时，赤
水镇还整合33.3公顷土地，全力打造“稳
糖米”项目。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鼓励企业和合作社打造自主品牌。

此外，赤水镇坚持“产品为王”，挖掘
“赤水优品”特色农产品，创新农产品深
加工，聚焦原产地特征，突出“赤水优品”
的绿色健康特征和精益求精的创新精
神。

赤水镇还创新谋划企业、村委会、村
民之间的合作模式，带动企业发展、农民
致富，为培育好“赤水优品”行政区品牌
打好坚实基础。

当前，赤水镇全体党员干部正在加
快开展“赤水优品”行政区品牌顶层设计
谋划、挖掘培育产品、整合集群产业、育
干育才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坚决把“赤水

优品”行政区品牌打造成为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新领域、新平台，助力乡村振
兴。

江门日报讯（记者/翁丹萍） 11月
19日，塘口古宅月刊社举办《古宅月刊》
复刊100期庆典暨古宅“侨胞之家”、涉
侨诉调服务驿站揭牌仪式。

侨刊作为“集体家书”，是联系海
内外家乡人的精神纽带。《古宅月刊》
创刊于1928年，是以塘口古宅地区方
姓氏人为依托的家族刊物，以“沟通侨

情、联络宗亲为家乡建设服务”为办刊
宗旨，于1948年停刊。改革开放后，于
1984年10月复刊，复刊至今又出版了
100期。作为侨刊，《古宅月刊》也是族
人的“集体家书”，记录了方氏族人的
奋斗历程，每期均邮寄到美加、南美、
东南亚、欧洲等地区的方氏族人。

一直以来，《古宅月刊》坚持立足

侨乡、侨情实际，用心用情撰写富有古
宅特色的“集体家书”，在解侨难、献侨
智、凝侨力、聚侨心等方面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构建了维系海外侨胞
情谊的“精神家园”，深受社会各界好
评。

接下来，古宅月刊社将以古宅“侨
胞之家”、涉侨诉调服务驿站的揭牌启

用为契机，继续当好海外乡亲与家乡
的精神纽带和沟通桥梁。

古宅月刊社社长方永立表示：
“‘侨胞之家’的建成，是广大归侨、侨
眷和海外侨胞的大喜事，将成为暖侨
心、联侨益的联谊之家，成为向海外亲
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家乡发展故事
的好平台。”

水口镇以积分制赋能乡村治理

“兑”出乡风文明新活力

“家里刚好没有洗洁精了，我就用积累的分数到‘文明超市’兑换
日用品。用积分记录文明，用行动传递正能量，真好！”连日来，不少群
众来到水口镇后溪水口园村的“文明超市”兑换牙膏、花生油等生活用
品。大家满脸笑容，提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今年以来，水口镇在辖区泮村村、后溪村、红花村试点推广实施积
分制，在爱党爱国、遵纪守法、乡村建设、人居环境、家庭美德等方面合
理设置积分内容。同时，设立“文明超市”，实行物质、精神双重奖励，
充分激发党员、群众在推动乡村振兴、文明实践活动、智慧网格管理中
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解决“群众难发动、队伍难组建、事务难管理”
等乡村基层治理短板问题。

对于积分制带来的变化，后溪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谈健彬感触
颇深：“以前的乡村治理工作，群众参
与感不高、积极主动意识不强，镇驻
村工作组、‘两委’干部参与基层治理
的精力又有限。实施积分制以来，特
别是谭国标烈士生前事迹展览开放
以来，村党总支组织村民走进故居参
观，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不
少群众一改往日‘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的态度，纷纷思考如何‘赚’积分，
主动为村里的各项事务建言献策。
例如，为避免电动车进楼道，屋主主
动安装共享充电桩；村民积极参与疫
情防控等。大家自觉将‘村里事’变
成‘家里事’。”

文化领航是后溪村实施积分制
的鲜明特点。该村充分利用辖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平市党员教育基
地谭国标故居，打造文明实践阵地，
提升村民文明素养，为乡村振兴培根
铸魂。

“真的没有想到，搞好自家的‘四
小园’，不仅享受了优美的环境，还有
礼品可以兑换，真是一举两得。”红花
村村民谭德耀高兴地说。

据悉，在积分制实施过程中，红
花村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多方
参与”的方式，通过党员干部带头、村
民参与，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积分内
容，提高村民的卫生意识和文明意
识，营造全民参与的氛围，进一步改
善村容村貌，为建设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的美丽红花提供内在精神动力。

“攒下来的积分不但能兑换成大
米、食用油，还能作为参评文明家庭、
星级文明户的依据。我对村里创建
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红色美丽侨村的
信心更足了。”泮村村无职党员邝贵
兰开心地说。

红线女是泮村村的一张响亮文
化名片，泮村村党总支将“党建+积
分制”与弘扬传统文化相结合，针对
无职党员作用发挥不明显、人岗不
匹配的问题，合理设置岗位、完善积
分评价机制，制定岗位积分标准，推
行“群众点单，村党组织派单，党员
接单”工作模式，压实基层党组织管
理党员的主体责任，架起党员与群
众沟通联系、友好互动的桥梁，为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
法、新路径。

乡村基层治理由“村里事”变成
“家里事”，“政府要我做”转变为“我
为自己做”，乡村治理精细化、科学化
和规范化水平大大提升——如今，积
分制在水口镇结出了累累硕果。街
头巷尾的垃圾少了，农村“四小园”变
整洁了；邻里互帮互助多了，矛盾纠
纷少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少了，热心
助人的志愿者多了……文明和谐的
春风吹遍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接下来，水口镇将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夯实基层治理根基，通过
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以点扩面、稳步
推进，努力形成“小积分大治理”的生
动局面，用“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献侨智 聚侨心
塘口镇《古宅月刊》庆祝复刊100期

开平大力推动文化惠民

把精彩好戏
送到群众“家门口”

●赤水丝苗米

●赤水山楂制品

●赤水调味品

●赤水麻鸭

●赤水蛋品

●赤水民宿

●赤水山泉水

●赤水水库鱼

●赤水走地鸡

●赤水瓜果

十大类“赤水优品”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潘贤珍 通讯员 吴瑞彬

红花村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积分内容，提高村民的卫生意识和文明意识。

赤水镇生态环境优越赤水镇生态环境优越，，丝苗丝苗
米是当地优势特色农产品米是当地优势特色农产品。。

赤水镇地域特色鲜明、生态资源丰富，十分适合发展民宿业。

移风易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