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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黄胜

11月29日，天气晴好，在新会区双水镇
永发农场，成熟的水稻迎风摇曳，饱满的稻穗
压弯了穗秆。由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
合江门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2022年广东“省
市联动”（江门）水稻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
动在这里拉开序幕。来自五邑地区的10位
农机手参加了比拼。

比赛前，1号参赛选手李胜业心情不错：
“我来自台山都斛镇，种植了近87公顷水稻，
今年晚造收成比去年同期好。”

当天上午10时，裁判宣布比赛开始，选
手们随即开动收割机，在划分整齐、均等的稻
田里进行收割作业。

江门是广东省农业大市，也是全省农机
大市，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米袋子”“菜篮
子”。近年来，江门市深入推进“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以农机农艺融合、机械化信息
化融合、农机服务模式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相适应、机械化生产与农田建设相适应为路
径，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
型升级。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达183万千
瓦，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67%，水稻
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1%，位居全省前列。

“比赛要求，收获过程留茬不能超过18厘
米，收割过程以满割幅进行，机械行走速度则
由选手自行决定。”裁判梁伟光介绍。

“希望参赛选手在比赛中精操作、比技
能、展风采，增强节粮减损、减损就是增效的
意识，为‘丰收到手，颗粒归仓’发挥示范带
头作用。”江门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本
次技能大比武活动裁判长刘朝东表示，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对
稳定农业生产带来新挑战，推动农业机械化
持续健康发展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深
远意义。

在广袤的稻田里，10位选手分为两组先
后“过招”。随着收割机前方拨禾轮快速运
转，后方出口秸秆碎屑飞舞，金黄的稻粒纷纷
被“收入囊中”，只留下一行行稻茬。不一会

儿，农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每位选手旁
都有一名裁判进行评分，完成速度越快、损耗
率越低的选手得分越高。

据了解，今年江门全市水稻种植面积
16.9万公顷，机收率将达98.5%，但是机收损
失率较高，基本在5%左右。通过规范操作，
提高收割技术，机收损失率每降低一个百分
点，全市就可多收1.8万吨粮食。

经过激烈角逐，3号选手余卓宏获得第一
名。

“各位选手的水平都不错，平均损失率为
1.01%，最低达到0.37%。希望通过本次大比
武，增强大家的减损意识，争取将损失率控制
在2.8%以下。降低机收损失率的技巧从生产
过程上讲有三个方面：在选种阶段，要选择落
谷少的品种；在栽培阶段，要注意田间管理；

在收获阶段，要注意天气影响，尽量选择好天
气。另外，农机手在操作收割机时，不能一味
追求速度，要匀速稳步推进；禾桩高度要保持
在18厘米左右。”刘朝东点评道。

“我是来自新会会城的一名专业农机手。
收割要观察禾面密度，密度高、成熟度高就要
放慢速度，做到减少损失。”余卓宏与大家分享
操作经验与比赛感受，“这次比赛让我进一步
学习到降低机收损失率的方法”。

余卓宏表示，在购机、加油、技能提升等
方面，政府提供了很多帮助。以加油为例，只
要提前向农机所报备，在加油站登记，就可以
享受九五折的农机加油补贴。同时，购买农
机也有全价约30%的优惠力度，以他购买的
收割机为例，最高补贴达到5万元。政府还经
常举办培训交流活动，帮助他们学习最新的

农机知识。
“我已入行10多年，通常自带农机上门

服务。每年6月中旬到7月末、10月底到12
月是收获季，排期很满，除了下雨天，基本不
停工。上午比赛完，我下午还要去割禾。我
们一天可以收割3到4公顷水稻。”余卓宏说。

“下一步，江门市将继续推动水稻机收减
损工程各项工作，推广低损失率收割机具，做
好机具检修和机手培训，最大限度降低机收
粮食损失率。”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梁浩
彬说。

据了解，这是继今年早造省农业农村厅
在台山举办省级水稻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
后，再一次在我市举办的省级机收减损活动，
充分体现了各级政府对实施水稻机收减损工
程的重视。

田间“过招”以减损论英雄
——2022年广东“省市联动”（江门）水稻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侧记

10名参赛选手分两组进行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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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皇智尧

在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持续深入
推进的背景下，中小学生每天开展1小时阳光
体育运动在我市校园中已成为常态，一些学
校还开设了诸如武术、排球、气排球等特色体
育课程。然而，孩子们在校园外的体育运动
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此前，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委员议事厅”
调研组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逾570名受访
者中，学校体育课频率一周两节的占比最多，
达到36.43%。这也意味着，学生在校园中除
常态化开展的大课间活动之外，体育课所能
提供的运动锻炼时长有限，因此，课后闲余时
间和校园外的运动锻炼显得格外重要。

近期，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委员议事厅”
调研组聚焦校园外学生运动锻炼的情况，与
我市部分学校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积极交流，
探讨如何让体育从“一门学科”变成“一种习
惯”，推动阳光体育运动进一步发展，提高我
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

中小学时期是提升体质的“黄金期”
一直以来，学生的文化课被很多家长视

为第一要务，在校园中占据大多数时间，体育
运动与文化学习间的“时间拉扯”让不少家长
感到困扰。

“有时候，文化课的任务比较多，孩子们
完成文化课任务后再去进行体育锻炼，不仅
会很晚而且也很累……”“学习跟锻炼方面，
我只能更偏向于孩子的学习……”市政协“委
员议事厅”调研组走访调研过程中发现，如何
处理好学习成绩和运动锻炼的关系，成为困
扰家长的一大难题，这也是校园外学生继续
开展体育运动的主要阻碍。

“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和重要，因为任何国
家的学校和家长都非常关注学生文化课的成

绩，学生文化课的成绩是考量学生的一个重
要标尺。”市政协智库专家、五邑大学艺术设
计学院院长张超认为，“国内外相关科学研究
表明，学生体质健康与学习成绩之间有明显
的关联性，其中学生学习成绩提升的重要变
量是心肺健康。而学生的心肺功能恰可以通
过参与耐力性运动得到提高。”张超认为，种
种研究表明，学生生理指标越好，智力水平越
高，心理越成熟。

然而，面对中考、高考等人生重要节点，
一些家长也提出这样的疑惑：为什么不可以
等孩子们考上理想大学再开始运动呢？

“中小学时期是孩子们身心成长和发育
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的体育运动给他们一
生带来的好处，比之后运动带来的好处更加
重要。”市政协智库专家、江门市体育运动学
校校长李宏利表示，中小学时期是提升体质
的“黄金期”，这段时间的运动对孩子骨骼、肌
肉力量、心肺功能、肠胃消化、神经系统等身
体机能都有巨大帮助，因此一定要抓住这个
时期多多引导孩子参加体育锻炼。

同样有此看法的市政协委员张书羿表
示，青少年时期的运动锻炼，关乎人一生的身
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对于让人的“生命峰值”
延后，使人的生命延长具有重要意义。“在我
国，有关专家研究认为，人的生命峰值在36—
45岁时，人的生理功能状况最佳，这个阶段
后，身体状况从峰顶开始下滑，部分器官开始
衰退。但在我们邻国日本，这个生命峰值一
般能达到60岁，这离不开他们对于青少年从
小运动锻炼的高标准要求。”在张书羿看来，
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需要校园和家庭携手
推动。

家庭教育更应重视体育教育
近年来，在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体育教

育收获越来越多关注，尽管体育运动与文化学

习的“时间拉锯战”仍在继续，但也有越来越多
家长开始为孩子选择校外体育培训班，希望孩
子在校园外也能得到专业的体育教育。

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议事厅”
调研组在走访中发现，我市部分家长在为孩
子选择校外体育培训时，有的一次性报了好
几个体育培训班，随之而来的就有例如师资
不专业、设备不齐全、场地有隐患等乱象风
险。

“我们要明白，让孩子参加培训班的目
的，是为了让孩子掌握一些体育运动的技能，
取得更好的锻炼效果。”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郑
南才坦言，近年来家长在孩子体育方面的培
训需求呈递增趋势，庞大的市场需求让不少
资质不足的机构趁虚而入，有一部分家长是
盲目跟风报名参加应对各种考试的体育培训
班，有的是因为没有从小重视孩子的体育锻

炼，为了应试赶紧“补课”。
在郑南才看来，一方面，家长要考察培训

班的资质，着重观察教练的讲练方式、耐心程
度，以及培训机构在防护措施、教学方面的专
业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家长应转变思
想，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比如兴趣、体能、
参训目的等进行选择，不要盲从。

张超认为，家庭教育更应重视体育教育，
家长应该主动和孩子进行体育活动，让孩子
感受到家庭体育的快乐，让体育从“一门学
科”变成“一种习惯”，“有些国家在开展体育
课和体育活动时经常邀请家长参与，这种以
家庭形式为主的体育教育和训练模式，不仅
能让学生更喜爱体育，而且能帮助家长与孩
子培养更融洽的亲子关系，例如打造综合性
社区体育俱乐部、引导家长参加社区体育志
愿服务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市政协“委员议事厅”聚焦中小学生体质健康

让体育运动变成一种习惯

江门体育中心场馆内，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进行体育锻炼。

江门日报讯 （记者/凌雪敏） 11 月 29
日，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深圳万泰认证
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江门供深圳农产品产销
对接会通过线上会议在深圳召开，江门和深
圳企业通过线上无缝对接并达成共识，通过
江深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基地的打造，打通
江门农产品供深圳产品的“最后一公里”。

记者了解到，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标对接供深农产品
质量安全标准，提升江门市供深圳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江门
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开展江深农产品质量安全
标准比对项目，按照“标准比对”+“结果互认”
的思路，构建江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
系和地方评价体系，实现供深农产品市场的
无缝对接，以实施标准化战略带动江门本地

优势农产品质量提升。
自2020年5月份江深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比对项目启动以来，深圳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通过实地调研、标准编制、基地孵化的方式，在
江门市培训指导农产品标准生产基地20多个，
覆盖生猪、鸡、鸡蛋、马冈鹅、大米、茶叶、生蚝、
鳗鱼、南美白对虾等15个特色产品。为贯彻落
实《江深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对工作》对江深
农产品标准基地建设的工作要求，让江门地区
优质农产品走进深圳，实现与深圳市场的产销
对接，在这次对接会上，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深
圳万泰认证有限公司、深圳大渔水产供应链有
限公司、台山市悦顺养殖有限公司、台山市谭江
米业有限公司、江门市天晨村食品有限公司等
单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在江门地区孵化培育

近30个既对标“圳品”同时又突出江门地区特
色的标准化生产基地，打通对接渠道。

“江门地区特色农产品丰富，将继续打造
标准化基地给深圳地区提供更多的优质农产
品，实现江门与深圳的‘双向奔赴’共赢局
面。近30个对标‘圳品’的江门农产品，通过

‘标准比对’+‘结果互认’，按下江门农产品加
速流入深圳市场的‘快进键’。”江门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深圳万泰认证总经理胡迅表示，深圳作
为食用农产品输入性城市，江门作为食用农
产品输出性城市，双方的产品“品质对标、市
场对接”具有深远意义。本次活动也充分体
现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技术服务、市场对
接”精神。万泰认证通过标准构建、基地孵化
打造安全好吃的农产品，为两座湾区城市在

农产品市场上的深度互动打通了“最后一公
里”，实现双方的无缝对接，让江门地头上的
优质农产品无缝对接深圳市民的餐桌，满足
深圳市民对“圳品”的需求。

采购和生产企业相关代表充分交流产品
信息，达成合作协议，对江门地区农产品基地
标准化建设工作表示支持。采购企业深圳大
渔水产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通过对
接会直接找到江门地区地道的第一手货源，
省去中间环节，采购到产品品质正宗、价格有
竞争力的特色农产品。销售企业台山市悦顺
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台山本身拥有得
天独厚的生蚝养殖条件，产品品质独特，希望
通过产品对接会，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
的台山生蚝，提高其在大湾区知名度，促进产
业健康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

打造标准化基地 打通对接渠道

把江门优质农产品端上深圳市民餐桌
江门发布产业工程师暨博士博士后
揭榜创新赛技术攻关榜单

为15个项目
提供研发经费超1亿元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奕维）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
为大力实施“产业工程师集聚计划”，促进科技成果与企
业需求的有效对接，推动博士博士后“政产学研资”融
合，2022年江门市产业工程师暨博士博士后揭榜创新赛
技术攻关榜单于近日正式发布。榜单包括15个项目，涵
盖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现代农
业与食品、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领域，提供研发经费总
额超1亿元。

本次揭榜创新赛参赛对象为榜单项目的技术供给方，
不限国籍、户籍、地域，面向博士博士后、产业工程师群
体。参赛方案需符合以下条件：能针对企事业单位、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重大平台载体等的技术难题提出明确解
决方案，要求思路清晰、技术路线可行、数据真实；有明确
的预期目标及相应的技术指标，有可靠的项目完成年限及
进度安排等；具有合法自主的知识产权，无任何知识产权
纠纷；参赛者为多人组团进行联合攻关，团队内部有较为
明确的合作机制。

大赛设置了丰富的奖项和多项政策支持，其中“金点
子奖”不少于3个，每个奖金不少于5000元；符合条件的
获奖项目优先推荐申报江门市博士后创新实践课题，给予
1—2万元课题资助；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团队更可享受
江门市最高300万元的人才政策扶持措施。

更多大赛信息，可关注“五邑人社”“侨都江门博士后”
公众号了解。

江门市新能源汽车修理工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汽车“医生”同台竞技
江门日报讯（张奕维 胡家铭）当新能源汽车风潮

如约而来，改变的不仅有驾车者的体验，还有维修技工
的作业门槛和规范。近日，由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主办，江门市文旅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2年江门市新能源汽车修理工
职业技能竞赛在江门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麻园保修厂举
行，共有来自江门市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8支队伍24
名修理工参赛。

参加比赛的8支队伍分别来自江门市公共汽车有限
公司保修厂、台山汽车总站保修厂、鹤山汽车总站保修厂、
新会公共汽车分公司保修厂、江门汽车总站保修厂、恩平
汽车总站保修厂、广东宏达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江门市
蓬江区香江汽车修理厂有限公司。

比赛现场，选手们个个聚精会神，大显身手比技能。
来自江门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保修厂的参赛选手黄迎波
说：“很高兴能参加这次竞赛，每次竞赛都可以让我进一步
熟悉新能源车辆维修的操作流程。”

经过激烈的角逐，江门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保修厂获
团体一等奖，新会公共汽车分公司保修厂获团体二等奖，
鹤山汽车总站保修厂获团体三等奖。

新会区大鳌镇新联村党总支

以咸水歌宣传
党的二十大精神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华炽 通讯员/黄淑玲）“党的
二十大精神唱起来，生活幸福每人有感受……”11月30
日，嘹亮的歌声在新会区大鳌镇新联村议事亭响起。原
来，新联村党总支创新开展党群服务日活动，以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党的二十大精神传进家家户户。

“我是嫁到新联村的，我觉得咸水歌很好听、很‘上
头’。党的二十大精神被两位老师唱出来，既有神韵，又接
地气。”村民梁雪瑜说道。据了解，咸水歌在大鳌镇有300
多年历史，其唱腔、唱法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具有独特韵
味，在2007年被列入江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
鳌咸水歌以大鳌本地方言为基调，是一种原生态唱法，没
有固定的歌词。它讲究韵律，是大鳌百姓的杰作。”咸水歌
非遗传承人李凤连是本场活动的表演者，她和拍档陈红焕
通过报纸等媒体，认真学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感受良多，
最终以咸水歌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江门本地的说唱，
真厉害。”现场一位年轻观众说道。

目前，新联村网格议事亭已经成为该村宣讲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红色阵地”，议事亭内挂满与“党的二十大
精神”相关的知识灯谜和“金句”，吸引群众踊跃竞猜、争
相诵读。

江门日报讯（记者/凌雪敏 通讯员/叶美霞） 11月24
日—25日，由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指导，中国咖啡产
业联盟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咖啡师团体锦标赛，在湖南长沙
举行。来自我市的“侨都咖啡队”及“大湾区青年队”分别
获得金牌团队、银牌团队的荣誉。

本届赛事聚集了从上海、成都、云南、长沙及粤港澳
大湾区等全国各地优选出来的多支咖啡师团队。在江
门市商务局的指导下，江门市商业协会咖啡专业委员会
集结八位实力“大咖”，分别组建“侨都咖啡队”及“大湾
区青年队”两支队伍代表江门出战。赛事通过手工咖
啡、浓缩与牛奶咖啡、创意饮品、轻食搭配四个环节，模
拟真实的咖啡馆经营场景进行技术角逐，从专业到服务
进行全方位比拼。

“侨都咖啡队”四位成员均来自江门本土的咖啡企业，
他们凭借专业的沉淀，在感官上表现十分出色。而在比赛
的创意咖啡部分，他们使用新会陈皮作为原料，与咖啡结
合，以侨为桥，向全国展现侨都咖啡的独特魅力。来自诚
品咖啡的廖泽华和齿轮咖啡的周达峰是“侨都咖啡队”的
参赛队员，廖泽华表示第一次参加展演赛，非常享受团队
间的合作。周达峰表示：“没想过咖啡类的比赛可以结合
餐食环节，并以团队形式参与，团队的力量也是这次比赛
最珍贵的体现。”

“大湾区青年队”由港籍青年咖啡师、江门资深咖啡
师、咖啡爱好者组建而成，他们都是2022年江门市咖啡师
职业技能竞赛中排名前四的选手。赛场上，他们把技术发
挥到极致，团队间的高度配合，让整个比赛过程赏心悦
目。他们四位因咖啡结缘，也因咖啡走上这个更大的舞
台。“曾经参加过很多个人赛，团体赛是第一次，筹备时间
紧但结果是超乎预期的，这全赖团队间的互相支持与帮
助。”邦德利咖啡主理人陆浩彬说。

侨都咖啡师
在全国赛事中摘金夺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