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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
交警在江门儿童公园帮助
找回23位走失小朋友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张胜军）大
年初一，在巡逻值守中，江门交警为有需要的群众及
时排忧解难，帮助找回走失的小孩、老人，守护群众
安全、团圆。仅在江门儿童公园，一天内就帮助找回
走失儿童23位。

大年初一下午，江海交警大队教导员李步邻带
领铁骑队员正在白水带体育公园附近路段开展春节
交通安保工作。在执勤期间，铁骑队员发现一名4岁
左右的小男孩在路边徘徊，且没有家长在身边照看，
于是将小朋友带至安全区域。经询问，才知道小男
孩跟爸爸走失了。李步邻安抚小男孩，并与小男孩
沟通，希望获取其家长姓名或联系方式，但小男孩因
年龄太小无法提供。铁骑队员随即联系辖区派出所
并通过白水带志愿服务驿站广播寻人等多种方式寻
找小男孩家长。后来，一名男子急急忙忙前来，经查
证，正是小男孩的爸爸。小男孩的爸爸对交警连声
道谢，表示他带着儿子和女儿来江门儿童公园游玩，
照看不周，导致儿子走失。他还表示，这是孩子第三
次在江门儿童公园走失了，也是第三次通过交警帮
助找到孩子。江海交警嘱咐家长照顾好小朋友，防
止此类危险行为再次发生。

江门交警提醒：假期出游，景区人多、车多，家长
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让孩子记得家人的联系
方式，谨防孩子走失，以免耽误行程甚至发生意外。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直接寻求现场交警帮助，或者
报警求助。

急诊“守夜人”为生命坚守
让更多家庭过一个健康年

除夕夜，是团圆的日子，但对急诊科医生而言，就是众多平常日子之一。这天，他们放弃与家
人团聚，坚守在各自岗位上，目的只有一个：让更多家庭过一个健康年。

台山的年味：打一场九人排球

江门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医生钟承志：

连上24小时，兼顾病房和诊室
除夕早上8点，钟承志一如往常，准时回

到医院。这天，他要值班24小时，直到初一
早上8点才能下班。

路上张灯结彩，让钟承志闻到了“年
味”。但一回到岗位，他就立即切换到工作
状态。他说：“穿上白大褂就会有种使命感，
只想把工作做好。”

春节，并不代表着工作就会很轻松，处
理完病房的工作，去诊室接诊病人……他一
直忙到晚上9点才稍微闲下来。

钟承志表示，虽
然现在重症患

者少了，但急诊病房里依旧住着病人，也会不
时接收患者。而且冬季正是老年人心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再加上节日期间
市民聚餐、外出活动增加，急诊科的压力依然
较大。

从医7年，钟承志没休过一个完整的春
节假期。今年是他和妻子结婚后的第一个
春节，虽然妻子嘴上没说，但钟承志知道，妻
子想两个人好好过个年。往年节假日值班
也没觉得有什么，但现在成了家，钟承志的
心里也有了牵挂。他说：“下班后好好陪陪
妻子，和她一起回阳江老家，看看父母，也有
几年没回去过了。”

作为急诊科医生，虽然辛苦，但钟承志
对这份职业有着自豪感和认同感。不论是
前段时间大家带病上岗，还是现在节假日

坚守，他都认为这是值得的、有意义的！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急诊科医生胡小剑：
年夜饭就是一顿工作餐

除 夕 晚 上 10
点，当大家在看春
晚、放烟花时，在江
门市五邑中医院急
诊科，忙碌才刚刚开
始……“胡医生，有

个病人需要你来看看。”“好，我马上过去。”
记者还没和胡小剑聊上几句，120就接回一
个患者，需要他立即去处理。

急诊科是个特殊的科室，节假日期间责
任更重，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患者，每一位
医护人员都始终保持应急状态。傍晚6点上
班后，胡小剑不是在出车路上，就是在接诊
病人。虽然工作节奏已经很紧凑，但对于已
经在急诊科干了几年的他看来，“这算是比
较平稳的工作状态了。”

这种从夜晚干到白天的工作作息，对于
今年35岁的他来说，早已成为工作常态。“急
诊科全年无休，没有节假日，都是轮班制，轮
到就去上班，不管周末还是节日。”他说。

当记者问到年夜饭吃的是什么时，胡小
剑平静地说：“科室的工作餐。”对他而言，春
节坚守岗位早已成为一种常态。在这个春
节，他要上4天班，选择把温情留给患者，把
严谨留给工作。他说：“春节在岗的医生不
止我一个，这其实没什么，我们的职业就是
这样。”

江门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医生郑振健：
和妻子一起坚守岗位

像平时一样，2023年除夕夜，郑振健依
然坚守在岗位救治病患。

除夕晚上，外面街道灯光璀璨，鞭炮声
时不时传来，但在江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内，这只是极其平常的一天。有时，节假日
反而是急诊科最忙碌的时候。

“你们先给她量下血压，检查一下。”当
晚9时许，郑振健和同事一起将刚接回来的
患者送至诊室。这是他当晚值班的第二次
出车，患者是一名80多岁的阿婆，下消化道
出血。

“整个晚上可能都这样度过，照顾病人，
处置突发情况，接救护车，直到第二天上午，
向下一班医生交接情况。”郑振健说，现在对
于春节，大家心里已没有太多波澜，最多就
是互道一声“新年快乐”。

稍作休息后，郑振健就赶忙去处理刚接
回来的患者。在这个夜班前，他已经连续上
了 3天夜班。春节最后 3天，他也要上白
班。与他一起坚守岗位的，还有他的爱人。

“她是消化内科的医生，通常节假日也是他
们比较忙的时候，这个春节我们一起值班。”
郑振健说。

作为双医护家庭，郑振健和爱人平时都
很忙，一起吃个饭都算奢侈。这个春节，由
于要值班，他们的两个孩子跟着老人在清远
过年，这也让郑振健的心里怀有一丝愧疚。
他说：“非常感谢家人理解我们的工作，也感
谢他们的支持。”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蔡昭璐 通讯员 陈君 黄玉妍 曾冬怡

2023年东方新年音乐会精彩上演

超20万人次
领略“台山好声音”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陈素敏）
奏响乐曲迎新春，凝聚力量启新程。1
月23日下午，随着悠扬的丝竹之声——
台山广东音乐响起，2023年东方新年音
乐会在台山市四九镇东方村李凌故里上
演，一批台山籍优秀音乐人、台山本地歌
手、音乐团体轮番上场，献上了一场精彩
绝伦的新春音乐会，吸引了各界群众
200余人现场聆听。音乐会还通过网上
直播，超20万人次的海内外台山乡亲、
广大网友线上领略“台山好声音”。

台山素有“广东音乐之乡”美誉，孕
育了广东音乐奠基人丘鹤俦、广东音乐
一代大师刘天一、新中国音乐奠基人李
凌等众多作曲家、演奏家。

当天，在广东传统民乐《步步高》悠
扬乐曲声中，音乐会拉开序幕。
随后，舞蹈表演、粤曲演唱、
台山民歌等节目轮番
上演。《南方的海》
用渔歌调表达
了对南海的
赞美、对海
上丝绸之
路 的 憧
憬和向

往；《我是台山人》唱出了自立自强、开拓
开放、爱国爱乡的台山人精神……

台山籍优秀青年音乐人、中国好声
音2021年度全国总冠军伍珂玥回到家
乡献唱，优美的歌声让观众大饱耳福。

“在新春佳节，把歌声送给家乡的乡亲父
老，特别开心、荣幸。每次回到台山，都
能看到焕然一新的家乡，感觉很骄傲，也
很欣慰。”伍珂玥在接受采访时为家乡的
快速发展点赞。

连日来，台山市精心筹划开展“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台山年”迎新
春文化活动，包括192项特色浓郁、丰富
多彩、年味十足的群众文化活动，涵盖文
艺晚会、非遗展示、景区活动、乡风民俗、
球赛竞技等项目，全面覆盖台山全市17

个镇（街），极大地丰
富了群众的节日

文化生活。

相关新闻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方欢

台山人欢度春节有个特别的传统，那
就是打排球，并且是九人排球。自1月21
日起，台山各镇（街）均有排球比赛，为兔
年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春节的气氛又回来了”
“我们的队伍虽然是临时组建的，不

过大家平时经常在一起打排球，配合是没
问题的。”斗山镇大湾村九人排球队工作
人员伍聪儒说。1月22—23日，在斗山镇
曾玩堂体育馆内，该镇举办了2023年春
节男子九人排球赛，大湾村九人排球队作
为参赛队伍之一参加比赛。每场比赛，体
育馆内座无虚席，加油声、呐喊声响遍整
个体育馆。

为了让更多群众领略竞技体育的魅力，
本次比赛采取“线下+线上”形式开展转播，
首日比赛累计吸引近40万人次线上观看。
而在斗山镇陈宜禧纪念广场宣传大屏前，精
彩的比赛同样吸引了许多群众驻足观看。

“好几年没球赛了，现在又有了，春节的气氛
又回来了。”斗山居民陈悦启说。

同样情况，春节期间每天都在四九、
冲蒌、水步、白沙、海宴、北陡等地上演，每
场排球比赛都吸引了大批群众前往观
看。而不能前往现场的群众，各地也贴心
地进行网络直播，让群众不错过任何一场
比赛。

九人排球赛的热闹程度，也验证了台
山很多老人嘴中常讲的一句话：“如果你
不会打球，不会看球和评球，那你绝对不
算是一个地道的台山人。”

全力打造九人排球精品项目
行走在台山的乡间你能发现，这里几乎

村村都有排球场。台山人热爱排球，只要有
一片空地，拉起网就可以进行排球比赛。

据不完全统计，台山市经常参加排球
项目活动的有近35万人，约占该市人口
的35%。每逢节假日或傍晚时分，城乡各
地排球训练、比赛比比皆是，热火朝天。
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活动，都会组织隆重
的排球比赛作为重要的庆祝内容。各赛
场座无虚席，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议
论的都是排球的精彩和比赛的结果。

虽然台山平时举行的大多数是六人
排球，不过到了春节，一定会是九人排球
为主。台山是目前世界九人排球运动开
展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排球运动史
上贡献最大的地区之一。随着六人排球
的兴起，九人排球逐渐退出世界排球运动
主流舞台，唯有台山人对九人排球运动情
有独钟，才把这项濒临失传的运动形式保
留至今，并成为台山地区深受群众喜爱的
一项群众性体育运动。

如今九人排球成为港澳台同胞、海外
侨胞和家乡人民联络感情的载体。台山九
人排球还传入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为中国体育外交与排球文化交流作出了贡
献，成为最具岭南特色的侨乡文化品牌。

九人排球和六人排球截然不同，采用
五局三胜制，每局21分；场地大，长22米，
宽11米；人多，9人成三排，全攻全守；不
换位，前排年轻人负责攻、拦，后排经验丰
富的老队员负责防守兼指挥；老少同场竞
技，适合群众广泛参与。

为传承排球文化，擦亮排球之乡品
牌，台山市每年都会举行九人排球赛，做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全力打造九人排
球精品项目。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周晓营

兔年春节期间，恩平市丰江农业合作社负责人
冯健华利用互联网知识，筹划冬种产品销售年度方
案。

“酒香也怕巷子深。”冯健华说，在如今网络信
息、流量为王的年代，一味深耕产品已不能跟上时代
步伐。他认为，再好的农产品只有卖出去才是好产
品。

2022年11月，恩平市拉开了冬种大幕，作为冬
种“主力”产品的恩平马铃薯开启了新的轮耕。“这次
冬种我们加大了与合作社社员的沟通合作，并提前
对接销售渠道，给足了合作农户信心，保证马铃薯的
种植面积。”冯健华对新一轮冬种抱有很大信心。

近年来，恩平市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
兴是重要内容，在这当中，乡村人才是必备条件。虽
是一名“90后”，但冯健华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马铃
薯“土专家”。展望新一年，冯健华计划继续在销售
渠道上做好“强基”，并在网络上进一步“补短”。

渠道不畅通、销售模式单一，冯健华也吃过这样
的“亏”。因此，丰富销售渠道和模式，是冯健华今年
给自己定下的重要发展计划。

从去年起，冯健华便积极与恩平市供销社合作，
先是在牛江镇成立助农服务中心，乘着供销系统渠
道东风，与大公司合作，达成订单模式交易，有效减
少产销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幅度提高沟通、交易率。

近年来网络销售平台的兴起着实对传统农业造
成冲击，“经常有农户感叹‘为什么我的米、菜卖不出
去，或者卖不出好价钱？’其实，关键是要精准对接市
场需求。”冯健华分析道。

要想更精准对接市场，把产品对B端（厂商或中
间商）做到C端（消费者），就需要不断拓宽销售网
络，获取更多买方市场信息。“这正好是供销社的一
大优势，去年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新增了2个客户，
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进一步提高
产品的经济效益。”冯健华说。

除了加强线下多渠道综合发展以外，冯健华今
年还瞄准了近年来新兴起的短视频平台，并已着手
开始谋划在网上卖货。

“现在我们已经不局限于只做马铃薯一个产品，
我们合作社现有恩平富硒大米、马铃薯、番薯、干辣
椒以及市场上需求量大的香料，这些产品我们都计
划在年内上马网络销售平台。”为了做好产品网络销
售铺垫，冯健华在2021年便策划设计了公司全新的
Logo（商标）以及恩平富硒大米的新包装，打着地域
优越性，计划把直播间拉到田头，开启直播带货，进
入短视频赛道。

农历新年，冯健华祝愿每一位农户能够大获丰
收。“丰收就是农业人最美好的愿景，希望新的一年，
我们广大农业人都能迎来新的突破。”他说。

恩平市丰江农业合作社
负责人冯健华：

“丰收就是农业人
最美好的愿景”

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活动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活动，，
台山市都会组织排球比赛作为重台山市都会组织排球比赛作为重
要的庆祝内容要的庆祝内容。。 台山本地歌手台山本地歌手、、音乐团音乐团

体轮番上场体轮番上场，，在舞台上一展在舞台上一展
歌喉歌喉，，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
彩绝伦的新春音乐会彩绝伦的新春音乐会。。

伍珂玥回到伍珂玥回到
家乡献唱家乡献唱。。

钟 承 志钟 承 志
（（右右））在工作中在工作中。。

新
农人冯
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