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政务2023年7月13日 星期四
区域新闻中心主编 责编/黄鹏 美编/黄武圣

香港师生到台山开展排球文化交流

“以球会友”展现青春风采

多方合力搭建平台
促两地青少年交流

“本次交流团是一个充满朝气活
力的队伍，成员们都热爱中国文化和
排球运动。台山是“排球之乡”，也是
投资创业的理想地，把优秀队伍带回
台山切磋排球技术，相互学习，能及时
了解祖国、家乡的最新发展，促进两地
交流合作。”香港台山社团总会主席刘
嘉华说道。

据悉，香港台山社团总会是香港的
爱国团体。一直以来，该会爱国爱港，扶
残助困，积极开展交流互促的活动。

运动促进健康，比赛增进友谊。活
动启动当天下午，先后举行女排和男排
六人交流赛，双方运动员秉持竞技精神，

展现精湛的球技，最终，台山一中男女队
分别以2：0战胜香港队。

两地合力搭建平台，以“排球之乡”
的特色文化为载体，让两地青少年感受
排球的魅力，传承非遗文化，振兴台山排
球，为实现两地体育文化繁荣贡献力
量。活动还得到多方支持，由台山市委
统战部牵头，香港台山社团总会主办，由
台山市教育局、台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台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台山市
第一中学等合力促成。

香港台山社团总会首席会长陈国
超表示，作为一名台山人，对台山文化
有着深厚的感情，很荣幸能带领香港
青年到台山开展排球交流活动，让更
多香港青年认识台山，希望这样有意
义的两地交流“以球会友”活动可以持

续举办。
陈荣濂作为此次活动的发起人，他

表示：“台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县
域，城市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将继续助力
加强香港台山两地的交流，开展更多活
动，积极助力大湾区建设，促进两地经
济、文化发展。”

“排球之乡”名不虚传
香港青少年纷纷点赞

“台山排球名副其实，这里有良好的
排球设备场馆，更有一批实力不俗的青
少年排球后备人才。乘着粤港澳大湾区
的建设东风，希望未来能与台山进行更
多排球交流，让香港的青少年进一步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提升球技。”香
港基督教信义中学不少学生来到台山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该校校长梁冠芬表示，
希望通过体育比赛加强两地年轻人的交
流。

台山有“排球之乡”美誉，周恩来总
理曾盛赞“全国排球半台山”，目前，台山
九人排球已列入广东省第八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为传承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台山九人排球，擦亮台
山“排球之乡”名片，台山持续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激发广大市民参与体育运动
的热情，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加快建设体
育强市。

台山、香港两地青年进行排球文化
交流活动，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这
次有机会和香港的小伙伴一起打排球，
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以后可以多开展这
类活动，促进两地青少年的沟通交流。"
台山一中学生谭雪说道。

组织两地青少年以排球赛的形式进
行文化交流、传承非遗、以球会友，香港
师生们纷纷表示很有意义，他们对台山

“排球之乡”有了深刻了解。
香港学生陈安晴表示，参加这次活

动收获了满满的知识和友谊，为成长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

香港元朗信义中学校长尹浩然则表
示，未来，将与台山的学校开展更多合作
交流，建立长久的联系，促进两地学生健
康成长。

据介绍，活动期间，交流团一行还参
观了台山一中校园及校史馆，感受百年
侨校的历史文化底蕴，并参观了台山华
侨博物馆，深入了解台山华侨历史和发
展情况，被老一辈华侨对家乡的赤子情
深而感动。

7月6日下午，2023
年“粤 港 相融 非遗相
承”——台山香港两地青
少年侨乡排球文化交流活
动在台山体育馆举行。活
动由香港台山社团总会会
长陈荣濂带领香港2022
年侨乡杯男、女子冠亚季
军队伍回乡，通过“以球会
友”的方式，促进台山、香
港两地青少年交流。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通讯员/
台教宣）暑假到了，学生的安全是重要
的课题，台山市教育部门作出了提醒。
关于如何度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假，这
些安全知识一定要谨记。

为做好台山全市防范学生溺水工
作，多个部门、镇街，根据自身情况加强
防范工作，开展重点水域摸排行动，建立

工作台账，从快从细落实问题整改。同
时，注重联防联控，建立健全预防溺水责
任制。

在宣传教育方面，坚持线上线下双
向发力，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相结
合，切实提升学生及家长防范意识和能
力。此外，还坚持疏堵结合，提高公共游
泳场馆服务水平，大力开展游泳技能培

训，让学生熟练掌握游泳技能。据悉，暑
假期间，台山教育系统将联合多个部门，
加大巡河力度，定期排查风险隐患，守护
学生假期安全。同时，在微信发布信息，
提醒青少年不到危险、陌生的水域游泳，
不到水库、河湖边捉鱼，不参与涉水且有
危险性的活动。

此外，暑假前，“台山教育”公众号发

布了“致学生家长一封信”，提醒未成年
人不要进入娱乐场所。信中倡议家长，
进一步负起教育及监督孩子的职责。暑
假期间，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为孩子准
备丰富的假期活动，引导孩子知晓不良
网络游戏、邪恶动漫、不良小说、互联网
赌博等带来的危害，为孩子的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暑假到了 安全知识要记牢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李嘉
敏 通讯员/台工宣 容月梨）“在这
里学习很有趣。”“这里可以认识很多
小朋友！”一班萌娃齐聚过暑假，表达
了高兴的心情。为切实解决职工的
后顾之忧，更好助力“百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7月10日上
午，由台山市总工会主办，台山市工
人文化宫、市志愿服务工作指导中
心、市文化馆、市美术馆协办的2023
年暑期爱心托管班（第一期）在市总
工会职工活动中心开班，为广大职工
提供孩子托管、托幼服务。

开班仪式上，每位小朋友还获赠
了文具礼包。随后，志愿者带领小朋
友进行破冰小游戏，让彼此陌生的他
们通过游戏相互认识，增进了解。

现场欢笑声不断，气氛热烈。“这
是一次很宝贵的经历，感谢耐心的志
愿者，也认识了一班朋友，很热闹。”
托管班学生陈伊贤说道。学生黄苡
涵则表示，很喜欢托管班的活动，“在
这里，可以学习各种本领，还能跟老
师小朋友一起玩游戏。”她说。

职工蔡惠仪为活动点赞：“这是
孩子第二年参加活动，感觉非常有意
义。通过这个活动，切实帮助我们职

工平衡工作与生活，让孩子度过一个
健康、快乐的暑假。”家长黄立鹏则表
示，台山市总工会的爱心托管班安排
得非常好，托管班从上午8点半到下
午5点半，正是家长上班的时间，解
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据悉，今年，台山市总工会爱心
托管班共设三期，第一期从7月10
日至7月21日，第二期从7月26日
至8月8日，第三期从8月14日至8
月25日，每期为10个工作日。为确
保职工子女能度过一个安全、快乐、
有意义的假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
们制定了科学作息表，合理安排每
天的活动和课程，设置了游戏、文体
和阅读活动，开设兴趣课堂和知识
科普课堂，引导孩子们积极培养个
人兴趣爱好的同时，带领他们自主
学习，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做到劳
逸结合。

举办爱心托管班是台山市总工
会以职工需求为导向，做好职工服务
的又一新载体。下一步，台山市总工
会将持续做好职工关爱服务，充分发
挥好职工“娘家人”的作用，继续为职
工排忧解难，不断提升职工的幸福
感、归属感。

爱心托管班开班

孩子在这里快乐过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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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运动员两地运动员““以球会友以球会友””开展排球文化交流开展排球文化交流。。
在爱心托管班上，小朋友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学习各种本领。

jmnews.com.cn〉〉〉更多台山新闻请登录

台山市供销社高质量打造为农服务“红色引擎”

当好农民“贴心人”乡村振兴“护航人”

盛夏时节，台山广袤的农
田，水稻长势喜人，稻穗千叠，
绵延如浪。在这片金色海洋
中，有一群人不停地奔走在田
间地头，抓农时、供农需。

“我们牢记为农服务根本
宗旨，将党组织设在基层一线，
将党旗插在为农服务前沿，将
实事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越
来越多乡镇供销社党员干部主
动服务、贴心服务农民，密切了
党群关系，把优质的农业生产
服务向基层不断延伸。”台山市
供销社党组书记、主任李健壮
的一席话，道出了近年来台山
供销系统在为农服务高质量发
展道路上，以党建引领为核心，
不断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的决心。

为农服务，初心未改。高
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丰收希
望。台山市供销社通过高质量
打造为农服务的“红色引擎”，
持续推进农产品产销对接流通
体系、助农服务示范体系、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示范体系、公共
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体系等
建设工作，当好农民的“贴心
人”、乡村振兴的“护航人”，在
“联农扩面、服务提质、运行增
效”综合改革行动中取得良好
成效，探索出党建与供销业务
深度融合的新路子。

提起供销社，有人或许感到陌生。
然而，对于四九镇的农户来说，供销社有
如感情深厚的老朋友。

“我在四九镇供销社工作了42年，
一直把农户当成好朋友。如今，农村的
青壮年更多向城市发展，农田劳动力不
断流失，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越来越大。”四九镇供销社党支部书记、
主任梁伟状说，作为一名党员，要坚守在
服务“三农”的最前线，时刻把农户的需
求放在心上。

发展至今，台山市供销社打造了1
个县域助农服务平台和17个镇级助农
服务中心，助农服务体系覆盖各镇（街），
功能涵盖农副产品配送、农产品购销加
工、农药残留检测、农村电商、冷链物流、
农资农技培训、统防统治、农机租赁等服
务，服务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

为了更好地提升为农服务质量，台
山市供销社组建了为农服务志愿服务
队，由机关党委、业务股室和各基层供销
社党支部组成，为台山农业生产提供产
前、产中、产后服务。各镇基层供销社党
支部与当地各村“两委”干部保持良好的
沟通对接，结合当地农户的生产需求，提
供科学、多元的农资农技培训服务。

以台山市都斛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
基地为例，该基地通过“镇供销服务站+
村助理+农户”的为农服务模式，整村推
进，服务农户覆盖率超过80%，有效解决
了农村“谁来种地”问题。

又如，四九镇供销社打造了水稻全
产业链基地，依托台山市优禾农服公司、
台山市农机协会，引进大米加工企业等
涉农单位，打造“农服公司+基层供销
社+农户”的为农服务模式，开展水稻种

植全程托管服务。“育秧播种、田间管理、
收割烘干……供销社当起了‘田管家’，
水稻产量高了，品质也好了！”四九镇农
户江庆辉说道。

在台山供销系统中，越来越多党员、
预备党员被培养成骨干力量，在为农服
务重要岗位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近年来，台山供销系统创新开展“党员学
技术提升为农服务本领”活动，把党员培
养成技术型、服务型的基层助农好能
手。广海镇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林竞斌就是其中之一，不久前，他通过参
加植保无人机培训，成为病虫害统防统
治的飞防员。“虽然每天顶着高温酷暑进
行飞防作业比较辛苦，工作量也不少，但
是能得到广大农户的信任和支持，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完全值得。”林竞
斌说。

台山供销系统立足本地特色，带
领农户增收致富。

“如何增加农户收入，实现增产
又增收？要有市场思维，发展特色产
业。”冲蒌镇供销社主任、党员麦浩文
说道。

冲蒌镇位于台山东南部，当地自
然条件优越，蔬菜种植业尤为发达，
不少农户的腰包鼓了起来。据悉，在
冲蒌镇供销社党支部的引领下，该社
打造了产前“合作社带头、基地示范、
信息引导”的生产模式，产中“技术共
享、虫害共治、风险共担”的服务模
式，产后“批发市场+配送中心（销售
网点）+电商平台”的销售模式。

麦浩文告诉记者，冲蒌镇供销社
创办了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了
5个示范种植基地，采取“合作社抓管
理、农民社员出土地”模式，通过先后
引进铁柱168黑皮冬瓜、四季获椰
菜、荔浦芋头等优新品种，辐射带动
3000多名农民稳定增收，向规模化、
标准化种植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冲
蒌镇供销社自建面积近1万平方米
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天清晨，从供
销系统种植基地、合作商采购回来的
农产品在这里检测、分拣、装车，发往
广州、深圳等地。这个批发市场助农
销售农产品达到每年3.6万吨，年销

售额从最初不足30万元发展到如今
8000万元，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双赢。

广海镇是一个临海镇，海鲜是这
里的优质农产品。如何打造“海鲜铺
子”？广海镇供销社抓住“互联网+”
发展机遇，以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发展
农村电商，让农产品、海产品走向更
多城市。林锦胜是广海镇供销社退
休老党员，也是非遗“广海咸鱼”制作
工艺传承人。作为一名在供销系统
工作了44年的老党员，他联合广海
镇供销社创建了短视频账号，在网上
介绍“广海咸鱼”制作技艺，粉丝量、
阅读量不断增长，为农产品、海产品
宣传推广发挥余热。“酒香也怕巷子
深，我在网上介绍‘广海咸鱼’制作技
艺，既是传承传统技艺，也是提升广
海咸鱼的知名度，打造供销系统‘农
家康’品牌形象。”

网络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机
遇，广海镇供销社农产品的销路得以
拓宽。该社党支部积极牵线搭桥，充
分发挥供销系统平台优势，通过领办
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海产品加工厂
和“农家康”自主品牌，以高于市场价
2%以上的保底价格向农民、渔民收
购农产品、海产品，每年助力流通产
品60多吨，带动农民、渔民增收。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通讯员 梁园园 吴红燕

用心用情 拓展服务广度深度

发挥优势 带领农户增收致富

台山供销人奔走在金色稻田上台山供销人奔走在金色稻田上，，帮助有需要的农户抢收水稻帮助有需要的农户抢收水稻。。

台山供销系
统创新开展“党员
学技术提升为农
服务本领”活动，
把党员培养成技
术型、服务型的基
层助农好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