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郭永乐）
昨晚，备受瞩目的市直机关运动会足球项
目迎来决赛，江门邮政和市卫健局展开较
量，最后，技高一筹的江门邮政1：0战胜
市卫健局，获得了市直机关运动会足球项
目冠军。二三四名分别由市卫健局、市公
安局、市消防救援支队获得。

足球项目决赛在市体育场打响，一
开场，江门邮政就展现出良好的竞技水
平，大多数时候都压制着对方，并利用
角球机会早早取得进球。市卫健局表
现得也十分顽强，依靠积极的拼抢筑起
坚实的防线，并伺机打出防守反击战
术，不时威胁到江门邮政球门。

双方队员配合娴熟，攻防转换速度飞
快，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
最终经过90分钟的鏖战，江门邮政依靠
整体发挥，把1：0的比分延续到比赛结
束，取得最后胜利，获得本届市直机关运
动会足球项目冠军。

另一边的市公安局和市消防救援支
队的比赛，双方90分钟内打成平手，最后
要靠点球决胜。最终，市公安局门将表现
出色，两次扑出对手点球。

同日，市直机关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正
式开赛，本次比赛分为35岁以下组和36
岁以上组的男单、女单，还有不分年龄的
男双、混双。

市直机关运动会足球项目决赛举行

江门邮政获冠军

江门邮政（黑衣）和市卫健局队员在决赛中上演精彩的攻防转换战。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郭永乐 通
讯员/何嘉敏） 8月27日，第一届全国学
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16岁以下组女
排附加赛在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
幕。经过5天的激烈争夺，天津市滨海新
区以四胜（12积分）成绩位居第一名，展现
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技战术水平，成功晋
级决赛阶段。

本次比赛旨在为全国排球运动员搭
建技术交流和竞技平台，对国家排球后备
人才的选拔及梯队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在江门比赛期间，管委会和组委会在赛事

组织和后勤保障上作出细致的安排，全体
工作人员以实干精神全身心投入，为赛事
顺利举办保驾护航，赢得了参赛队伍教练
员、运动员的肯定。

随着附加赛的结束，第一届全国学青
会16岁以下组女排决赛十二强运动队也
随之产生，分别是江苏省南京市、上海市
黄浦区、北京市朝阳区、重庆市九龙坡区、
福建省福州市、山东省青岛市、广东省深
圳市、四川省成都市、浙江省温州市、河南
省洛阳市、天津市滨海新区和东道主广西
南宁市。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
16岁以下组女排附加赛在江门圆满落幕

决赛十二强产生

女排运动员们在场上展开激烈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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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讯员/黎汉忠）“今
天的科普活动让人回味无穷。我对核电站的工作原理
有浓厚的兴趣，之前也查过相关的资料，今天来到现
场才直观感受到原来核电站那么大，工作原理那么
复杂。”谈及参加活动的感受，即将步入小学三年级
的邓博仁抑制不住兴奋，表示这场开学前的“科技盛
宴”让他收获满满。

厚植科普土壤，绽放创新之花。近日，由市科技
局、市教育局、市科协主办的第三期科技产业科普研
学游活动顺利开展。本期活动分为台山市线路、开平
市线路和恩平市线路开展，包括台山市气象科普馆、
广东健芝缘灵芝科普教育基地、广东嘉士利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恩平市雪荘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簕菜文化创意园等研学点。

早上8时30分，微风拂面，前期抽取到本次研学
游名额的250位学生及家长在江门市工人文化宫集合
完毕，随即开始了这场近距离探索科技产业、感受科
技魅力的研学游活动。

来到台山市气象科普馆，学生与家长们在讲解
员的带领下了解了继往开来、百年台山、百年台站、
百年风雨四个展区相关科普知识。学生们在体验
中直观感受到了中国气象发展的历史脉络、台山气
象科学交流发展进程，以及台山气象人抗击自然灾
害的事迹。

在台山共荣食品有限公司鳗鱼养殖基地，一条条
鳗鱼通过专用“滑梯”顺水而下，10多个工人站在“滑
梯”两侧分拣鳗鱼，多如牛毛的鳗鱼群在水中欢腾，引
来学生们一阵欢笑。“以前小朋友只见过鳗鱼的视频，
在今天的活动中，她亲眼看到了鳗鱼，摸到了鳗鱼，非
常开心。”市民何女士表示。

当大巴驶入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大门时，学生
们纷纷趴在车窗看窗外的新奇景象。“发电原理是什
么？”“核裂变、核聚变有什么区别？”面对学生们“连珠
炮式”的提问，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一一
耐心回答，为学生们解开了核电站工作的“奥秘”。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自今年5月启动科技
产业科普研学游活动以来，市科技局已精心组织3期
活动，在各县（市、区）精心挑选研学地点，范围覆盖科
研院所、重大实验平台、高新技术企业，将科技产业资
源科普化，促进科技宣传、科普教育、文化旅游相结
合。“根据工作计划，市科技局将联合有关部门在10
月份举办第四期科技产业科普研学游活动，欢迎各位
市民持续关注和积极参与。”

□江门日报记者 翁丹萍

8月 18—19日，塘口镇举办“潮玩‘塘’
趣·古风七夕”集市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市民、
游客前来打卡，带动了周边乡村文旅消费。
据悉，该集市是塘口镇的文旅品牌活动，是塘
口镇以乡村“夜生活”激活乡村“夜经济”，释
放文旅消费市场活力的生动实践。一直以
来，塘口镇依托文旅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碉楼
民宿、碉乡旅游、碉乡餐饮，整合资源培育“塘
口优品”行政区品牌，推动优势产业集群发展
壮大，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振兴
乡村产业，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据悉，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城
乡区域平衡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塘
口镇制定了《中共塘口镇委关于全面推进“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成立镇

“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将塘口镇“百千万工
程”各项重点任务实行项目化管理、清单式推
进、销号制落实，确保“百千万工程”在塘口落
地见效，努力争创省“百千万工程”示范镇。

打造省级乡村旅游集聚区
塘口镇拥有丰富的侨乡文化资源、碉楼

文化资源和红色资源，域内有广东省唯一的
世界文化遗产、江门市唯一的5A级旅游景区
——碉楼文化旅游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塘口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擦
亮世界文化遗产和5A景区这两块金字招牌，
加大对碉楼、居庐、骑楼等文物建筑的保护力

度，做好碉楼建筑群的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工作，推广仓东文化遗产保育基地经验。创
新解码“乡村+节庆”“乡村+非遗”“乡村+文
创”“乡村+演艺”等乡村文旅发展模式，举办

“七夕等墟”等活动，全力打造省级乡村旅游
集聚区，助力开平争创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发展示范区。

近年来，塘口镇大力建设江门（塘口）江
澳青年文创小镇。该镇充分发挥国际文化交
流基地等侨创平台作用，坚持以“侨”为桥，集
聚港澳台和海外人才，目前已引进了仓东计
划、塘口空间、无名营造社、乡居乐文旅等9个
优秀团队，先后策划了在地创生论坛、仓东遗
产月等人才交流活动，着力打造华侨华人和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加快统筹塘口墟及
周边乡村的房屋、土地等资源，完善和提升公
共基础设施，持续将塘口打造成华侨文化、碉
楼文化、创意文化相融合的青年文创基地。

红色教育基地是弘扬民族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的生动课堂，塘口镇深入挖掘革命历
史文化资源，串联独具侨乡特色的谢创故居、
谢永宽故居、谢启荣故居、谢启荣烈士纪念
碑、以敬小学等红色革命遗址和阵地，整合以
敬村红色文化资源，努力打造成为全省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党建红色村；策划“红色文化+
碉楼文化”红色游线路，创新红色研学体验模
式，引入国梦文化传播公司运营谢永宽故居，
推动红色文化和文旅业态融合发展。谢创故
居启动至今累计接待了913个团37841人次，
谢永宽故居累计接待了106个团3890人次。

增强经济发展实力
为壮大镇域经济，增强工业发展后劲，增

强经济发展实力，塘口镇持续开展工业招商，
全面盘活辖区存量工业用地，加快兴达生物

科技开平产业园落地建设；深化县、镇、村三
级全覆盖挂钩联系企业制度，助企纾困、暖企
安商，采取“一对一”的形式推动镇内发展态
势较好的企业增资扩产。

文旅产业是一种融合文化、旅游、艺术、
创意等多种元素的产业，不仅可以带动城镇
经济发展，也能助推乡村振兴，为此，塘口镇
积极培育民宿、酒店、餐饮、研学、文创等产业
集聚发展；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积极构建世
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游径（塘口世遗廊道），
构建连通美丽乡村及绿道、碧道的生态旅游
线，定制独具侨乡特色的塘口精品旅游路线；
完成唐心酒店、塘口空间、五十三度竹下、此
间、泉岭等12个民宿（酒店）项目建设，加快推
动在建的12个民宿（酒店）项目完工营业，努
力打造成为乡村民宿产业集群镇。此外，塘
口镇以“走出去+引进来”为招商工作主线，建
立客商信息库，拜访重点企业，深化与粤港澳
大湾区客商的沟通交流，聚焦塘口镇文化旅
游产业补链、聚链、延链，加快促进产业融合
发展。

为加快“塘口优品”品牌建设，塘口镇整
合景点、景区、民宿、特色餐饮、文创资源，推
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推广村（社区）产地直
供合作模式，全线搭建“塘口优品”销售网络
布局。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高标准打造“邑美侨乡 世遗风韵”乡

村振兴示范带（塘口段），塘口镇统筹整合乡
村振兴专项债、各级涉农资金以及本级财政
资金投入建设示范带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已
完成25.6公里巷道硬底化、29个村场改造提
升项目，新建了582个“四小园”。

此外，塘口镇重点打造先锋天下粮仓书

店、仓前村风貌提升、塘口碧道、以敬红色教
育基地、北义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等5个精品项
目；推进历史文化游径建设，打造塘口世遗廊
道示范段；统筹资金完成了世遗廊道建设工
程裡村段、旧墟污水处理厂等10个项目，推进
垦造水田、农村水系综合整治等24个项目加
快建设。

近年来，塘口镇大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积极开展河流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至今建成标准无害化公厕65间、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站点96个、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108座；重点建设“四好农村路”，完成辖区村
内9.55公里的道路硬底化、“邑美侨路”塘口
示范段3.6公里路面病害治理及沥青铺设工
程等道路建设和亮化美化。由此，塘口镇的
自然生态、人居环境和道路交通迈上新台阶。

开平市塘口镇努力争创省“百千万工程”示范镇

以文旅激活发展新势能

第三期科技产业科普
研学游活动顺利开展

厚植科普土壤
绽放创新之花

塘口镇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正全力打造省级乡村旅游集聚区。图为自力村碉楼群。 塘口镇政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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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口镇将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
产业发展与全域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相结
合，努力打造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历史文
化类特色镇，持续深化乡村振兴，结合绿
美广东生态建设，扎实推动特色历史文化
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推动塘口镇实现农
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探索文旅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塘
口路径”，为开平市创建广东省“百千万工
程”示范县贡献塘口力量。

塘口镇党委书记劳海源：

探索文旅赋能乡村高质量
发展的“塘口路径”

发展定位
立足资源禀赋，深挖侨乡历

史文化，发展壮大文旅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以文旅激活发展新势能，努
力争创省“百千万工程”示范镇。

我市举行青年安居住房
公开摇珠分配活动

18名高校应届
毕业生成功配租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讯员/吴中垚）“今天
成功抽中房屋很开心，住的地方离我工作单位很近。
小区周边商业综合体、超市、医院等配套设施齐全，交
通便利。”近日，我市举行青年安居住房公开摇珠分配
活动，成功配租的陈同学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解决高校应届毕业生住房难问
题，助力打造“青年发展型城市”，团市委、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日前共同举办青年安居住房公开摇珠分配活
动，近30名高校应届毕业生报名参与摇号，其中18人
成功配租。“分配到青年安居住房，大大减轻了我的租
房压力，让我能够更加安心工作。”来自外省的张同学
表示，接下来会多了解江门，尽快融入这座城市。

据悉，2021年8月，团市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
合印发了《江门市开展“青年安居计划”工作指引（试
行）》，江门在全省率先推出青年安居住房，为符合条
件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提供第一个月免收租金，第二个
月起按照房屋市场价基准租金标准50%计收等租房
优惠，共推出房源33套，两年来共为70多名应届大学
生提供租赁服务。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青年安居计划’，切实
为到我市就业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工作和
生活创造良好条件。”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认定152家市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江门日报讯（记者/皇智尧）近日，2023年市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正式公布，江门绿润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等152家企业获认定。

记者梳理发现，分区域来看，蓬江区共有14家企
业，江海区共有19家企业，新会区共有41家企业，鹤
山市共有23家企业，台山市共有12家企业，开平市共
有10家企业，恩平市共有33家企业。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和
发展，从加大政策资金支持、推进技术创新、完善科创
服务、提供融资支持等方面，分层分类重点培育专精
特新企业群体，相继出台《江门市促进专精特新和“金
种子”企业增量提质实施方案（2022—2024 年)》
《2022 年江门市专精特新企业项目贷款贴息工作指
引》等政策。今年，我市制定印发《江门市市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认定与培育管理办法》，明确了市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1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427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52家市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