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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记者 李银换 通讯员 王建华

“上川岛的海景无敌！下次我们还想再
去！”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北京的旅行
博主金石来到上川岛旅行，不禁为这里的美景
点赞。

这个假期，江门的滨海度假游热度持续高
涨，滨海景区如川山群岛旅游度假区、那琴半
岛地质海洋公园、浪琴湾、黑沙湾、海角城等人
气十足。

滨海旅游作为江门特色旅游产品，一直是
游客、市民关注的焦点。江门市海域空间广
阔，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滨海旅游发展兼具
先天优势与地域特色。乘着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东风，我市滨海旅游扬帆正当时。

江门滨海旅游区蓬勃发展
“海滩+音乐节，这个假期太好玩了！”“双

节”假期，在下川岛王府洲旅游景区的沙滩上，
动感的音乐节上演，舞台上五光十色的射灯将
漆黑填满，鼓点澎湃的音乐点燃了这个欢乐的
夜晚，让在场的游客玩得十分尽兴。新生代说
唱歌手、唱跳女团、实力乐队等轮番上场，带来
一轮又一轮的音乐热浪，奏响了青春乐章。烟
火下，川岛海洋文化与现代潮流艺术激情碰
撞，打造出精彩纷呈的音乐文化盛宴。

江门市发展海洋经济天赋异禀，海域面积
4880.47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长414.8公里，
约占全省的10%，在全省排名第三，共有大小
海岛 561 个。其中，上川岛面积最大，为
137.15平方公里；下川岛次之，为81.07平方
公里，分别为全省第二、第六大岛。

江门市滨海旅游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
代中期，其中以台山川岛为代表。台山川岛滨

海旅游起步于1984年，1992年经省政府批准
成立滨海旅游综合开发试验区，1994年被评
定为省级旅游度假区，2009年被评定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2010年被列为广东省滨海旅
游示范区。此后，通过与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
楼与村落联合互补促销推介，川岛旅游业进入
蓬勃发展期。

“川山群岛海洋旅游资源种类齐全，集聚
度高。”川山群岛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景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岛屿旅游资源为开发
国内外游客需要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川山群岛海洋旅游产业
发展势头强劲，在上川岛飞沙滩旅游区和下
川岛王府洲旅游区已初步建立起旅游“六要
素”（吃、住、行、游、购、娱）比较完整的产业体
系和观光、度假等新业态产品体系。近年来，
通过不断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川岛的知名度
不断提高。

在江门海岸，各类滨海旅游区蓬勃发展，
涌现出银湖湾湿地公园、镇海湾红树林湿地公
园、浪琴湾等滨海旅游区，其中古兜温泉小镇、
那琴半岛海洋地质公园均为国家4A级旅游

景区。

推进滨海旅游重大文旅项目建设
广阔海洋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

成为江门孕育文旅产业新动能、带动新增长、
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依托大
广海湾经济区的自然资源优势，江门发挥重大
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滨海
旅游新标杆。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下川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游玩。 江门日报记者 陈方欢 摄

江门滨海度假游热度持续高涨

拥抱蓝色海洋 奏响现代文旅篇章
第十五届广东省艺术节
大型舞台艺术作品终评名单公布
江门原创话剧
《碉楼·寒燕归巢》入选

江门日报讯（黎禹君 江轩）日前，省文旅厅公
布了第十五届广东省艺术节大型舞台艺术作品终评
名单，共有40台剧（节）目入选。其中，由江门市委宣
传部、江门市委组织部、开平市政府主办，开平市委组
织部、开平市委宣传部承办，开平市文联、陈才导演戏
剧工作坊出品的大型红色原创话剧《碉楼·寒燕归巢》
入选。

话剧《碉楼·寒燕归巢》以江门开平党史为创作背
景，以赤坎镇司徒家族为人物原型，以多个开平真实历
史故事为基础，融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
元素，讲述了抗战初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开平司徒家族
年轻的归国华侨、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司徒逸非可歌
可泣的革命故事。话剧既展现了进步华侨对革命事业
敢于牺牲、无私无畏、爱国奉献的崇高魅力和执着信
念，也体现了开平华侨先辈热爱祖国、慷慨捐助、舍己
奉献的伟大精神。

《碉楼·寒燕归巢》由江门开平本土作家张碧云创
作，导演陈才执导，首次将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
村落”与话剧艺术相结合。据了解，该剧将华侨往事与
红色故事相结合，旨在展现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事业
作出的贡献，讲好党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并以文艺
的方式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激发民众爱国之心、报国之
情和强国之志。这也是江门市委宣传部继推出《侠影·
咏春》、新编粤剧《碉楼》、歌舞剧《戴爱莲》之后，又一部
以文艺方式讲好江门故事的文艺精品，对擦亮江门“世
界遗产的代表地”“华侨文脉的传承地”等城市名片具
有重要意义。

绿稻合作社
获评省巾帼创业基地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讯员/陈晔昕）记
者日前从市妇联获悉，省妇联、省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
命名第十四批广东省巾帼创业基地，我市绿稻（江门台
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绿稻合作社”）榜
上有名。

绿稻合作社位于台山市斗山镇五福村，主营水稻
种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2019年获评“全国基层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022年被评为“江门市巾帼专业
合作示范社”。

据了解，绿稻合作社带动周边规模化流转耕地
33.3公顷，拥有育秧设备、旋耕机、插秧机、植保无人
机、收割机、烘干机等生产机械设备类资产300万元，
全年水稻加工量可达1500吨，带动当地农户500多
人。在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中，绿稻合作社通过统一优
质品种、工厂化集中育秧、机械化插秧、水稻病虫害统
防统治、品牌化营销等，实现产品产量增加、品质提高、
价格提升。2022年，绿稻合作社在各级妇联的帮助下
分别在抖音、淘宝等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售，年销售额
30多万元，今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超60万元。

此外，绿稻合作社带动周边端芬、都斛等地以及斗
山本地的富余劳动力就业，提供“妈妈岗”带动就业30
多人次，每年为她们创收达30多万元。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张浩洋 通讯
员/张戈） 10月13日，随着银洲湖高速下沙
河大桥左幅中跨合龙段的顺利浇筑，下沙河
大桥正式实现双幅合龙（见右图）。至此中铁
七局银洲湖高速TJ04标项目经理部挂篮悬
臂现浇施工全部结束，为早日实现通车奠定
了坚实基础。

据悉，银洲湖高速下沙河大桥位于新会
区双水镇境内，上跨下沙河航道，全长305
米，主桥采用50米+80米+50米挂篮悬臂现
浇梁，全桥共54个号段，其中包括4个边跨合
龙段及2个中跨合龙段。

“自项目开工以来，中铁七局银洲湖项
目部克服施工现场水文环境复杂、工期紧

张、气温高、雨季长等重重困难，通过不断优
化施工方案、开展专项劳动竞赛、党员干部
带头攻关课题等方式，不断提升施工管理水
平，最终确保了下沙河大桥的顺利合龙。”中
铁七局银洲湖高速TJ04标项目经理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银洲湖高速作为我市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先行工程，串联起江鹤高速
等多条高速公路，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沿
线交通出行品质，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我市产
城融合发展大格局，推进银湖湾滨海地区开
发建设进一步提速，对推动我市全方位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广东沿海经济带具有
重要意义。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记者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前三季度，国铁集团有序推进铁路建设，
充分发挥铁路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有效
带动作用，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089亿元、同比增长7.1%，投产铁路新
线里程1402公里，其中高铁1276公里，
为扩内需、稳增长、保民生提供了有力支
撑。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前
三季度，国铁集团紧紧围绕“十四五”规
划纲要确定的铁路重大工程项目，以联

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突出补短板、强弱
项、重配套，加快构建现代化铁路基础设
施体系，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
进展。

前三季度，大理火车站站房原址重
建、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天津至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铁路、包头至银川高铁、丽江至
香格里拉铁路等一批重点在建项目取得
新进展；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兰新
高铁兰州至西宁段、贵州至广州高铁提
质改造工程完工并投入运营；贵州至南

宁高铁、广州至汕尾高铁、福州至厦门至
漳州高铁、沪宁沿江高铁等项目开通运
营。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继续坚持服务
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加快构建现代
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南昌至景德
镇至黄山高铁、济南至郑州高铁济南至
濮阳段、成都至兰州铁路青白江至镇江
关段等项目开通运营，加快推动重点项
目开工建设，积极有效发挥投资带动作
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
活力。

银洲湖高速下沙河大桥
实现双幅合龙

前三季度全国铁路投产新线140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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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10月14日电 江西秋意正浓。
九江、景德镇、上饶，再到南昌，习近平总书记一
路察实情、观进展、谋未来。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大后提出
的重大国家战略，覆盖沿江11个省市。这一横跨
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的经济带，占有全国“半壁
江山”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它所承载的，不
仅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也有人与自然如
何相处的时代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念之行之，10多年来30多次
来到长江沿岸。江水滚滚东逝，江岸黄了又绿，
长江的模样也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改变。

大江东去，长卷万里。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第1次

召开于近8年前。此后每隔两三年，第2次、第3
次，再到这一次考察期间于南昌第4次召开座谈
会。一以贯之的关注，蕴含着党中央“谋长远之
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的治国之道。

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回顾长江

经济带的发展历程，颇为感慨：“做就要做好，坚
定做下去。笃行不怠，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保护
“坚持把共抓大保护摆在第一位”

九江，三江之口、七省通衢，全揽152公里长
江江西段岸线。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登上琵琶亭，举目远眺。
大江逶迤，芳草长堤。天高地广，遐思万千！
10多年来，上游、中游、下游，“含绿量”越来

越高，“确实是沧桑巨变啊！”
昔日的长江之痛，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

的生态代价。总书记曾经痛心地形容，长江“病
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2016年第一次座谈会，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
发展立下规矩：“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近8年时间过去了，“保护”的成绩单有目共
睹。“水质优良比例94.5%，长江干流连续3年Ⅱ
类水质。”总书记感慨：“归纳一个个数字可以看

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是战
略性的效益。”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一个生动例
证。

琵琶亭上，一幅今昔对比图摆在总书记面
前。治理前，当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江上的采砂船，江边裸露的矿坑给青山挂白、让
长江蒙尘。

望闻问切，分类施策。2021年底，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长江江西段被列为7个
重点建设区之一。九江乘势而上，努力打造百里
长江“最美岸线”。

习近平总书记细致询问当地治污、治岸、治
渔情况，叮嘱说：“长江是长江经济带的纽带。无
论未来长江经济带怎么发展、发展到哪个阶段，
都不可能离开长江的哺育。”

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变化的不仅有
一江清水、两岸青翠，还有观念：

“过去我们讲‘以GDP论英雄’，关心‘含金

量’。现在思想观念转变了，认识问题可以说解
决了。长江经济带因长江而生、因长江而兴，一
定要认清这个因果关系。”总书记说道。

这真是令人感慨的变化！变化背后，是“算
大账、算长远账”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远见。

座谈会上，总书记肯定长江禁渔取得的成
绩，并要求禁渔的政策不能动摇，要坚决地继续
做下去。

总书记语重心长：“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
期任务，不能抓一阵松一阵，稍有好转又动起歪
念头。现在的长江只能说是‘大病初愈’，要毫不
动摇地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
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坚实支撑。”

发展
“现在路子是对的，要继续走下去”

在前几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辩证关系，讲

得透彻：“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

企业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主体和重
要力量。

北濒长江、南临庐山、东枕鄱湖，中国石化九
江分公司在破解“化工围江”的战役中，压力重重。

江上的问题，根子在岸上。九江石化有个
“环境在线监测实时数据”，每20秒更新一次。
大气、水、土壤，一栏是国标，一栏是企业实际排
放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一边看，一边听企业介绍
是如何“不让一滴油和一滴超标污水进入长江”，
是如何力争“臭气不上天，污油不落地”。

总书记勉励道：“标准定得高，也在一步一个
脚印地干。希望你们按照党中央对新型工业化
的部署要求，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
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纪实

巴以紧张局势骤然升级

中东局势或再蒙上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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