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门日报社地址：江门市华园中路25号 邮政编码：529000 江门新闻网：http://www.jmnews.com.cn 电子邮箱：tg@jmrb.com 区域新闻编辑部电子邮箱：jmrbqy@126.com 电话：3502665
台山记者站地址：台山市台城石花公园路60号 邮政编码：529200 新闻热线：5518199 5516199 广告热线：5516622 13902883022 发行热线：5600661

B04
2023年12月21日 星期四 区域新闻中心主编 责编/吴燕彬 美编/刘悦

新 闻新 闻白 沙白 沙

镇街 区域新闻中心主编
责编/吴燕彬 美编/刘悦

广海镇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助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
“感谢人大代表，老城区的环境好了

很多。”“海滨北路修好了，大家出入都方
便了。”……近段时间以来，居住在广海
镇的群众，对周边环境变化赞不绝口。

据悉，广海镇人大深入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理念，主动将群众反映的
民生“关键小事”办成百姓心头的“温
暖大事”。深入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有力推进宜居城镇建
设，助力镇域经济腾飞，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发挥人大作用
助推渔港升级

广海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全票通过“台山市广海渔港升级
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三期工程”为广海
镇2023年重大民生事项。近年来，广海
镇全力发展海洋渔港经济，先后投入近
9000万元完成广海渔港升级改造工程
一、二期，获批成为国家级海洋捕捞渔获
物定点上岸渔港。广海镇党委政府坚持

“以鱼为渔、以港养港”发展思路，向建造
高标准现代化综合性的国家一类渔港奋
进，有机串联海洋渔业、滨海风光、海丝
文化等优势资源，大力促进现代渔港经
济区海鲜贸易、“海洋牧场”建设、水产加
工、冷链物流、休闲旅游、城镇建设等发
展，持续深化渔业渔港强镇建设。广海
镇人大持续强化监督效能，助推民生工
程做实。

回应群众关切
办好民生实事

位于广海镇中心的海滨北路原是混
凝土路面，经过长年使用，路面破损严
重、坑洼不平、排水不畅，沿线设施老旧
杂乱。多年来，群众要求改造的呼声较
高。广海镇人大深入调研了解到，海滨
北路及海港路作为主干道和工业园区的
主要运输通道，往来车辆较多，上下班高
峰期容易出现交通拥堵情况。为进一步
优化道路配套建设，广海镇人大力促当
地党委政府按照主干道标准，对海滨北
路及海港路的路面、排水、照明等方面进

行全面升级。如今，海滨北路、海港路面
貌焕然一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明亮的
路灯、优化的通行系统，极大提升了居民
出行的便利性、安全性，城镇建设品质也
得到全面提升。

为改善广海城社区建筑密度大、人
口密集、交通拥堵等情况，进一步优化人
居环境，广海镇人大从2019年到2022
年，持续关注广海镇老城区改造，联合有
关部门多次到社区开展实地调研，不断
优化改造内容，提出提升社区总体绿化
水平、改造周边环境、打造精品口袋公园
的建议。广海镇党委政府及时回应群众
关切，大力推动精品口袋公园和停车场
建设。目前，广海城社区口袋公园和停
车场已投入使用，公园成为周边居民茶
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增强了群众的幸
福感。

助力环境提升
推动乡村振兴

为进一步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
得实效，人大代表积极参与，认真履职，
当好人居环境整治的宣传者、践行者和
监督者，助力人居环境展新颜。广海镇
人大助力当地党委政府打造独具特色的
海丝古镇，因地制宜，瞄准南湾渔人码头
商业街的“金角银边”实施绿化工程，打
造了一个具有海丝特色的码头公园，不
仅让码头面貌焕然一新，也让大家在家
门口就能邂逅“诗和远方”。到了夜晚，
公园内灯光璀璨，构成了一道别样的风
景，亮化提升让滨海小镇“颜值”更高，群
众的夜生活也更多姿多彩。

文/图 陈方欢 赖振鹏

道路新铺设了沥道路新铺设了沥
青路面青路面，，加装了明亮的加装了明亮的
路灯路灯，，方便群众出行方便群众出行。。

聚焦组织引领
激发乡村治理新动能

近年来，西村村全力推进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提标提质提效，探索推行智慧网格
内“村村互通、党群互通”的模式，通过“微
信群+线下活动”，推动党员联系服务群众
机制落实。一方面，强化阵地建设。升级
村党群服务中心软硬件，规范设置机制牌
子，利用电子展示屏对需上墙的规章制
度、工作职责及工作流程进行滚动播放，
并实时更新资讯；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党
群活动，将党群服务阵地打造成群众愿意
来、喜欢来、经常来的温馨家园。另一方
面，用好本地资源。利用西村革命烈士公
园红色资源，加强宣讲队伍建设，构建“镇
村组”三级讲解员体系。深度挖掘勤耕重
读文化、学风家风家训等文化精髓，持续
擦亮“博士村”文化名片。以西村强村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载体，串联西村村
党群服务中心—西村革命烈士公园—西
村文阁—西村博士村，推出具有本土特色
的红色教育路线，成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

“红色引擎”。

聚焦生态宜居
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

如今，在西村村，乡贤回村共谋发

展，为家乡建设出点子筹资金，成为常
态。

该村注重挖掘和培育支持参与乡村
建设的乡贤队伍。充分发挥本村乡贤、
党员、企业家等骨干带头作用，改善村容
村貌。加快推进村内坑里村池塘塘基挡
土墙、花坛工程，及沙坎公路太阳能路灯
第二期维修更换、高龙村小公园升级改
造等工程建设。目前，全村村道实现太
阳能路灯全覆盖，通过人居环境整治、绿
美广东建设等，让村里的环境更宜居。

每年中秋节，西村村都会举办独特
而古老的民俗活动——舞草龙，作为台
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草龙的举办，增
强了村民凝聚力，加强了与海内外乡亲
的沟通联系。

西村村传承中秋节舞草龙习俗，开
展节庆活动，弘扬了文明家风乡风。

聚焦特色产业
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完善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民生产种植
效率，西村村助力建设西村灌溉站、电排
站，目前，工程即将交付使用。同时，发
挥惠杰合作社作用，统筹农业、耕地、林
地等资源，扩大西洋菜、马蹄、新会柑、辣
椒、玉米、水稻种植面积，打造“一村一
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力争今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超20万元、村组两级经济年
收入达200万元。

同时，通过扶持辖区惠杰合作社，大
力培养农技人才，促成20个大耕户抱团
发展，促进资源共享，为当地50多名群
众提供就业机会。此外，吸引外地农业
人才前来承包耕地，引领小农户迈向大
农业，不仅促进本地农业绿色发展和资
源可持续利用，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
增收。

白沙镇西村村抓好“三个聚焦”

传统古村落焕发新活力

高铁列车飞驰，金色稻浪翻涌，乡土古建筑挺立，硬化道路连通田野村
舍，太阳能路灯与绿树交错伫立，乡村公园里村民休闲娱乐……这是白沙镇
西村村的乡村风光美景。

今年以来，西村村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契机，不断推动党建联建，加强
红色教育，强化文化建设，推进高铁沿线村庄环境整治，发展壮大农业特色产
业，有效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让传统古村落焕发新活力。2023年，西村村获
评江门市“红色美丽侨村”。

文/图 李嘉敏 白沙宣

强队伍
社区事事有人管

白沙镇地域宽广，辖区内主要为
开放式旧小区，无统一物业管理，且由
于人口老龄化及公共交通发展不完善
等原因，群众生活、办事不够方便，如
何为群众提供更便捷优质服务，成为
白沙镇社区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为群众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
务？为此，在白沙镇党委的指导下，社
区党组织将辖区人员力量、资源要素
进行有机融合，建立网格服务“1+1+
N”机制，即“一支网格员服务队伍+一
支楼栋长服务队伍+N项志愿服务”，
赋能网格治理。

社区党组织吸纳医生、教师、律
师党员及社区达人、快递员、外卖骑

手等各类志愿者“进网入格”，打造一
支居民身边守望相助的兼职网格员
队伍；集合“五老”（老干部、老战士、
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力量，常态
化打造政治觉悟高、服务意识强、能
力素质优的楼栋长队伍；推动社区各
类资源力量下沉，聚焦居民需求，提
供精准服务，做到依托“小网格”，服
务“大民生”。比如，白沙圩社区结合
在职党员“双报到双服务”，组建网格
志愿服务队，为社区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提供政策法规咨询、困难帮扶等服
务，不断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又如三
八圩社区老年人居多，很多老人的子
女不在身边，社区邻里就是他们的依
靠，老人群体面临各类问题，有各种
需求，如就医配药、就餐保障等。为
了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和解决群众生
活上的困难，社区网格运用“分色管
理法”，通过“红色”“黄色”等进行标
识，给予不同人群相应关注。精准定
位群众需求，给老年人提供针对性的

服务和帮助。

建阵地
社区事事有处办

“网格员+楼栋长”定期在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共享空间开展理论宣讲、
健康义诊、知识讲座、法律咨询等形式
多样的活动，并获得居民点赞，这是白
沙镇社区推行网格服务“1+1+N”模
式，打造服务群众主阵地的缩影。

去年，新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是群众的第二个“家”，
群众的“急难愁盼”通过网格员、楼栋
长迅速汇集到社区。“小事网格员就地
化解，解决不了的通过网格逐级上报，
避免了以前上门难、互动难，群众信息
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更好地提升服务
质量和工作效率。”三八圩社区居民余
伯说道。

白沙镇还利用镇级党群服务中心
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区域积极开
展志愿网格服务，推动各类资源力量

下沉，结合每月党群活动清单，活用群
众家门口的活动阵地，架起社区、网
格、群众三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进一步
延伸“智慧网格”在基层社会治理和服
务群众时的触角，为群众提供“零距
离”“精细化”服务。

“我们每月都精心筹备群众喜闻
乐见的活动，群众更积极参加了，跟我
们的互动多了，自然对我们更熟悉，网
格治理工作也开展得更顺畅。”白沙圩
社区网格员余泳琳说道。

促交流
社区事事有成效

“楼下污水管道堵塞，每到大雨
天气，雨水无法排出，便会出现严重
积水，能否协调相关部门处理。”“楼
下停车位紧缺，停车位能否应划尽
划，建议进行改建扩建，多渠道增设
停车位。”……为畅通群众沟通交流
渠道，帮助解决生活难题，每季度准
时召开的“楼栋议事会”上，群众代表
纷纷发言，网格员、楼栋长、“社区大
党委”成员一同听取民意，现场气氛
热烈。

为了让群众更多地参与议事工
作，社区将各类议事场地从原先的固
定会议室逐步转向楼栋、群众活动点、
调解现场等，实现在家门口议事。“把
议事会开到沿街商户、群众家里，让社
区跟群众走得更近了，楼栋里的问题，
需要群众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理解，有
了沟通，很多问题都能变简单。”楼栋
长黄晓燕表示。今年以来，通过“楼栋
议事会”收集意见建议35条，解决民生
实事28项。

社区还定期开展“网格员+楼栋
长”工作交流会，网格员和楼栋长轮流
对所负责的楼栋进行经验总结，共同
梳理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相
互促进，相互学习，不断提升网格员和
楼栋长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

接下来，白沙镇将持续深化网格
服务“1+1+N”社区治理体系，激活基
层治理“细胞”，汇聚向上向善正能量，
引领共建共享新风尚。

白沙镇探索网格服务“1+1+N”模式

小事不出楼栋 大事不出网格
“楼下的沙井盖破损，存在安

全隐患，请协调相关部门及时更
换。”“楼下垃圾桶很快装满，能不
能提高垃圾收集频次。”……

白沙圩和三八圩两个社区的
群众遇到各种问题，都会有楼栋
长在社区的“网格微信群”里上报
反映。

通过“楼栋长将意见分类汇
总——网格员实地核查——有关
部门及时处置——楼栋长向居民
反馈结果”的方式“环环相扣”，实
现“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网
格”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白沙镇位于台山市西北部，
东接台城街道，西临开平城区。
近年来，白沙镇紧抓基层治理新
形势任务，统筹各类资源，以社区
居民实际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
网格服务“1+1+N”模式，通过“强
队伍、建阵地、促治理”，让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可以在网格中解
决，共同建设幸福“网格大家庭”。

文/图 李嘉敏 白沙宣

白沙镇西村村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江门日报讯 （文/图 记者/陈方
欢）进入冬季，正是鸡爪芋收获好时
节。作为台山土特产之一，鸡爪芋多
产于四九镇。昨日，记者在该镇东冠
村看到，村民正在忙着收获鸡爪芋。

鸡爪芋，顾名思义，其形似鸡爪，
是众多魔芋品种的一种，故有“本地
人参”之称。据悉，台山种植鸡爪芋
已有超过280年历史。

东冠村是四九镇鸡爪芋主要种植
地之一，在四九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
目前正逐步形成规模化种植。“我家从
爷爷那辈开始种植鸡爪芋，不过以前
他们都是小规模种植。”东冠村种植户
黄干生表示，在四九镇产业规划引领
下，种植鸡爪芋的效益越来越好，目
前，黄干生正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如今

已种植鸡爪芋近20公顷。近期，他每
天都在忙着收获鸡爪芋。

记者在黄干生的鸡爪芋田里看
到，土上的枝叶已凋谢，随着拖拉机来
回采挖作业，鸡爪芋被翻出来，“躺”在
田垄上。工人们忙着拾捡、装袋、搬
运，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今年鸡爪芋丰收，有价有市，亩
产普遍在2500公斤左右，高产的可以
有4000-4500公斤。”黄干生表示，新
鲜的鸡爪芋卖10元/公斤，而鸡爪芋干
最便宜的也要60元/公斤。尽管价格
不便宜，但不愁卖。“今年鸡爪芋销量
很好，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东冠村村
民刘振武说。

为提升农产品效益，延长鸡爪芋
产业链，四九镇鼓励当地餐饮企业推

广鸡爪芋特色老火汤，并与食品企业
研发、发展鸡爪芋预制菜产品。“我认
识鸡爪芋，是因为鸡爪芋汤对我父亲
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因此，我们一直种
植鸡爪芋，推广鸡爪芋，希望能让更多
人认识到这个‘土黄金’，了解它的功
效。”广东省粤侨汇生态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一雨说。

据介绍，四九镇正计划加大扶持
力度，支持鸡爪芋种植大户、专业合作
社和龙头企业开展优质种源基地建
设，扩大鸡爪芋种植规模，同时，加强
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科技攻关和新
产品研发，进一步解决生产加工、产品
研发等重大技术难题，扩大鸡爪芋加
工产品的应用范围，延长产业链条，增
加其附加值。

在冬季“芋”见丰收
四九镇持续扩大鸡爪芋种植规模，延长产业链条

台山推进酸化耕地治理及秸秆综合利用 从源头保障粮食安全
江门日报讯 （文/图 记者/陈方

欢）为改善土壤生态环境，解决土壤
酸化问题，助力粮食增产增收，12月
15日下午，台山市在都斛镇举办2023
年酸化耕地治理暨秸秆综合利用示范
现场观摩会。

台山是广东省产粮大市之一，也
是珠三角著名的“鱼米之乡”，水稻年
播种面积超66667公顷（100万亩），年
总产量超40万吨，大米产业总产值超
30亿元，辖区内的广东省万亩粮食（水
稻）高产创建示范片更是拥有“广东第
一田”美誉。

伴随粮食的大量产出，地力也出
现退化现象，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土
壤酸化。土壤的酸化将导致一系列的
严重后果，包括引起土壤性质改变、影
响植物的生长发育等。为从源头保障
粮食安全，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壤酸化
问题，台山市加大对土壤保护和修复
的投入力度。2022年，台山市对辖区

内超过1330公顷（20000亩以上）酸化
严重的耕地进行治理，项目区土壤pH
值提高0.07个单位，取得较好成效。

今年，台山市成功申报酸化耕地治理
重点县项目，计划实施酸化耕地治理
面积超过5330公顷（80000亩以上），

覆盖6个镇44条村。
活动现场，技术人员对酸化耕地

治理技术、秸秆粉碎还田、石灰撒施技
术、有机肥撒施技术、秸秆综合利用技
术及水稻秸秆收集打捆等进行了展示
并讲解。

“我们总体目标是将土壤的ph酸
性提高0.5个单位，耕地质量提高0.5
个单位。我们开展了耕地质量的检测
和评价，预计今年起每年可以增加
0.17个单位左右，三年下来可以达到
0.5个单位的目标。”广东省农业科学
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
建凤说。

在治理土壤酸化的同时，台山市
今年引进多家秸秆综合利用机构，探
索适合本地实际的秸秆综合利用方
式，推广秸秆离田饲料化利用，对稻草
进行回收利用，减少田地病虫害发生，
推动解决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问
题。

打捆机从秸秆处缓缓驶过，秸秆立即被自动拣拾、打捆。

新鲜的鸡爪芋每公斤卖10
元，价格不便宜，但供不应求。

▶社区网格运用“分色管
理”法，为辖区老年人提供针对
性的服务和帮助。

▲各社区定期在党群服务
中心共享空间开展各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