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素敏 通讯
员/叶嘉敏）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
日来，台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动
员社会各界力量，用心用情做好拥军
优属服务，多角度、多形式精心组织开
展系列暖心行动，进一步提升退役军
人的尊崇感、获得感、幸福感。

台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拥军
企业，前往台城街道、四九镇、大江镇

及台城城区敬老服务中心，走访慰问
退役军人及军属，传递问候，送去关
怀，以及政企的温暖。

除入户慰问外，台山市还开展迎
“八一”政企联动促发展党建活动。
台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国人
保财险台山分公司走进四九镇东冠
村进行普惠型农村保险政策宣传，并
为60岁以上退役军人、烈属代表等

20多人送去专属慰问礼包，送上爱心
企业的关心关怀；台山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联合台山农商银行举行拥军优
抚慈善捐赠仪式，落实“双拥”共建具
体行动，为10名退役军人送上慰问
品、慰问金及节日祝福，进一步体现
金融拥军的责任担当。

在社会化拥军“朋友圈”不断扩大
的当下，台山市有更多社会力量加入

关爱退役军人的行动，形成政府与社
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这不仅有利
于营造尊崇军人、敬重英雄的社会氛
围，更有助于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深入发展。下一步，台山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将持续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工作，赓续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的光荣传统，让“拥军热”在台山全市
蔚然成风。

江门日报讯 （文/图 记者/陈素
敏） 7月21-23日，台山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联合桂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军休
中心“八桂军号”老战士红色故事宣讲

队，在台山市川岛镇组织开展为期3
天、共4场红色故事宣讲活动。一个
个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的红色故
事，再现了一段段峥嵘岁月。

“这里展示的是滨海总队上下川
岛游击根据地的革命历史，我把每个
故事的历史单独整理出来，找到相关
图片资料，编成一幅漫画，图文并茂展
示给大家。”在上川岛历史文化展览
馆，台山老兵洪成祥向“八桂军号”老
战士红色故事宣讲队队员谢志高、刘
兵初、冯宝海介绍他在全国、全省范围
搜集的“宝贝”。一件件历史文物、一
幅幅英烈图片、一本本珍贵史料，洪成
祥用生动的抗敌斗争故事再现川岛那
段汗水与泪水交织、鲜血与战火汇聚
的历史。

荣获八一荣誉勋章和荣立一等战
功的谢志高现场展示了他的“战衣”。
这件战衣上布满弹孔、弹痕，左下角有
一片血迹，见证了谢志高保卫边疆那
段艰苦难忘的战争岁月。“宁愿前进一
步死，不愿后退半步生。”谢志高讲述

当年攻占某高地的战斗故事，他和战
友坚持几十个昼夜与强敌浴血奋战，
身上多处负伤，最后出色完成了作战
任务。

在川岛的研学夏令营中，“八桂军
号”老战士红色故事宣讲队队员向青
少年学生讲述红色故事，引导青少年
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乡情怀。

宣讲期间，“八桂军号”老战士红
色故事宣讲队还走进某海警工作站、
某训练基地，为广大官兵送上“八一”
节日问候。谢志高、冯宝海分别向官
兵们讲述了与敌军斗智斗勇、与战友
并肩作战圆满完成任务的动人故事，
刘兵初则讲述了老战士退休不褪色、
离军不离党，自发组成志愿者队伍，发
挥余热助力乡村脱贫摘帽的感人故
事。

红色故事宣讲活动走进老兵驿
站、夏令营、部队等，活动覆盖范围广
泛，内容丰富充实，引发了海岛听众的
热烈反响。

红色故事宣讲活动走进海岛

再现峥嵘岁月 汲取精神力量

台山社会各界慰问退役军人 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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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陈方
欢）连日来，台山市遭遇多场强降
雨，各部门、镇（街）高度重视，迅速行
动，全面加强防汛工作。7月29日，
记者从台山市三防指挥部获悉，目前
台山防汛形势总体平稳，但防汛工作
仍不能松懈。

作为台山城区重要的用水来源，
塘田水库的防汛工作尤为重要。进
入汛期以来，塘田水库库容逐渐回
升。截至7月29日上午，塘田水库现
有库容1809万立方米，虽然离当月
防限2006万立方米还有一定差距，
但水库管理所工作人员仍每天密切
监控，科学调度用水，确保水库安全
运行和下游灌溉、生活供水任务顺利
完成。塘田水库管理所所长邓沃泉
表示：“目前水库库容比较充足，可以
满足下游的灌溉和生活供水任务。
我们加强了水库的日常巡查工作，确
保水库安全运行。”

与塘田水库一样，台山市各水库
切实加强值班值守和风险隐患排
查。据统计，截至7月29日上午，台

山 市 178 宗 水 库 蓄 水 总 量 达 到
37438万立方米，同比增加16.8%。
其中，大型水库蓄水量11340万立方
米，同比减少3.6%；中型水库蓄水量
13406万立方米，同比增加14.7%。
目前，台山全市防汛形势总体平稳。

台山市三防指挥部要求台山全
市上下严格落实属地和行业管理责
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预
报。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降雨强度、
江河水情、地质灾害等的监测预测和
预警，并开展堤防、水库、山塘、水闸、
电排站等水利工程的防汛安全检
查。同时，要做好对水利工程、在建
工地、山洪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
河流、镇村易涝黑点、旅游景区、危险
低洼区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工作。

此外，为加强野外景点的安全管
理，台山市特别加强了对水库、山坑、
野滩等野外景点、“网红打卡点”的管
理。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包山头、守
路口”的责任制度，防止采蜂、砍伐、
野游人员私自进入，全力确保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李嘉敏）
“同学，你好！您有一份来自北京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请携带身份证、准考证进行
签收。”日前，来自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送达台山，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
司台山市分公司工作人员携带鲜花来到
台山一中，为学子伍润龙送上录取通知
书，伍润龙和他的班主任、高三级教师、
校领导一起见证了这个喜悦的时刻。

据悉，伍润龙是台山一中考生，凭借
不懈的努力和出色的成绩，他成功被北
京大学临床医学（五年）专业录取。对于
伍润龙而言，能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临
床医学，不仅是对他过去努力的肯定，更
是他实现医学梦想的起点。他深知医学
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期待在未来的
五年里能够系统掌握临床医学知识和技
能，并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博士生，成
为一名优秀医生。伍润龙深知自己的成
绩离不开教师的悉心指导和学校提供良
好的学习环境，他特别感谢班主任和任
课教师在备考期间的耐心辅导与鼓励，
同时对学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表示由衷
感激。

与此同时，台山其他学校也传来了
喜讯。台山市台师高级中学考生龚厚伊
被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录
取，台山市华侨中学考生潘金华考上中
山大学音乐表演专业。

为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安全、
无误地投递到考生手中，邮政部门提醒
考生及家长，近期要保持电话畅通，投递
员在派送高考录取通知书前，会先通过
电话联系考生，提示准备身份证，预约投

递时间。为确保安全，最好由考生本人
亲自接收。同时，不管是本人接收还是

家长代收，一定要提供考生身份证用于
核对信息。未能成功派发的高考录取通

知书，将由投递员送回站点，交由专人保
管，待重新与收件人联系后再进行派发。

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达台山
邮政部门提醒考生及家长保持电话畅通

台山多措并举应对强降雨

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真金白银”税惠政策

助力“台山大米”香飘万里

江门用占粤港澳大湾区1/6
的土地，生产了大湾区1/3的粮
食，是当之无愧的大湾区“米袋
子”。其中，台山作为全国商品粮
生产基地，拥有天然的地理环境
和品种优势禀赋，全市水稻种植

面积超66666.67公顷（100万亩），年产量超40万吨。
今年以来，台山市税务部门积极响应“百千万工程”号召，走访问需，

梳理惠农助农税惠清单，加大税惠政策宣传辅导力度，助力台山大米走
好产业发展之路。

政策减免
助力发展智慧农业

走进台山中国农业公园“禾海稻
浪”水稻连片种植区域，绿油油的禾
苗一望无垠。一架载着低毒高效低
残留大包装农药的植保无人机迅速
升空，按照设定路线在稻田上方来回
飞行，向下均匀喷洒药剂水雾。飞防
手熟练操控无人机施药，仅需10分
钟就能完成1公顷（15亩）稻田的病
虫害防治农药喷洒任务。

“人工喷洒防虫药剂一天只能喷
洒1公顷（15亩），无人机一小时便能
喷洒4公顷（60亩），效率大幅提升。”
江门天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

“江门天禾”）负责人黄昭沛介绍，无
人机喷洒省时、省工、省药，能最大限
度减少用药次数和用药量，节省农药
包装材料，每亩减少农药包装废弃物
180g，减少农药使用量850g，有效减
少病虫害防治成本。

实现无人机高效植保，是企业探
索科技赋能农业的一个缩影。自
2011年起，江门天禾在台山市探索
直接面对中小农户的可持续、可复制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并与大疆、
极飞等国内先进农业科技供应商、企
业保持深度合作。“去年，我们为江门
提供农业托管服务面积达59266.67
公顷（88.9万亩），帮助25条村实现

‘零撂荒’。”黄昭沛说。
除了无人机植保，江门天禾还建

设了智能虫情测报系统，病虫害智能
预警测报网犹如天眼，覆盖台山丝苗
米产业园区的核心乡镇，对常见的
10余种重大病虫害进行定向诱集、
分类统计、实时报送和预警分析。

“2023年以来，我们享受从事农
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减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政策，减免应纳税所得额约
162万元。‘钱袋子’满了，发展智慧
农业服务的劲头更足了！”黄昭沛表
示，希望能为农户提供更专业化、规
模化、智能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帮
助农户种好田收好粮，助力现代农业
增效增收。

政策减免支持是助力智慧农业
发展的“基本盘”。为了写好助力县
域经济、强镇带村等发展文章，税务
部门推出服务“百千万工程”促进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的15项具体措施，
深入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龙头企业

等走访问需，优化实施“一企一策”服
务，并依托“V-Tax”远程可视化办
税平台等智慧办税方式，帮助农企农
户足不出户轻松享受税惠红利。

税惠落实
让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在台山市江联米业有限公司（下

简称“江联米业”）的大米加工生产车
间，各种设备高速运转，金黄色的谷
壳脱落，露出里面洁白的米粒。经过
筛选、去杂和抛光等精细工序，一粒
粒色泽油润的大米顺着滑槽倾斜而
下，再通过自动称重系统精准测量后
入袋封口，一袋袋优质的“江联”牌大
米便包装完成，等待被送至珠三角地
区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大米加工要‘看天吃饭’，受天
气状况、市场环境、用工成本等多重
因素影响，我们的经营情况容易出现
波动。税务部门为我们量身定制并
推送适用的税惠政策清单，还为我们
提供个性化辅导服务。”江联米业负
责人何颖娴表示，近三年来，企业实
实在在享受到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等税费优惠超
62万元。“作为小微企业，真金白银的
税惠助力让我们在生产经营中更有
底气。”她说。

何颖娴表示，税费红利的兑现为
江联米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节
约下来的资金被投入到富硒水稻良
种引进、现代化厂房建设、生产设备
迭代升级等方面，生产的丝苗米品质
日益提升。同时，企业加大与家庭农
场、种田大户的合作力度，带动周边
村民实现增收致富。

在台山，像江联米业这样的粮食
加工企业不在少数。税务部门针对
农企发展情况，梳理惠农助农税惠清
单，加大税惠政策宣传辅导力度，并
制发《农产品收购发票常见问答及支
持乡村振兴税费优惠政策指引汇
编》。“我们以税企联动的形式，组织
粮食加工企业、粮食协会代表召开夏
粮收购税收政策座谈会，并依托‘税
村共建’平台组建专业服务团队，下
沉乡村举行农产品收购税收政策解
读会，以互联直通纳税服务机制倾听
农户农企心声，帮助台山大米产业拓
展销售空间、提升品牌价值，走好产
业发展之路。”台山市税务局负责人
江焕辉如是说。

江门日报记者 林育辉 通讯员 李洁莹 黄滢

邮政部门工作人员为学子伍润龙（中）送上录取通知书。

塘田水库管理所科学调度用水塘田水库管理所科学调度用水，，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素敏 通讯员/
台海洋宣）昨日，记者从台山海洋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发展集
团”）了解到，中山大学—台山海洋发展
优势种业与智慧养殖联合研发中心（以
下简称“研发中心”）已为台山海洋牧场
成功培育出优良的章红鱼适养品种。目
前，首批重量逾万公斤的章红鱼良种已

顺利投放至海洋发展集团旗下位于川岛
镇的深水网箱中。这一里程碑式的成
果，标志着台山海洋牧场在现代化、智慧
化养殖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

投放现场，一艘运输船装载着一批
鲜活的章红鱼良种缓缓驶至川岛镇海域
的深水网箱旁。随着网箱盖子缓缓打
开，章红鱼良种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欢
快地游入它们新的家园。

据了解，此次成功培育的章红鱼良
种，是研发中心通过基因组精准选育技
术，深入挖掘出与章红鱼生长和抗病相
关的重要功能基因，从而选育出具有更
强耐受与免疫能力的适养品种。这一品
种不仅更加适应台山海洋牧场的水域环

境，而且肉质更加鲜美，经济价值同比增
加了20%，市场潜力巨大。章红鱼养殖
项目预计将实现产值3000万元，为深海
养殖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台山海洋产业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养殖模式上，研发中心与广东瀚
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共同创建章
红鱼“陆海接力”养殖模式。也就是说，
章红鱼良种先在海边鱼排养至0.5公斤
左右，再投放至深海网箱中。根据科学
的养殖方法，这批投放的章红鱼将在半
年内成长至2.5公斤左右，预计将在明年
春节前后上市。这一模式通过标准化操
作，实现了深远海养殖，将极大促进章红
鱼养殖从传统“陆基池塘”向工业化“深

远海网箱”的产业化升级。
据悉，台山市正积极构建以“海洋牧

场+海上粮仓”为核心的现代海洋产业
体系，此次章红鱼养殖项目的成功实施，
为这一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基础。海
洋发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章红
鱼良种的成功投放，将继续做好下一步
养殖管理工作，助力章红鱼成为台山继
台山蚝、台山鳗、台山青蟹之后的又一标
志性水产品；希望通过项目的推进，为台
山海洋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并期待与中
山大学等政校企单位继续建立更紧密的
合作关系，共同带动当地海洋及相关产
业发展，提升地区经济活力，实现海洋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台山海洋牧场智慧化养殖迈出坚实步伐

首批逾万公斤章红鱼良种成功投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