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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个夜市就把工作找了
江海邮政就业驿站成“就业加油站”

策划：谷江民 统筹：王平强 王鼎强

【文物名片】
文物名称：台山蛮陂头水力发电机
年代：20世纪40年代
来源：蛮陂头水力发电站捐赠
馆藏方：台山市博物馆
馆藏地点：台山市博物馆

台山蛮陂头水力发电机：

见证华侨力量的涌动

□ 江门日报记者 蔡昭璐
通讯员 江仁轩

在江门，逛夜市也能找到工作。
晚上8时许，江海区白水带缤纷乐园
合优集市的摊点纷纷开张，人流、车
流逐渐增多。在这热闹的夜市中，有
个摊位不卖东西，却经常吸引很多市
民驻足，它就是江海邮政就业驿站。

家住江海区麻园村的罗先生，因
公司效益不佳而失业在家，心情一
度低落。近日，在白水带公园散步

时，他偶遇江海邮政就业驿站的工
作人员正在宣讲就业政策，并得到
了就业服务专员的关注与帮助。
通过精准匹配岗位，罗先生顺利入
职新公司，重新找回了工作的热情
和生活的希望。在接受回访时，他
高兴地说：“江海邮政就业驿站的
工作人员服务贴心、及时且高效，
真正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今年暑假，在外地求学的门同学
回到江门。面对悠长的假期，她希望
通过一份零工来丰富生活体验并赚

取生活费。没想到，在白水带公园逛
个夜市的工夫，门同学的心愿就实现
了，原来是江海邮政就业驿站把就业
服务摊位摆到了夜市现场。在就业
服务专员的推荐下，门同学成功在南
海渔村餐馆找到了心仪的暑期工
作。“逛街还能找工作，省了我到处询
问的麻烦，在江门找工作真方便。”门
同学感叹。

记者了解到，江海邮政就业驿站
位于江海一路，地理位置优越，周边
环绕着多个公园和桥南、富横、北湾

三个社区，常住人口近1.5万人，其中
劳动年龄人口接近1万人。

随着夏天的到来，江海区的“夜
经济”逐渐升温，位于该驿站附近的
合优集市更是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
客。“于是我们想到把就业服务带进
夜市，并开展一系列就业服务活动，
增加驿站曝光机会，为求职者提供服
务。”江海邮政就业驿站相关负责人
说。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
方便周边居民办事求职，该驿站还不

断完善硬件建设、优化工作机制和服
务流程，并坚持“中午不休息、周末不
打烊”的工作模式，确保每位求职者
都能及时享受到就业服务。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
的服务措施，江海邮政就业驿站迅
速 成 为 周 边 居 民 的“ 就 业 加 油
站”。今年以来，该驿站已举办 11
场活动，服务企业 249 家，服务群
众超1000人次，发布优质岗位超1
万个，初步达到就业意向 213 人，
有效推动了群众“家门口”就业。

结对子 种文化
市粤剧传习所“送戏下乡”

江门日报讯（见习记者/张蓉蓉 通讯员/韩
丰）连日来，江门市粤剧传习所“送戏下乡”专场
活动在开平市金鸡镇礼堂、百合镇党群服务中心、
月山镇水四汇源文化广场、人民公园、赤坎镇石溪
村委会海塘里轮番上演。

活动以锣鼓演奏《锦帆开》《桃花女架》拉开序
幕，精品折子戏《赵子龙催归·甘露寺》《皮金顶灯》
《烂柯山·痴梦》《血溅李陵碑》《表花》等先后上
演。伴随着悠扬的小调，粤剧表演将本场演出推
向了高潮。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粤剧演员们在
舞台上大展风采。表演内容形式多样，既有服装
精美、妆容古典的传统粤曲，表演惟妙惟肖，向市
民展现了粤剧独特的风采和韵味。

此次“送戏下乡”演出活动以通俗易懂、贴近
群众、贴近生活的文化节目呈现，为群众送去了欢
乐与笑声，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搬到田间
地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尽享地地道道的“文化大
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江门大力推动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推
出“结对子，种文化”重要举措，将文化服务延伸到
镇（街）、行政村（社区），进一步增强基层文化产品
供给能力，丰富基层文化活动形式内容，提高基层
文化人才综合素质，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热水器安装不规范
燃气公司拒绝供气
法官上门化解纠纷

江门日报讯（记者/凌雪敏 通讯员/杨朔 李
小红）“郭法官，我们家热水器已经恢复了供气，
这次我增长了不少用气安全知识，一定把安全放
在第一位。”近日，在电话回访中，市民阿秋对蓬江
法院的郭子托法官表示感谢。

3个月前，燃气公司到蓬江市民阿秋家进行例
行安全检查后，停止了对阿秋家供气，阿秋一气之
下把燃气公司告上法庭。纠纷背后，是因为阿秋
家的燃气安装不合规范，法官便对其进行释法调
解，平息纠纷。

起初，燃气公司上门检查，发现阿秋使用的热
水器是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不符合安全用气规范，
便要求阿秋整改更换。谁知，阿秋装上新的燃气热
水器后，燃气公司又以不能室内安装为由断了阿秋
家的燃气供应。阿秋与燃气公司多次交涉无果后
诉至法院，要求恢复供气及赔偿损失20000元。

郭子托接到案件后，立即联系当事双方了解
情况。“郭法官，不是我们不想供，是不能供啊。他
坚持把热水器安装在室内，不符合安装要求，这简
直相当于在家里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燃气公司
道出了拒绝供气的缘由。对燃气公司的说法，阿
秋认为自己被有意针对。

初步了解下来，郭子托找到了纠纷的症结所
在，只要能解决安装问题，燃气就能供上，阿秋心
里的疙瘩也能解开。但在沟通过程中，他还发现
阿秋使用燃气热水器的安全意识较为欠缺。

为此，郭子托约上燃气公司到阿秋家。当问
及室内安装原因时，阿秋无奈表示：“当初燃气公
司要求我们更换热水器时，没有交代安装位置，我
怕安装在室外，热水器日晒雨淋会影响使用寿
命。”阿秋还表示，旧的热水器准备带回老家安装
使用。

“阿秋，这千万使不得，这款旧的热水器属于
直排式，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早在2000年就已被
禁用。”郭子托一边说，一边滑动手机页面，耐心地
为阿秋讲解安装要求、禁止事项、判废期限等知识
点和相关案例。

阿秋听完后，怒气逐渐消失，理解了供气公司
的整改要求用意所在，于是主动向燃气公司道了
歉，并表示尽快妥善处理被换下的热水器。同时，
燃气公司也对自己工作中的不足表示歉意，说：

“只要安全隐患消除，我们马上供气。”
最后，阿秋终于消除了成见和疑虑，更改了热

水器安装位置。

□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通讯员 冯浩然

“我小时候来参观博物馆，就
被它震撼到了，可以想象到以前那
样艰苦的环境下华侨出钱出力助
力家乡建设的精神，所以现在趁着
暑假带孩子来学习台山历史，感受
家乡的变化。”暑假期间，市民李先
生带着孩子到台山市博物馆参观
时感叹。

李先生口中的“它”，正是台山
蛮陂头水力发电机。至今，每当人
们提起蛮陂头水力发电机，都会情
不自禁地想起那些为家乡建设付
出巨大努力的华侨们，他们的爱国
精神和无私奉献，将永远流传在历
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前
行。

历经数十年的水力发电机如
今成为一件文物，静静地伫立在台
山市博物馆内，它不仅见证了当地
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更体现了海
外华侨对祖国发展的深切关怀与
大力支持。

中南地区首座
民营水力发电站

“没有华侨的力量，估计就
没有这台发电机。”台山市博物
馆馆长陈明信向记者表示。

蛮陂头水力发电机的出现，其
实并不简单。蛮陂头水电站作为
中国第二座水力发电站及中南地

区首座民营水力发电站，其历史可
追溯至1946年。

原来，1946年，台山乡绅谭蔚
亭和梅质彬积极发动海外华侨回
家乡投资，希望通过引进先进的水
力发电技术来推动家乡的经济发
展。当年，筹备处挂牌成立后，由
著名县绅梅质彬担任经理，开启
水电站筹备工作。1948年，水电
站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成功引进
美国制造的水轮发电机组，为电
站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直至
1950年，台山县决定重启并恢复
蛮陂头水电站建设，成立台山蛮
陂头水电公司，通过招股集资推
动项目进展。同年，发电机组从
香港运回台山，为水电站的最终落
成提供了关键设备。

经过不懈努力，1952 年 4月
21日，蛮陂头水电站终于在锣鼓喧
天中竣工投产，发电能力达到175
千瓦，成为台山地区的一颗水电明
珠，水电站也为台城及周边乡镇的
工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电力供
应。

“可以说，蛮陂头水力发电机
的建设与运营，背后有着强大的华

侨力量支撑。这些华侨虽然身在
海外，但心系祖国，他们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支持着家乡的建设和发
展。”陈明信表示，文物的背后展现
了华侨的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不
仅为蛮陂头水电站的建设提供了
有力保障，更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水利科普馆展示
蛮陂头水电站历史
今年3月20日，2024年台山

市“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
动暨台山市水利科普馆揭幕仪式
举行，标志着台山在水利科普教育
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台山市水
利科普馆分为主馆和副馆两个部
分，其中主馆沙盘展厅以台山水系
数字沙盘为核心，结合图文、查询
互动及模型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
了台山水利的概况、发展历史、河
湖长制实施情况、防灾减灾能力以
及重要水利工程建设成果。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台山市水
利科普馆还特别展示了蛮陂头水
电站的历史沿革和建设成就。展
览不仅详细记录了水电站从筹备

到竣工的全过程，还通过展示水
电站的照片、地理位置、发电设备
以及员工工作场景等信息，生动
再现了这一重要工程的建设历程
与辉煌成就。

那时候的华侨，为了家乡建设，
特意从美国购买了一套先进的水轮
机和发电机。在此过程中，华侨们
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更利用他们
在海外的资源和网络，为项目的顺
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展览板上
不仅详细记录了水电站的历史沿
革，还展示了水电站的照片、地理位
置及发电设备等信息，生动展现了
这一重要工程的建设成就与辉煌历
程。同时，展览板上再现了水电站
员工记录电表数据、操作水轮机发
电等场景，体现了他们为水电事业
默默奉献的精神风貌。

“我在台山市博物馆看过水力
发电机的真实样子，加上通过到水
利馆的参观，学到了很多有趣的知
识，比如水电站是如何发电的，这
对我们保护环境、节约用水都很有
意义，也了解到了台山历史知识，
更加懂得了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小学生徐晶晶说。

←历经
数十年的水
力发电机如
今成了一件
文物，静静
地伫立在台
山市博物馆
内。

3天助力3艘
万吨级大船出港
江门边检站当好
口岸营商环境“护航员”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朱磊磊 通
讯员/刘璐瑶）近日，3艘万吨级大船在3
天里经由江门边检站执勤民警查验之后，
依次缓缓驶离新会港国际货运码头。今
年以来，江门边检站发挥职能优势，在优
化口岸营商环境中当好“领舵手”和“护
航员”，助推全市外贸回稳向好态势持续
巩固。

“现在我们所有的大宗散货型船舶抵
达新会港后，都是随到随检。这艘沥青船
舶从韩国进口过来，一天半时间就完成靠
泊卸货出港了，边检民警的效率特别高，
为我们企业节约了很多时间、人力成本。”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经理曾妙
华表示，持续优化的船舶通关模式让企业
受益不少。

“这是我们公司今年以来出口的第16
艘江门本土制造的新造船舶，江门边检站
便利的服务举措大大缩减了船舶通关时
间。”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朱继雷介绍，该公司作为广东省规模
最大的民营船舶制造企业，在现代节能型
小灵便散货船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该
公司年内第16艘新造船舶圆满交付出
境，总产值超29亿元，实现公司历史上单
个厂区的最高产量。江门边检站聚力船
舶到港即靠即作、即靠即检、即检即离，优
化工作流程，前置边检服务窗口，推行

“365+7+24”服务模式、24小时进驻港
区、“单一窗口”网上申报等举措，构建“一
站式”服务体系，加速边检服务。

江门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蓝兴
文表示，该站将进一步促进优化营商环
境，大力推进口岸通关便利化，不断提高
中外人员通关体验，在推动江门港区高质
量发展中贡献边检力量。

江门边检构建“一站式”服务体系，加
速边检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