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门日报讯 （文/图 记者/黎禹君
通讯员/冼爱连） 2025年 4月23日是第
30个“世界读书日”，江门150多个共读
点开展“共读半小时”活动，超5万人在同
一时间打开书本，共品阅读之美，共享阅
读之乐。

当天10时，2025粤港澳桂琼“共读半
小时”活动拉开帷幕。江门市图书馆报告
厅仪式感满满，图书馆馆员与读者共读倡
议书，观看主会场直播，集体共读活动指
定书目，共同朗读梁启超关于读书方法的
经典论述。江门市图书馆倡议广大市民
读者用心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据悉，“共读半小时”活动于2016年
由深圳图书馆界发起，以“品味书香·享阅
读之乐”为总主题，每年4月23日“世界读
书日”当天举办，通过具有仪式感的共读
行为，诠释“让阅读成为生活习惯”的理
念。2024年以来“共读半小时”活动进一
步拓展范围，华南地区图书馆联盟联合香

港、澳门开展粤港澳桂琼五地共读。
江门市图书馆已连续多年积极承办

“共读半小时”活动，以“品味书香，享阅读
之乐”共读半小时为契机，面向广大市民
发起共读倡议，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和踊跃报名。今年凝聚了包括江门各县
（市、区）公共图书馆及其分馆、图书流动
服务点、农家书屋、城市书房、学校、社区
等在内的社会各界157个共读点的力量，
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江门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馆
在“世界读书日”期间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读者，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交流活动，如
云朵故事会、“悦享阅绘”家长课堂、“书香
旅‘图’”图书馆参观日主题活动、“阅绘
999”推荐童书展、“行走的画卷”江门三点
三精彩之旅摄影展等。

江门150多个共读点开展“共读半小时”活动

超5万人共享阅读之乐

市图书馆开展共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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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在江门五邑大地的阡陌间，“农+”书屋正
以创新形态重构乡村文化图景。无论是“无负
今日”书房、改造升级的农家书屋，还是农村

“粤书吧”、新华“悦读空间”，这些“农+”书屋
正以多元形态散落于碉楼旁、稻田边、侨村里，
以“一屋一特色”的灵动姿态激活乡村文化基
因。从非遗活化空间到侨史研习基地，从农技
交流平台到文旅融合载体，“农+”模式正以文
化之力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注入动能。

“农+”书屋书写侨乡记忆
在江门五邑大地的肌理中，每一座“农+”

书屋都是解码地域文化的基因库。
新会区睦洲镇石板沙村是西江上的离岸

独岛，岛上约有600住户。走进石板沙村，悠
长的石板路、整洁的村道、岸边的渔船以及疍
家文化装饰的房屋等，构成一幅乡村诗意生活
的画卷。走进疍家文化馆二楼，石板沙“粤书
吧”就在其中。这座藏身3A级景区的书屋，年
均接待研学团队超200批次，成为疍家文化

“活态传承站”。
台山市赤溪镇护岭村农家书屋以客家文

化为主题的书屋，藏书3000余册，村民在此既
可静读，亦可挥毫泼墨。“这里不仅是读书的地
方，更是客家人传承文化的‘活态博物馆’。”村
民李伯感慨道。

走进“全国最美农家书屋”江海区英南村
南堡书屋，老式收音机循环播放着邓丽君的
《甜蜜蜜》，村民捐赠的蝴蝶牌缝纫机成为旧书

修补工作台。
作为这家书屋建设的全程参与者，梁启

佐介绍，该书屋展现出英南村三四十年前的
风貌，让村民记住乡愁。当地村民喜欢来书
屋享受周末时光，一些文艺中青年也慕名前
来打卡。

这些散落乡野的文化基因库，让侨乡的集
体乡愁在书声里生根抽芽，于阡陌间铺就一条
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归途。

“守书人”续写乡村文脉
穿过蓬江区荷塘镇霞村党群书屋的木质

门槛，四壁高耸的书墙瞬间将人引入“时光隧
道”。这座诞生于1958年的书屋，由当地退伍
军人高永兆自家房屋改造而成。

“雨季要往书柜夹层塞石灰防潮，台风天
得给线装书‘穿’油纸衣。”村民回忆中的高永
兆，将退伍安置费化作首批藏书，把自己的一
生奉献给这间书屋，“那一面泛着历史气息的
书墙，都是兆叔（高永兆）亲手包好的，一针一
线，弥足珍贵。”

如今，第四任馆长依然遵循高永兆立下的
规矩：每本古籍必用传统浆糊装帧。从田间地
头的政策读本到线装古籍，每一册都浸润着

“守书人”的体温。
从霞村出发，驱车40公里，便来到鹤山市

共和镇来苏村的党群服务中心。
这里有一间全国示范农家书屋。老党员

钟直均曾在此当了10多年管理员，他保存着
几本登记册，详细记录着10多年来每位村民
的借书记录。“我是这间书屋第一个管理员。
平时村里的小孩子会来看书，村民也在这里看

书喝茶。”钟直均说。
有读者在来苏村这间农家书屋的留言本

上写下一句话：“农家书屋是我假期每天都来
的地方，每一次阅读分享都非常精彩，收获很
大。”这是读者的心声，只有群众愿意来，愿意
读书，阅读空间才有生命力。

如果说传统“守书人”是用岁月守护文脉，
新一代文化接力者则开创了更具张力的传承
方式。

在台山市台城街道桂水村，“无负今日”农
家书屋正演绎着现代公益的浪漫。这座由市
民捐建的书屋，以地图主题为特色，游客可通
过“喝咖啡做慈善”活动参与共建，每售出一杯
咖啡即向公益基金捐赠1元。2023年，1万余
名市民通过“啡尝幸福”项目助力书屋落地，实
现了“公益+咖啡+阅读”的创新融合。

从书屋老馆长手握的浆糊刷到青年创客
端起的咖啡杯，从蚕丝修补古籍的细腻到扫码
捐书的便捷，侨乡一代代“守书人”以不同姿态
诠释着同一种坚守。

“农+”模式开启新叙事
“农+”书屋的服务对象远不止村民。
开平市塘口镇先锋天下粮仓书店，由废弃

粮仓改造而成，融合文创、茶饮与阅读。游客
在此捧书小憩，透过落地窗远眺碉楼群，感受

“阅读+文旅”的独特魅力。2024年，该书屋营
业额超500万元，全年吸引旅客超150万人
次，入选第二批“粤式新潮流”广东文旅消费新
业态热门场景。

去年，先锋天下粮仓书店纳入江门市委宣
传部重点打造的江门“无负今日”城市书房（农

家书屋），以其特色设计持续引领阅读新风尚，
成为江门通过“无负今日”书房打造，带动升级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让城和乡都有“诗和远方”
的经典案例。

近年来，江门打造了110家“无负今日”城
市书房（农家书屋），尤其是把农家书屋与乡村
旅游景点、民宿相结合，打造时尚的“无负今
日”农家书房，让农家书屋有效运营的“难点”
变成全民阅读的“亮点”。

距此半小时车程的昌梅村，冯如故里的航
空基因正在书香中苏醒。在这里，一座如飞机
展翅般的建筑引人注目，那就是昌梅村侨心书
苑。书苑内4000余册书籍涵盖航空科普、华
侨历史等主题，游客可在此研读“中国航空之
父”冯如的史料，村民则通过“富硒水稻种植技
术”书籍提升农业技能。随着农文旅深度融
合，书苑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到此游赏娱乐，从
知识传播到价值转化，驱动昌梅村实现精神富
足与产业繁荣的共生共进。

江门农家书屋的“农+”逻辑，不仅在于文
化赋能，更在于推动产村融合。恩平市君堂镇
黎塘村依托碉楼群与侨资源，引入总投资
5000万元的文旅项目，打造集航空文化研学、
田园耕读于一体的综合体。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张伟成说：“我们整合闲置碉楼和校
舍，让书屋成为游客了解侨乡历史的起点，以
及村民创业的孵化器。”

如今，江门“农家+”书屋正点亮侨乡“文
化星图”，让每个踏入其间的人，都能触摸到乡
村振兴最生动的脉搏。未来，这片土地上的书
香故事，也将在“农+”的无限可能中续写新的
篇章。

打造多元阅读空间 重构乡村文化图景

“农+”书屋点亮侨乡“文化星图”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讯员/吴中垚）近
日，在团市委指导下，市青少年宫携手恩平市“百千万
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恩平市教育局、团恩平市委、圣堂
镇团委，将“红领巾科技直通车”开进圣堂镇中心小学，
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融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
的科普盛宴，提升乡镇青少年科学素养。

活动现场，各种科普装置和实验项目琳琅满目，吸
引了大量学生的目光。在“声光电”大考验区域，鹦鹉
学舌、共振鼓、光能风车、等离子球、千人震等科普装置
让学生大开眼界。其中，“千人震”成为人气体验焦
点。几个同学手拉手围成一圈，当老师按下开关的刹
那，所有人同时轻轻一颤，微弱的电流像调皮的小鱼，
顺着指尖游走全身。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人体是导
体，当大家串联成电路，微弱的电流就会通过每个人的
身体，这就是最简单的电流闭环。”

同学们还在趣味科学实验中感受到科学魅力。他们
通过显微镜探索微观世界的奇妙；在试管中见证变色反
应的“化学魔法”；沉浸式感受科学的魅力。同时，在人工
智能编程区，同学们借助实验箱展现运行逻辑，用VR眼
镜感受虚拟世界；在科技互动游戏区，模型车竞技、水火
箭发射、空气炮等项目有序开展，同学们认真聆听原理讲
解，并在实操中深刻理解力学原理与工程思维。

此外，市青少年宫还开展了公益助学行动，向圣堂
镇中心小学捐赠了涵盖科普读物、人物传记等在内的
数百册图书以及显微镜科学实验器材，进一步丰富了
该校的科普资源。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讯员/罗霭靖） 4月
21日，2025年全市水利局长工作会议召开，研究推进
2025年重点水利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
“十五五”谋篇布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三年初见
成效之年。全市水利系统要自觉站在“百千万工程”、
高质量发展大局中高起点谋划、推进水利与河湖长制
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全市水利系统要转变治水观念，系统性
谋划好水利项目，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要狠抓项目谋划，按时保质完成年度水利投资任务，
100%完成中央和省水利投资计划，如期完成资金支付
工作。要千方百计加大施工投入力度，多措并举筹集
建设资金，加快推进堤防水闸加固等重点工程建设。
要重点突破工程建设管理粗放、流域治理体制机制不
完善问题，大力探索发展好水经济项目，深化水权交易
改革，持续推动工程标准化管理与现代化管理矩阵、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先进水文化传承、乡村振兴发展，
扎扎实实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全市水利系统要树立本质安全理念，落
实好防汛及水利安全生产。要持续压实全过程责任，
针对性研判极端灾害天气影响，提前落实好防汛措施
和建设工程全链条安全监管。要全面落实好水利领域
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落实好劳动节前安全防范。要建
立健全工作机制，持续优化完善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
害防御预案方案、防洪调度工作机制，进一步做好应对
极端情形发生的充分准备。

全市水利局长工作会议召开

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红领巾科技直通车”开进恩平圣堂镇

提升乡镇青少年科学素养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佩筠） 4月23日，鹤山启动
2025年“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该系列活动包括朗
诵比赛、亲子共读、经典诵读等15场活动，将举办首届

“任溶溶作文奖”2025年中小学生现场作文大赛。
作为著名儿童文学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故乡，

近年来，鹤山以“乡村振兴+全民阅读+本土名人”为切
入点，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名人名片，打造城市文化品
牌，连续5年举办以“任溶溶童书嘉年华”为主题的南国
书香节阅读活动，并在全省率先建设任溶溶书屋，目前
已有15家任溶溶书屋，成为富有地域特色的全新公共
阅读空间、文化阵地。

据悉，首届“任溶溶作文奖”2025年中小学生现场作
文大赛，面向鹤山全体在读中小学生，以儿童文学为体
裁，通过现场原创作文的形式展开，旨在鼓励学生热爱写
作、热爱生活，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推动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现场作文
大赛，鼓励孩子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充分发挥想象力，从
多个角度诠释身边的人和事，展现对生活、成长和梦想
的独特思考；同时，帮助孩子们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任溶
溶先生笔耕不辍的儿童文学创作精神。

鹤山将举办首届
“任溶溶作文奖”现场写作大赛
鼓励广大学子爱上写作

江门日报讯（记者/凌雪敏 通讯员/江关宣）近
日，在雅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图高
新”）仓库里，工作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出口尼日利亚的
汽车漆作最后的清点。该公司负责人李振惠介绍：“这
批汽车漆首次申报时已经过海关检验，正在清点的这
些汽车漆是同一批次后续申报的产品，只需经海关审
核相关单证便可出口。”

海关总署启动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批次检
验”试点改革后，雅图高新被选为试点企业之一。经首
次检验合格后，检验周期内后续申报的同一批次危险
品不再实施现场检验，有效解决企业车辆等待、货物积
压等问题，切实让优质守法企业获得便利。

“‘批次检验’试点改革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基础上，
进一步压缩现场检验频次，做到既‘管得住’又‘放得
活’。”江门海关稽查处副处长詹文介绍，试点改革后，
平均每个后续申报批次通关时长由2—4天压缩到1—
2天，整体通关效率提高超100%。

“按照以往的模式，我们每次出口汽车漆时，海关需
要对每票货物实施现场查验，时间、仓储和人力成本较
高。”李振惠兴奋地说，“‘批次检验’试点改革加快了仓
库的周转频率，发货快了，与客户的合作也更加顺畅。”

整体通关效率提高超100%

“批次检验”助企业加速出海

江门日报讯（记者/黎禹君） 2025 年 4
月 23日是第30个“世界读书日”。当天，由
江门市委宣传部、江门市文明办主办的中国
侨都·书声荡漾——2025年“世界读书日”暨

“书香五邑·江门读书日”活动在开平市塘口
镇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举行，让阅读进乡村，
文明润乡风，通过多元形式展现全民阅读成
果，推动书香江门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文
化活力。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
国强……”活动在塘口镇裡讴小学学生铿锵有
力的《少年中国说》朗诵中拉开帷幕。声声铿
锵之音，恰似一把钥匙，开启了穿越时空的文

明对话。
自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

读书日”以来，读书日便承载着倡导全民阅读，
推动知识共享和文化传承，点亮文明之光的重
要使命。

这份对知识的渴求始终在五邑大地生生
不息。活动回顾了江门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取
得的丰硕成果：常态化举办“书香五邑·江门读
书日”活动，实施“您选书，我买单”惠民项目，
为群众“买单”图书2.5万多册，惠及超5万人
次。市民年平均阅读量从3.2本提升到6.7本，
阅读活动参与人次增长超200%。打造115家

“无负今日”城市书房（农家书屋），重塑城乡阅

读场景，推动阅读与多元文化融合，吸引更多
群众参与阅读活动，近3年举办“阅读+”活动
1200余场，参与人次超30万。

活动现场，教师及学生代表共同发起全民
阅读倡议，并举办了“旧书换新知·让书香随绿
意流动”书籍捐赠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紧扣时代脉搏，
探索人工智能与阅读的深度融合。中国移动
AI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专家谢永贤以《AI人
工智能发展与阅读应用》为题，从“是什么”“怎
么用”两方面出发，围绕人工智能（AI）的发展
及其在阅读领域的应用展开分享。开平市税
务局、气象局及塘口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

代表分享“AI与阅读共读”体会，展现技术如
何让阅读更生动、更个性化。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
数据驱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传统服务模式

“供给先行”向现代阅读“需求驱动”转变；开展
“书香乡村”阅读活动，为“百千万工程”注入书
香活力；强化数字赋能阅读新场景，构建“云+
端+互动”的创新模式，使全民阅读突破时空
限制，真正成为“24小时不打烊”的文化生活
方式。

为迎接第30个“世界读书日”，连日来，江
门各地各单位也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
活动。

我市举办2025年“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

书香浸润城乡 推进全民阅读

江门日报讯（记者/皇智尧）记者昨日从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该局已正式发布《江
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申报
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据悉，城市试点数
字化改造项目按照项目征集、项目改造、项目
入库、下达资金计划等流程开展，申报城市试
点企业可同时享受“政银保”融资项目数字化
转型贷款贴息。

2023年 11月，全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城市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包括江门在内
的14个地市入选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

市试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我市采取产
业链牵引和供应链牵引两种方式，在五金
不锈钢制品、摩托车及零配件、新一代电子
信息、小家电制造、造纸及纸制品5个细分
行业开展试点。

根据指引，项目征集阶段申报企业需满足
注册登记合规、近三年无严重违规记录等基础
资质，且须属于5个指定细分行业。申报单位
通过项目征集审核后，在数字化牵引单位及其
生态协助下进行数字化改造，改造完成后可申
请入库。

其中，项目征集阶段，申报企业可随时登
录线上申报系统（https://jmdtcpp.com）提交材
料；申报单位经数字化水平评测达到二级及以
上后，可随时通过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城市试点项目管理系统（https://jmdtcpp.com）
上传相关材料进行入库申请。

据了解，项目通过入库评审后，可按照核
定的项目投入费用（不含税）不超过30%比例
予以奖补，普惠类项目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30万元；标杆示范类项目单个企业最高不超
过50万元。具体奖补金额将根据资金使用情

况适当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城市试点企业同时享

受“政银保”数字化转型贴息，其中第一年（贷
款合同前12个月）获得的补助比例为贷款利
息的90%，该比例每年递减10%；上限方面单
个企业累计最高100万元。符合条件申报的
企业可在每月 10—15 日通过江惠通平台
（http://jht.jiangmen.gov.cn/#/home）提交数字
化转型项目的资料，同步将项目入库资料的纸
质盖章版以及电子版报送所在县（市、区）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我市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申报指引
项目通过入库评审后可享“改造补贴+贴息贷款”双重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