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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链条机制筑牢海洋生态屏障

守护中华白海豚家园的台山实践
生态兴，则文明兴，优

良的生态环境是台山的宝
贵财富。位于南海之滨的
台山，300余头中华白海豚
逐浪嬉戏，描绘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作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洋
生态的“活指标”，中华白海
豚种群在台山的繁衍生息，
是海洋生态向好的见证，更
是这座滨海城市以法治之
力、科学之策、全民之志守
护碧海蓝天的生动实践。

自2018年起，中华白
海豚保护联盟确定每年农
历三月廿三为“中华白海豚
保护宣传日”，今年4月20
日是第八个“中华白海豚保
护宣传日”。今年第十五届
全国运动会吉祥物“喜洋
洋”“乐融融”以中华白海豚
为原型，中华白海豚成为大
湾区的生态名片。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
台山深知，保护中华白海豚
的关键在于守护其栖息地
的完整性。在广东江门中
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这片107.477平方公里的
海域是中华白海豚世代栖
居的家园。近年来，台山市
以系统性思维推进生态治
理，构建起“执法联动+司法
护航+科普宣传”的全链条
机制，为中华白海豚筑牢海
洋生态屏障。

系统治理护碧水
近年来，中华白海豚频繁造访台山

市赤溪镇大襟岛附近海域，这不仅是海
洋生态向好的风向标，更是台山执法亮
剑、守护碧海蓝天的生动见证。

去年，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台
山大队（以下简称“海洋执法台山大队”）
与广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以下简称“保护区管理处”）建立
保护区联合执法工作机制，成立联合执
勤点，严厉打击保护区海域内的非法用
海、非法捕捞等行为。

海洋执法台山大队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以及上级管理部门的有关要
求，积极开展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渔业
执法检查工作。

2024年，海洋执法台山大队与保护
区管理处多次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联合
巡查执法行动。重点结合“亮剑”系列专
项执法行动、休渔期专项执法行动、涉渔

“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执法行动等，突出
重点，强化海上综合执法，严管保护区内
重点海域，全力保障保护区内的海洋生
态环境。今年初，双方达成共识，综合运
用日常巡逻和专项打击方式，发挥保护
区管理处巡航管护、属地海洋综合执法
部门执法巡逻和日常监管等作用，决定
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联合执法巡查行
动，加强保护区日常执法巡查管理工
作。今年以来，已开展两次联合执法巡
查行动。

赤溪镇也积极行动。通过联合海洋
执法台山大队、海警、公安等部门开展专
项行动，该镇大力整治近海水域乱象。
目前，已累计打击“三无”船舶逾550艘，
清理蚝排19310平方米，有效遏制非法
捕捞、违规作业等行为；建设镇级污水处
理厂，实现生活污水100%达标排放，从
源头上为中华白海豚创造宁静、稳定的
栖息空间。

司法护航筑屏障
保护海洋生态，法治是最坚实的铠

甲。台山市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驱
动，为中华白海豚撑起司法保护伞。

去年，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台山市人
民检察院与保护区管理处联合签订《关
于建立中华白海豚保护协作机制的意
见》，并在位于台山市赤溪镇的保护区管
理处设立中华白海豚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站，推动检察机关与保护区管理处加强

沟通交流和协作配合，以高质效公益诉
讼守护中华白海豚，维护生物多样性。

针对台山海域面积大，违法用海、非
法捕捞时有发生等问题，台山市人民检
察院立足法律监督主责主业，研究推进
海洋检察共治新模式“澄川”专项行动，
成立海洋检察工作室，一体化办理涉海
四大检察案件。近年来，该院共办理刑
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
涉海案件219件，通过办案依法惩治非
法捕捞、走私等犯罪分子109人，督促相
关职能部门清拆非法占用海域养殖面积
逾1333.33公顷（2万亩），清拆非法捕捞
设施3000多米，替代性海洋修复增殖放
流虾苗近5.5亿尾。例如，在办理林某某
等人非法捕捞案件时，依法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并获得审判机关支持，
判令被告人增殖放流斑节对虾54649.55
万尾，及时修复包括中华白海豚在内的
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有效实现惩治违
法犯罪与修复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双重效
果。该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联合评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
境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同时，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坚持部门
联动，牵头海洋行政职能部门座谈研讨，
推动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近年来，该
院分别与海警、海事、自然资源、农业农村
等部门及沿海镇先后联签《关于加强检警
协作配合工作若干意见》《关于建立加强
台山市海洋治理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实
施意见》《关于建立中华白海豚保护协作
机制的意见》《关于加强台山市涉渔乡镇
自用船管理配合协作机制（试行）》等，凝
聚海洋治理共识和保护合力。

全民守护谱新篇
保护中华白海豚，是一场需要全民

接力的马拉松。台山市以科普宣教为纽
带，推动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让每个公民
成为海洋生态的守护者。

校园育苗，播撒蓝色希望。在赤溪
镇，中华白海豚科普馆变身“少先队员之
家”，学生们通过生态课堂、模型制作、绘
画比赛，近距离认识“海上大熊猫”。
2024年，“豚聚大湾区 童心绘生态”活
动吸引千余名青少年参与，孩子们用画
笔描绘心中的碧海银豚，生态文明的种
子悄然生根。

渔民转型，共筑护海防线。针对传
统捕捞群体，台山市强化对涉渔船舶的
宣传与管控，引导船舶主自发成为“海洋
环境卫士”，自觉减少船舶污水排放、规
范船舶停靠，从细微处改善海洋环境。

社会联动，守护蔚蓝家园。例如，
赤溪镇积极开展海域岸滩海洋垃圾清
理工作，每年组织开展以“不留白色污
染 守护碧海蓝天”为主题的志愿服务
活动。同时，持续深化河道治理，2024
年累计清淤河道21.77公里，清除淤泥、
杂草、垃圾及漂浮物总量约22.3万立方
米，满足中华白海豚对优质栖息环境的
需求。

制度之智、法治之严、人文之美，书
写中华白海豚保护的台山经验。如今，
碧波之上，中华白海豚跃动的身影正是
对这座海洋之城的生动礼赞。未来，台
山市将继续锚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目标，让“海上大熊猫”与人类共享碧海
蓝天，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智慧。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李嘉
敏 通讯员/杨尘）近日，由台山市粮
食行业协会、市烹饪协会等多家单
位联合起草的《台山黄鳝饭》团体标
准正式发布。这一标准的出台，标
志着台山黄鳝饭这一侨乡名菜的烹
饪工艺与品质要求实现规范化、标
准化提升，为传统美食的保护与传
承注入新动能。

据悉，台山黄鳝饭制作技艺先后
入选台山、江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是侨乡美食文化的亮丽
名片。此次发布的团体标准，对台山
黄鳝饭的制作工艺、原材料选择及质
量要求作出明确规定——食材准备
阶段，严格界定黄鳝的品种、大小，以
及大米的产地、品质；烹饪过程中，从
黄鳝的处理方法、炒制火候，到米饭
的蒸煮时间、比例搭配等步骤均详细
描述，确保每一份黄鳝饭保持高品
质。根据团体标准，台山黄鳝饭制作
需严格遵循“煮、炒、焗”三道核心工

艺。主料选用每公斤20-32条的鲜
活黄鳝，搭配米粒细长、颗粒饱满的
台山丝苗米；辅料包括姜蓉、蒜蓉、葱
花、芫荽粒等，调味需加入花生油、芝
麻油、蚝油等10多种调料。团体标
准还特别强调锅巴制作要求，成品须
呈现金黄色并带有焦香味，米饭粒粒
分明，鳝肉嫩滑可口。

“明确的大米选用标准将推动台
山优质大米品牌建设，提升市场竞争
力，同时，促进餐饮产业与大米产业
协同发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进步，
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提供支撑。”台
山市粮食行业协会秘书长谢平萍表
示，团体标准的出台对台山大米产业
发展意义重大。

“过去黄鳝饭的烹制依赖厨师的
个人经验，团体标准出台后，有效规
范操作，避免因食材、手艺差异导致
的出品问题。”台山市烹饪协会会长
陈本领表示，行业革新从经验传承到
标准的变化，这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
传承，更是现代餐饮产业的革新，希
望通过标准化生产，台山黄鳝饭将更
好地走向全国，让更多人品尝到台山
地道美食。

据悉，团体标准的实施，将使台
山黄鳝饭在保持传统风味的基础上，
迈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进一步提
升台山特色美食的影响力，助力文旅
融合。

选用每公斤20-32条的鲜活黄鳝，搭配细长饱满的台山丝苗米
制作严格遵循三道核心工艺……

台山黄鳝饭有了“标准”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通讯

员/台工宣）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日前，广东鸿特精密技
术（台山）有限公司工会连续举办5场
劳模精神宣讲活动，吸引200余名职
工参与，通过榜样引领，凝聚发展合
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能。

活动以“视频展播+分组研讨”的
形式开展，企业工会精心制作专题视
频，集中呈现台山市各级劳模立足岗
位、精耕细作的奋斗故事。从攻克技
术瓶颈的“车间能手”到推动管理创新
的“改革先锋”，一个个鲜活案例生动
诠释了劳模精神的深刻内涵。

活动的分组讨论环节气氛热烈，
职工们围绕“劳模精神如何融入日常”

“榜样对个人成长的启示”等话题展开
讨论，技术骨干提出对标劳模精益求
精的态度，将每个生产环节做到极致，
一线员工分享“学习劳模创新方法优
化操作流程”的实践心得。现场既有
对劳模精神的深度探讨，也有结合岗
位实际的改进建议，充分展现了职工
们对标先进、奋勇争先的行动自觉。

广东鸿特精密技术（台山）有限公
司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有效增
强了职工的职业认同感和团队凝聚
力，为打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提供
精神支撑。接下来，企业工会将策划

“劳模工匠进车间”“技能比武擂台赛”
等特色活动，持续深化劳模精神传承，
推动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助力企
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赤溪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黄凯坚坚守综治一线

“脚下沾泥土”护乡村安宁

我在一线
护航平安

清晨的赤溪镇，海风裹挟着咸鲜
的气息扑面而来。该镇综治中心
的灯光亮起，46岁的赤溪镇党
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黄凯坚
伏案梳理矛盾台账。“只有脚
下多沾泥土，才能收获更多
真情。”自2021年担任政
法委员以来，黄凯坚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
守在政法综治维稳工作一
线，用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敬
业的工作态度，切实做好每一
项工作，致力于解决基层社会治
理中的难点、痛点、堵点。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通讯员 台政宣

完善机制
织密社会治理“针脚”
作为大广海湾经济区核心板块，

赤溪镇近年来迎来快速发展。与此
同时，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等矛盾易
发多发。

针对赤溪镇信访维稳工作体量
大的实际，黄凯坚牵头制定了“1+6+
N”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
设、重点人员稳控方案、重大风险事
件应急预案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认定流程相关工作制度。“通过
规范工作流程、制度，全面压实各职
能部门社会稳定‘一岗双责’和各村
（社区）化解稳控主体责任，将‘被动
稳控’转变为‘主动化解’。”黄凯坚说
道。

在此基础上，黄凯坚积极整合各
类资源，定期召集派出所、检察室、法
庭、司法所在镇综治中心召开例会，
就平安建设重点工作进行分析研判，
实现案情信息资源互通共享，推动建
立诉前调解对接机制。同时，他结合
驻点直联工作，发动各部门党员干
部、人大代表，组织网格员、平安志愿
者、村（社区）工作人员等，定期下沉
村（社区），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家
门口”。针对辖区商事纠纷多的现
状，黄凯坚充分挖掘本地特色，与全
国“四好”商会——赤溪镇商会协商
创建商会调解工作站，探索商事纠纷
化解新路径。

“只有用心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期
盼，才能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做到实
处，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黄凯坚
说道。

2024年7月的一天，当地某工程
项目发生劳资纠纷。次日凌晨1时
30分，工人们来到赤溪镇综治中心
求助。黄凯坚连夜搭建调解平台，一
边安抚工人情绪，一边同工程发包方
商量调解方案。由于双方对赔偿金
额存在分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寻找最大
公约数。”为了合法、合理、合情地解
决这起纠纷，黄凯坚联系本地乡亲，
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引导双方换位思
考。经过多次协调，除了顺利解决工
人们的交通费、生活费、劳务报酬等
费用问题，工程发包方还同意高价回
收工人们的工具，赔偿金额翻了一
番，切实解决了工人们的难题。

组建专班
成功化解基层纠纷

2024年4月的一天，当地群众吴
先生来到赤溪镇综治中心求助。原
来，某加工厂的污水管网在铺设时，
经过吴先生公司的门口。吴先生表
示，施工方事前未曾与他沟通，侵犯
了其土地使用权，且影响公司以后的
相关建设，要求整改和赔偿。

得知这一消息后，黄凯坚迅速行
动，召集台山市农业农村局、赤溪派
出所、赤溪镇商会调解工作站，以及
施工方、吴先生，共同商讨污水管网
的铺设问题。通过深入实地调研，对
吴先生公司受污水管网铺设影响面
临的实际困难进行评估，同时结合周
边地形、污水管网布局，分析改道施
工的可行性。黄凯坚提出污水管网
改道施工方案，经过多轮交流、协商，
双方对方案均表示认可，最终达成调
解协议。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一直是调解
的难题，对此，黄凯坚牵头设立涉法
涉诉调处工作专班。该专班由赤溪
镇平安法治办公室、司法所、派出所、
检察室和法庭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
组成，设在该镇综治中心。在调解过
程中，专班注重普及法律知识，给出
法律意见。对于不同意调解的当事
人，专班引导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
盾纠纷。专班成立以来，已成功介入
并化解了多起矛盾纠纷，化解率达
100%，为推进平安法治赤溪建设发
挥了重要作用。

江门日报讯 4月18日，大江镇
中心小学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数学
嘉年华活动，通过多元的创意展示、
团队竞赛和特色游戏，让学生们在欢
乐中体验数学乐趣，感悟数学之美。

在活动开幕式的创意展示上，该
校各班精心设计了以数学元素为主
题的服装。学生们化身小小设计师，
将几何图形、数字符号、圆周率等数
学元素融入服装设计，从立体图形披
风到函数曲线裙摆，充分展现学生们
的无限创意。此外，还有精彩的传统
舞狮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紧接着进行的是数学接力赛，比
赛以班级为单位，每班选派12名学
生参加。学生们整齐列队在桌椅前，
第一名学生完成答题后，由第二名学
生迅速上前接力，如此依次进行，直
至全部学生完成答题。最终，根据完
成速度和正确率评出一、二、三等
奖。这场接力赛不仅考验学生们的
数学知识掌握程度，更考验班级团队

的协作默契。
随后，该校在操场设置六大活动

区，分学段开展不同游戏项目。其
中，一至三年级学生体验“趣味七巧
板”“华容道”“汉诺塔”游戏项目，四
至六年级学生则挑战“神机妙算”“过
五关斩六将”“魔方展示”游戏项目。

活动还特别设置了奖励机制，学
生们通过完成项目收集专属印章，可
兑换文具、零食等奖品。该校四（3）
班学生蔡浩文分享道：“数学嘉年华
活动丰富多彩，我学到了很多有趣的
数学知识。”

当数学跳出课本，化作接力赛中
的默契配合，让学生们懂得了团结协
作的力量，特色游戏项目的思维挑战
展现了数学的独特魅力，让学生们在
玩中感受数学乐趣。

“通过举办数学嘉年华活动，为
学生搭建展示平台，锻炼学生的数学
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该校常务副
校长汤崇泮表示。 （文/图 黄颖欣）

大江镇中心小学举办主题嘉年华活动

学生开启数学奇幻之旅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通讯员 台轩

企业工会
举办劳模精神宣讲活动

对标先进
奋勇争先

“豚聚大湾区 童心绘生态”活动吸引千余名青少年参与，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碧海银豚。

团体标准对台山黄鳝饭的制作工艺、原材料选择及质量要求作出明确规定。

学生挑战学生挑战““神机妙算神机妙算””游戏项目游戏项目。。

黄凯坚黄凯坚（（左左））用行用行
动诠释基层政法工作动诠释基层政法工作
者的坚守与担当者的坚守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