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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举办系列全民阅读活动

营造浓厚读书氛围
今年4月23日是第30

个“世界读书日”。连日来，

开平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举办系列全民阅读活

动，书香浸润城乡大地。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淑珩

“世界读书日”当天，月山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联合开平市人大办、市水利
局、市审计局和开平市机电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中国电信开平分公司等结对文
明单位，举办“世界读书日”阅读活动，吸
引约50名来自各单位的代表以及村（社
区）负责实践站工作的人员参与。大家
以书籍为桥梁，以文化为纽带，共同沉浸
在这场阅读盛会中。活动中，参会人员
围绕阅读体验、读书方法、经典书籍推荐
等话题畅所欲言，纷纷讲述自己的阅读
故事、分享独到见解，现场气氛热烈而融
洽。月山镇各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的负责人也积极参与交流，分享基层
推广全民阅读的经验。

开平市妇联联合开平市图书馆，在
开平市图书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举办

“我跟妈妈学科学”亲子科普阅读主题
活动，以科技为主题，通过绘本剧场的
形式，推动全民阅读，营造良好文明风
尚。活动中，志愿者围绕绘本《哐！有
趣的重力》，声情并茂地向青少年展示

“重力的奇妙世界”，并开展了多个有趣
的重力实验，跟孩子们一起探索重力的
奥秘，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周末生活，
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浓厚兴
趣。

长沙街道楼冈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走进育英小学开展“4·23世界读书

日——走进阅读世界，共享阅读快乐”主
题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带领孩
子们走进书的海洋，通过诵读经典、分享
感悟等形式，共同感受阅读的魅力。志
愿者向孩子们生动讲解“世界读书日”的
由来与意义，并组织开展“好书共读”环
节，鼓励孩子们与伙伴分享自己喜爱的
书籍。在欢声笑语中，书籍成为传递知
识与快乐的桥梁。

水口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水口镇

图书馆举办的“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
界”主题世界读书日阅读活动。水口镇

“双百”社工化身“图书馆向导”，向参加
活动的儿童详细介绍图书馆的各个功能
区，如安静的阅读区、丰富的藏书区等，
耐心讲解借书规则，增进儿童对图书馆
资源的了解，消除孩子们对图书馆的陌
生感。社工还生动讲述了《不！我不喜
欢被欺负》绘本故事，并现场播放相关视
频，引导孩子们积极思考，将书中故事与

现实生活相联系，告诉大家勇敢向校园
欺凌说“不”，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勇敢
与正义的种子。

近年来，开平市以推进“百千万工
程”为牵引，积极推动全民阅读，不断加
强图书馆、农家书屋等阵地建设，打造

“悦读开平·书香侨韵”全民阅读品牌，营
造浓厚读书氛围，打造“书香味、学习范、
创新性”的文明城市。

水口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主题阅读活动。

江门日报讯（记者/刘嘉猷 通
讯员/李景辉） 4月24日，塘口镇粮
语·艺术公社内，一场别开生面的返
乡青年乡村剧场活动吸引近30名来
自大湾区各地的青年参与。

活动现场，原创剧目《眷存》以中
国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为主角，深度挖
掘开平民歌、民俗节庆、饮食文化等
本土元素，创新融入现代街舞，独特
的艺术表现形式赢得观众的掌声。

“开平民歌的段落最触动我的心弦，
那熟悉的旋律让我想起家中的长
辈。”观演后，来自香港的邓先生感慨
道。

这次活动是塘口镇以文化为纽
带，探索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深层实
践。粮语·艺术公社创始人黎正文介
绍，公社以“戏剧+”模式构建多元场
景，孵化《眷存》等原创IP，将开平丰

富的文化元素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
的文化产品，积极推动大湾区艺术人
才与乡村文旅产业的资源对接，吸引
港澳青年到开平创业。

近年来，塘口镇认真贯彻落实江
门市委“人才倍增”工程、开平市委

“聚侨引智”行动，围绕农文旅融合发
展需求，靶向引进专业人才。在优秀
人才的牵引和带动下，一个个自带流
量、充满活力的农文旅项目落户塘口
镇。

塘口镇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塘口将坚持以人才振兴驱动乡村高
质量发展，主动融入开平整县推进农
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和开平市打造农
文旅融合发展示范产业园建设，发挥
青年人才之力，探索以特色文化IP激
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

月山镇钱岗村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

绘就党群连心新画卷
日前，记者走进月山

镇钱岗村委会中和村，只

见一片曾经杂草丛生的荒

地，如今成了村民津津乐

道的“党群同心园”。“以前

这里蚊虫滋生，现在成了

全村人最爱逛的地方！”村

民李伯感慨道。这一变化

的背后，是钱岗村以“党建

红”引领“生态绿”的生动

实践。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敖转优

党建引领
掀起植树热潮

近年来，钱岗村积极响应绿美广东
生态建设号召，将荒地改造纳入乡村振
兴重点工程。钱岗村党总支提出“科学
植绿、多元筑绿、长效护绿”理念，通过

“三级联动”机制——驻村工作队规划、
村干部牵头、党员乡亲示范，掀起全民植
树热潮。

科学规划是第一步。钱岗村“两委”
反复调研，选定临近水源的村道边作为

改造点，以“一条景观路、一片生态林”为
目标，精心设计种植方案。黄花风铃木、
紫花风铃木、勒杜鹃等苗木被列入清单，
既考虑到观赏性，又兼顾本土适应性。
该村还发起植树爱心公益募捐，鼓励在
外地的乡亲积极参与家乡绿美建设。

党员带头是关键。今年以来，钱岗
村由村干部、党员、乡亲等组成的先锋队
率先挥锹，昔日荒地上很快有了一片新
绿。看着党员干得满头大汗，村民们也
纷纷加入“扩绿”队伍。

长效管护是保障。为避免“重栽轻

管”，钱岗村创新推行“网格化认领+契
约化管护”模式：将树苗划分为3个责任
区，党员带头认领“责任树”，群众自愿参
与浇水、除草等。“3月12日栽种，4月2
日新芽萌发，4月20日首次除杂草……”
钱岗村村干部杨敏说，截至目前，今年新
种下的树苗成活率超95%，真正实现“栽
一棵、活一棵、美一片”。

党群同心
种出民生“幸福田”

在钱岗村景观路的旁边，“党群同心

园”菜地十分醒目。
这片菜地的诞生，源于一次村民议

事会。“荒地变绿地很好，但能不能再实
用些？”商讨如何处理村中的一片荒地
时，有村民这样提议。钱岗村党总支当
即拍板：将荒地建成“四小园”，由党员群
众共管共享。

清理杂草、平整土地、搭建竹篱笆
……钱岗村村干部挽起袖子，村民也带
着工具加入。“阿婆教我按间距撒菜籽，
大叔提醒我施肥要‘薄肥勤施’。”杨敏回
忆道，劳作间隙，党员干部与村民唠家
常，党员干部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村民
也知道了土地流转补贴、医保新规等惠
民政策。

日前，“党群同心园”菜地迎来第一
次丰收，第一批新鲜的蔬菜被分装成袋，
送到独居老人和五保户家中，既丰富了
村民餐桌，更织密了党群关系。

随着绿美乡村建设的推进，村民们
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自发成立“护
绿小队”，乱倒垃圾、破坏绿植的现象消
失了。“环境变美了，大家也更珍惜了。”
钱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永生
说，计划将“党群同心园”模式推广至更
多村小组。

“既要生态颜值，也要产业价值。”
月山镇党委副书记叶绍聪表示，未来，
将着力为村民打造更多看得见、摸得
着、能动手的“党群同心园”，推动“党群
同心园”成为村民愿意来、喜欢留、主动
护的活力空间，实现生态保护与基层治
理“双提升”。

钱岗村村干部管好钱岗村村干部管好““党群同心园党群同心园””。。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敖转
优）“您好！欢迎参观‘白鹿薪传一代
宗’——陈荣捷生平事迹展览。”走进长
沙街道三江南溟里陈荣捷事迹展厅，讲
解员“小南”热情地欢迎前来参展的市民
群众。这位兼具科技感与实用性的

“数字向导”，是长沙街道日前引进的智
能机器人，打造历史文化传播全新场景。

陈荣捷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
誉，是最早推动召开东西方哲学交流会
议的主要人物之一，对推动中西哲学与
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巨大贡献。

“小南”以流畅的移动轨迹、生动的
讲解逻辑，串联起陈荣捷先生的学术成
就、故里渊源与历史故事。参观者不仅

能了解陈荣捷作为“东方哲学西传大儒”
的传奇人生，还能跟随动态引导，沉浸式
感受展厅内图文、实物背后的文化脉
络。“小南”的加入，提升了陈荣捷故居讲
解服务的标准化与精准度，同时，通过数
字化手段打破传统展陈的时空限制，让
陈荣捷先生“融通中外、学贯中西”的思
想精髓以更鲜活的方式触达公众。

长沙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优化“小南”的语音交互、路径规
划等功能，并尝试开发文化知识问答、
AR场景体验等趣味环节。未来，希望
通过科技赋能，让年轻一代在“可听、可
看、可互动”的体验中，主动走近历史，感
受当地文化魅力。

塘口镇以文化为纽带

牵引青年投身乡村振兴

陈荣捷故里智能讲解员“上岗” 科技赋能文化传承

智能机器人为大家讲解陈荣捷事迹智能机器人为大家讲解陈荣捷事迹。。

“小饭碗”里的“大民生”
龙胜镇创新“政府+餐馆”助餐模式破解养老难题

4月28日中午11点，开平市龙胜镇
赏点就点餐厅逐渐热闹起来，传来阵阵
家常菜的香气。老人们和“饭搭子”在干
净明亮的餐桌旁，一边津津有味地用餐，
一边话家常。75岁的李叔边吃边点赞：

“这里饭菜好吃，价格实惠，不仅免去了买菜做饭的烦恼，还能和老
伙计们聊天，生活都过得更有滋味了。”

为切实解决特殊困难老人“吃饭难”问题，龙胜镇聚焦民生需
求，创新推出“政府+餐馆”助餐服务模式，首批在辖区森记美食店、
赏点就点餐厅、东江饭店设立长者饭堂助餐点，打造暖心惠民工程。

龙胜镇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公益导向”原则，构建多元参与的
助餐服务体系。“长者饭堂每日提供
一菜一肉一汤的基础套餐，附加鸡蛋
和牛奶，确保膳食科学搭配。”龙胜镇
相关负责人说。

龙胜镇的长者助餐服务突破传
统“政府包办”思维，创新实施“公益+
市场”双轮驱动模式，联合本地优质
餐馆，构建起“长者饭堂集中用餐+网
格化定点配送+社会化餐馆助餐”三
维服务体系。“我们依托餐饮企业标
准化厨房、专业厨师团队，实现周周
更新食谱，破解传统助餐菜品单一、
服务半径受限等难题。”龙胜镇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合作餐馆，政
府通过准入评审、“飞行检查”、满意
度测评“三位一体”监管机制，确保助
餐服务“价格不涨、质量不降、温度不
减”。

据介绍，为更好地服务特殊困难
老人，该镇实施“困难群体暖心工
程”，在合作餐馆推行差异化惠老政
策。低保老人、特困老人等，凭卡能
享受九折普惠套餐。同时，在合作餐
馆里设立“银龄专属服务区”，为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特供时令养生菜、免
费加量、优先选座等优待措施。龙胜
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服务对象个
人仅需支付少量餐费，剩余费用由镇

政府全额补贴。针对行动不便的失
能、独居老人，龙胜镇“双百”社工也
全程护航，建立“红黄绿”三色管理台
账，开展“一对一”定制化送餐服务，
确保助餐服务覆盖“最后一米”。

据统计，“政府+餐馆”助餐服务
模式已惠及龙胜镇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周边村（居）60岁以上低保、特困、
低收入、重度残疾人及80岁以上高
龄老人等群体，以“小饭碗”托起“大
民生”，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提供“暖
心样本”。

同时，“双百”社工通过“送餐+探
访”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老人居家
安全隐患、就医需求等问题，形成“舌
尖安全—居家照护—健康管理”服务
闭环。这一服务模式不仅解决了特
殊困难老人的生活难题，更搭建起基
层治理的“连心桥”。受益老人纷纷
点赞：“政府饭堂吃得饱，餐馆加餐吃
得好，饭菜荤素搭配合理，价格实惠，
还能送上门！”

龙胜镇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
持续拓展助餐服务覆盖面，探索“集
中用餐+流动餐车+智能取餐柜”等
新型服务形态，推动养老服务从“保
基本”向“优品质”跃升，为乡村振兴
战略下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贡
献可复制的“龙胜经验”。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淑珩 通讯员 胡曼青

老人们一边吃饭老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话家常一边话家常。。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淑珩） 4
月27日，赤坎镇总工会联合赤坎镇
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团委、妇
联开展“舌尖上的劳动·美味大作战”
厨神争霸赛。

活动在充满活力的“美食争夺
战”中拉开序幕。参赛选手们通过飞
盘击中目标道具获得盲盒食材兑换

券。拿到食材后，各队转战煮餐区，
伴随着“滋滋”的爆炒声与蒸锅腾起
的热雾，职工们在“美食DIY”环节大
显身手。

本次活动融合劳动教育、团队协
作与文化传承，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
观，激发青年职工的创造力与活力。

赤坎镇举办厨神争霸赛

激发青年职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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