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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周晓营 通
讯员/梁明钰 陈雨顺）在基层社会
治理的进程中，邻里纠纷的妥善化解
对基层和谐意义重大。近日，恩平市
恩城调解委员会凭借巧妙策略与不
懈努力，成功化解一起长期困扰邻里
的通道纠纷，为古老的“六尺巷”精神
赋予了新的时代活力。

纠纷的主角是邻居王某和刘
某。两家之间原本有一条两米宽的
共用通道，本应是邻里间友好往来的
便捷通道，却因双方为图方便，在通
道上随意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导
致通道严重堵塞，出行受阻。长此以
往，双方的矛盾逐渐加深，口角和争
吵频繁发生，邻里关系变得十分紧
张。近日，矛盾再次升级，刘某无奈
之下向恩城调委会申请调解。

恩城调委会受理该纠纷后，迅速
派出调解员深入现场勘查，仔细测量
通道宽度，详细记录杂物和车辆的堆
放、停放位置，全面掌握通道实际状
况。同时，调解员分别与王某、刘某
进行深入交谈，耐心倾听他们的诉
求、委屈和不满，让双方充分表达内
心想法。此外，调解员积极与所在村
委会沟通，查阅相关资料，走访周边
邻居，全面了解纠纷的来龙去脉。经
调查发现，王某此前建房时的边界划
分问题，在双方心中埋下了积怨，这
成为后续矛盾不断激化的重要原因。
为确保调解工作合法合理，调委会专
门咨询了村（居）法律顾问陈嘉瑜律
师。法律顾问依据《民法典》中关于
相邻关系的规定，明确指出王某和刘
某在使用共有通道时，都应充分尊重
对方的通行权利，任何擅自占用、堵
塞通道的行为都侵犯了对方的合法
权益。这为调解工作提供了坚实的
法律依据。

找准矛盾关键后，调解员制定了
一套情、理、法相结合的调解方案。
他们多次分别前往王某和刘某家中，
通过拉家常的方式拉近与当事人的
距离，营造轻松的沟通氛围。在交流
过程中，调解员梁明钰巧妙引用“六
尺巷”的历史典故。清朝康熙年间，
桐城人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
基问题发生争执，互不相让。张英得
知后，寄回一首诗“千里家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后主动让
出三尺空地，吴家深受感动，也让出
三尺房基地，“六尺巷”由此得名。调
解员梁明钰通过讲述这个故事，生动
地阐述了互谅互让、和睦相处的重要
意义，引导双方放下过往矛盾，以宽
容之心对待邻里关系。

同时，调解员结合法律规定和实
际情况，提出合理建议：双方各自清
理通道上的杂物，不再停放车辆，共
同恢复通道畅通；针对建房引发的积
怨，双方坦诚沟通，消除隔阂。

经过调解员耐心细致的调解，王
某和刘某最终打动。王某主动清理了
通道上的杂物，并向刘某表达歉意；刘
某也积极清理了电动车，双方握手言
和。曾经拥堵的通道恢复了畅通，多
年的矛盾积怨也随之消散。

这起纠纷的成功化解，充分展现
了恩平市恩城调委会在基层矛盾调
解工作中的专业素养和创新智慧。
他们深入调查、精准分析，将法理与
情理深度融合，巧妙运用传统文化典
故，为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提供了优秀
范例。这不仅有效解决了当事人之
间的矛盾，维护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还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积累了宝贵
经验，对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富硒土壤的“天赋异禀”
据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公共监

测中心（2016年）发布的恩平市土壤硒
含量分布图显示，恩平北部的牛江镇、沙
湖镇等地土壤硒含量远超世界水平
（0.2mg/kg），其中牛江镇的最高值达
0.84mg/kg，属于典型的富硒土壤。

2019年，牛江镇被中国农业技术推
广协会富硒农业技术专业委员会授予

“富硒小镇”称号。该镇依托万亩优质水
稻和马铃薯基地，当地已培育出富硒丝
苗米、富硒马铃薯等拳头产品，市场售价
较普通产品提升不少。

同为富硒地块的沙湖镇则以“象牙
香占”丝苗米闻名。象牙香占米粒修长
饱满、清香软滑。2017年该米曾获“广
东省好大米十大品牌”，沙湖镇获“广东
省好大米特色产区”称号。

据了解，大多数普通水稻的硒含量
在0.02至0.10mg/kg之间，中等硒土壤
产区水稻硒含量通常在 0.05 至 0.20
mg/kg之间。根据恩平市农业农村局
送检的多份恩平米检测报告显示，其中
2024年 12月 31日送检的稻谷十九香
（EP05-SJ）硒含量为 0.094mg/kg，送
检的稻谷象牙香占（EP04-XY）硒含量
为0.079mg/kg。可见，恩平出产的水

稻硒元素含量均高于普遍值。
品牌化是富硒产业升级的关键。近

年来，恩平推出“恩情大地”“镇海湾名
品”等区域公用商标，并在年货展销会、
农博会等平台集中展示富硒产品。通过
镇长带货、企业与餐饮集团签订长期订
单，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硒”经济大有可为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工具，为实

现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农业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稳定粮食产量。近
年来，恩平市引入“金融+科技+服务”模
式，构建全省首个水稻AI农业产业大数
据平台。该平台部署6座智能监测站，
实时采集温度、湿度、虫害等数据，农户
通过“恩小氧AI助手”可一键获取种植
建议、灾害预警及线上专家指导。

此外，今年恩平市出台印发《恩平市
耕地地力保护十条措施》的通知，以严格
执行田长制制度、土壤改良、深松整地、
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种植绿肥作物、

测土配方施肥、减量化肥增效、合理轮作
休耕、严控作物种植等十条措施，进一步
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从而进一步
实现科技与农业的深度融合，让恩平从
传统农耕迈入数字农业新阶段。

“硒”是农业产业值得深挖的产业价
值链，推动农业与文旅、康养等业态融
合，并融入“硒”元素，做好康养文章，是
一条“潜力股”赛道。

当下江门市正“抢滩”银发经济，而
“硒”则是很好的引流突围点。

“富硒”这一发现为恩平打造富硒农
业提供了科学依据，更可作为恩平发展
银发经济的“显眼包”：硒作为人体必需
的微量元素，具有抗氧化、抗癌、增强免
疫等功效，而富硒农产品则成为健康消
费市场的“新宠”。

“从中医角度来说，通过吃富硒的产
品确实会对增强人体免疫力有帮助，现
在许多年轻人为了身材，不吃米、不吃粗
纤维的食物，反而会引起如肠胃、排便等

多种病痛，恩平好山好水，孕育的恩平
米、四薯都是很好的农产品，要在营养均
衡的基础之上进行身材管理才会有较好
效果。”江门市五邑中医院恩平分院中西
结合主任医师、内三科主任冼雪梅说。

除了“硒”文章以外，恩平还有可供
参考的文旅案例。如恩城街道米仓村以
簕菜为核心，打造20公顷（300亩）簕菜
文化创意园，集种植、加工、研学、旅游于
一体，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游客可
体验簕菜采摘、品尝簕菜茶与簕菜宴，还
能参与“簕菜美食节”“烧饼节”等主题活
动，形成了“农业+文化+旅游”的复合收
益模式。

着眼未来发展，恩平市正谋划“富
硒+”产业融合新路径。一方面加强与
科研院所合作，开展硒生物强化技术攻
关，选育高硒特色品种；另一方面整合温
泉疗养、航空文化等优势资源，开发硒主
题康养旅游线路，打造大湾区独具特色
的富硒产业示范区，让“硒”资源真正转
化为富民强市的“硒”经济。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吴健
争 通讯员/梁俊杰）为深入践行生
态文明理念，创新科普教育形式，5月
2日，广东恩平七星坑省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联合咩咩游自然学院共同
策划实施了“七星坑保护区自然科考
与蕨类植物探索”自然科学科普主题
活动。这是保护区首次引入社会专
业力量开展自然科学科普的新尝试，
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16组亲子家庭
在专家指导下，完成了一场跨越亿年
的生态探秘之旅。

活动中，参与者首先参观了保护
区宣教中心。通过动植物标本、三维
生态沙盘互动装置，大家直观了解了
保护区的地形地貌、功能分区以及生
态特征。宣教中心展厅特别设置了
蕨类植物生态分布展区，配以桫椤标
本与恐龙复原模型，生动展现了远古
植物与现代生态的时空联系。

小朋友们热情高涨，在专业科考
队带领下，冒雨沿着2.3公里自然科
普径深入桫椤谷，对首次观察到的国
家二级保护植物大叶黑桫椤和桫椤
感到相当兴奋，他们还了解了大叶黑
桫椤和桫椤的形态特征和生态习

性。现场微环境监测仪实时显示：沟
谷湿度达92%、温度22℃±1.5℃，完
美诠释桫椤群落的生境特征。

保护区还安排了丰富的实践环
节。工作人员指导大家使用高倍电
子显微镜观察孢子囊群，通过对比金
毛狗蕨、乌毛蕨等蕨类的孢子显微结
构，理解蕨类植物“孢子-原叶体-孢
子体”的世代交替特征。现场完成了
《孢子显微观察记录表》18份。

此外，在植物专家指导下，大家
采用“腊叶标本标准化制作五步法”，
采集乌毛蕨、肾蕨等常见品种，完成
标本压制、生态信息卡制作等，产出
教学级标本18套。

此次创新采用“政府资源+专业
机构+公众参与”的三方协作模式：保
护区提供科研支持与场地保障，自然
学院负责课程研发与执行，家庭受众
深度参与科学实践。“接下来将建立
活动效果评估体系，通过问卷调查、
知识测试及行为追踪，持续优化科普
产品。”保护区工作人员表示，未来，
保护区将持续深化与社会力量的合
作，推出特色生态课程，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自然教育示范品牌。

“漂移龙舟赛”燃爆蓝田河
引游客点赞

中午12时多，来自恩平市、周边村
落的群众蜂拥而至，蓝田村很快停满了
各种车辆，现场各种美食摊位有序摆放，
徒步前往观赛区的人群绵延数百米，节
日氛围浓厚。

恢宏大气的蓝田水闸将蓝田河“铡”
开，上游蓄水适用于举办赛事；下游数公
里就是出海口，由此可进入镇海湾。不
分男女老少，周边已经围满了观赛者，大
家都热情高涨，满怀期待地等待鸣笛声。
参加本次赛事的龙舟队均来自周边蓝
田、元山、围边、大亨、塘莲等5条村，其
中蓝田村组织了蓝高、蓝庄、蓝北、蓝中
四支队伍出战。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
事采取当地特色、颇具“复古味”的赛制，
两队龙舟从中间背对背出发，各队扒数
圈后向起点处冲线，先抵达者胜出。本
次赛事为抽签对阵，采用单淘汰赛制。
其转弯掉头就像汽车漂移，“漂移龙舟
赛”的美名由此而来。

下午1时许，龙舟赛正式拉开帷幕，
蓝田村的蓝北和蓝中两队龙舟首先出

战。两队为去年蓝田村龙舟赛的前两
名，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笛声
响起，两队如离弦之箭背向飙出，划出的
水纹犹如一把大扇，动静之美得到完美
诠释。掌声、加油声雷动，在鼓声的带动
下，队员们划桨动作一致，划行数百米后
在拐弯处掉头，经过数轮激烈角逐，蓝北
队以微弱优势卫冕成功。

最激烈的当属元山对阵围边的赛
事，元山代表横陂镇参加去年恩平市的
龙舟赛夺得冠军，而围边队历史上也曾
获得过当地赛事的冠军，可谓实力相
当。围边村的啦啦队甚至拿来钢盆，大
力敲击来为队伍助威，成为一道特别的
风景线。在全场激烈的加油呐喊声中，
两队出尽全力，几乎同时冲线，最终在无
人机的录像帮助下才分出了胜负，元山
队仅以极微弱的优势胜出。

虽然赛事在大雨中暂停了一段时
间，但选手和群众热情并无退减，半决
赛、决赛中，一场场激烈的赛事吸引着大
家的眼睛，牵动着村民的内心。经过三
轮赛事，蓝北队夺冠，蓝高第二，元山队
第三，蓝庄队第四。

“这是我见过最精彩的横陂龙舟

赛！”来自恩平市区的冯女士感慨道。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事虽然是镇

级赛事，但却可以吸引企业冠名赞助，由
此可见，赛事的商业价值和商业化操作
也得到认可。以本次赛事为例，横陂镇
积极筹备，“为了举办本次赛事，我们的
筹备工作已经做了一个多月，充分考虑
各方因素，感谢大家对赛事的认可，希望
通过赛事，进一步推动龙舟文化与文旅
同步发展。”横陂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打造龙舟赛金字招牌
为文旅发展引流

底蕴深厚的蓝田村成为获奖大户，
这得益于蓝田村的龙舟文化的传承和长
期以来的村级赛事。去年端午节，蓝田
村就在蓝田水闸举办了一次村级赛事，
吸引不少村民到场观看，常态化赛事成
为好成绩的重要保证。在这个基础上，
本次赛事前，蓝田村还邀请专业教练到
村中开展指导，不断提升技术水平，蓝田
村取得优异的成绩，乃是水到渠成。

蓝田村的总党支部书记吴健友告诉
记者，该村积极备战，“充分利用主场优

势，提前筹备赛事，加强训练，最终在比
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蓝田村的吴女士
在恩城也驱车近40公里回乡看比赛，

“太热闹了，太好看了，希望每年举办这
样的赛事，把龙舟文化一代代传下去。”

周边村民钟女士告诉记者：“当年的
龙舟赛盛况依然记忆犹新。那时村里的
人几乎靠出海为生，几乎家家户户都养
蚝，所以每村都可以出一队，我们村委会
就好几队了，胜出者可以代表村委会参
加上一级的赛事。大家拿出锅碗瓢盆，
大力敲击为村加油。”由此可见，龙舟基
因已经深深刻入周边各村。

作为恩平市唯一的滨海镇，又是镇
海湾的沿海镇，与周边同属于台山的深
井、北陡、海晏等镇一样，横陂镇“海龙
舟”文化源远流长。村镇等每逢端午节
期间，在咸水河涌、池塘等地举办赛事。
据记载，镇海湾沿岸的村甚至组织在海
上举办龙舟赛，当年的盛况也被相关村
史记载下来。

如元山村、塘莲村等几乎每年都举
办“池塘龙舟赛”，相关赛事吸引了许多
发烧友到场观看。随着村镇两级赛事不
断完善，未来，相关赛事的组织有可能更
进一步向商业化进发，也就是说，通过市
场化运作，加强各方元素联动，横陂龙舟
赛有可能成为“赚钱”的赛事。

值得一提的是，举办赛事的蓝田水
闸目前已经完工，一河两岸已建成民宿、
碧道等基础设施，其中，邂遇民宿设有4
个太空舱，已经吸引不少团体到此举办
团建等活动，蓝田水闸成为恩平文旅的
热门话题。龙舟赛事带来的巨量客流，
有望为景点的发展提供突破口。

依托海洋景观、龙舟文化的定位，蓝
田村文旅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六元素配
套正不断完善中。镇海湾红树林名声显
赫，从蓝田水闸出发，仅数公里就可观摩
连片红树林。附近的蓝田古树公园内有
数棵百年古榕树，村内更有历史悠久的
古旧碉楼、青砖瓦房、百亩稻田、发电风
车，数百年村史留住游客乡愁。此外，蓝
田青蟹的养殖已经成为品牌，咸淡水交
汇养殖环境出产的青蟹口感鲜美，周边
的鲈鱼、南美白对虾等养殖渐入佳境，特
色的购物、娱乐等相关功能也将在不久
的将来引进。

江门日报讯（记者/吴健争）近
日，恩平市林业局在大槐镇举办恩平
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珍贵
树种推广种植工作交流会。

本次会议邀请了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珍贵树种培
育专家、省“百千万工程”智库专家黄
桂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
学院孙思，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广东党
政部副主任孙华葹，百城千镇（华南）
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伦斌等人
参加。

会上，黄桂华、孙思两位专家分
别就“柚木良种选育和高效培育技
术”及“恩平柚木种植的艰难历程和
展望”等主题进行授课，详细讲解了
柚木苗木栽培、病虫害防治、水肥管
理等重要技术知识，授课内容丰富，
针对性强，为恩平加快珍贵树种推广

种植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会人
员积极同与会专家进行交流学习，现
场气氛热烈。

恩平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吴
活抗表示，珍贵树种推广种植是深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
要大力传承大槐华侨农场“把不可能
变可能”的“橡胶林文化”，推进珍贵
树种发展，助力恩平林业高质量发
展。

现场还举办了广东伙伴仲生态
园有限公司与恩平市林业科学研究
所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和珍贵树种苗
木供应签约仪式。会后，与会人员又
深入相关种植企业进行实地交流研
讨，研究如何不断推进恩平市珍贵树
种和林下经济发展，加快产业种植、
加工项目落地，有效推动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落地见效。

恩平“硒”引力
从富硒土壤到富民产业的华丽转身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西

南部，江门恩平市凭借得天

独厚的富硒土壤资源，正悄

然崛起为农业版图上的“富

硒之城”。这片土地不仅孕

育了丝苗米、马铃薯、簕菜

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通

过科技赋能、政策引领与三

产融合，将“硒”元素转化为

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横陂镇举办首届龙舟赛
新地标助力文旅体融合发展

龙舟竞渡，万人空巷。
这是5月10日在横陂镇蓝
田水闸举办2025年横陂镇
首届龙舟赛的盛况。蓝田
河上，人声鼎沸，长枪短炮，
捕捉着一个个精彩瞬间，龙
舟赛的“原始”魅力得到完
美诠释，一场镇级赛事何以
成为全城焦点？这是当地
龙舟文化的顶级表现，在政
府部门的引导下，有望推动
体育与文旅的共同发展，实
现“双丰收”。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吴健争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周晓营 谭锦波

“六尺巷”智慧再现恩平
调解员妙解邻里多年“堵心路”

创新实施多方协作模式
七星坑保护区打造自然教育新范式

专家聚恩平精准献策
加快珍贵树种推广种植

恩平土壤肥沃，富含“硒”元素，该市正努力推动让“硒”资源转化为富民
强市的“硒”经济。图为恩平市牛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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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龙舟队在比赛中铆足劲冲线。

小朋友们在保护区学习有趣的知识小朋友们在保护区学习有趣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