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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视窗人大视窗

江门日报讯（记者/吴健争 通
讯员/东成宣）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
展，近日，东成镇人大组织人大代表
走进冯如小学，围绕校园文化建设与
食品安全保障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过程中，人大代表实地查看
冯如小学的校园环境，详细了解学校
以“追梦教育”为核心的办学理念，以
及“七彩缤纷追梦人”特色课程体系
建设情况。在学校食堂，人大代表化
身“食品安全监督员”，细致核查食品
采购台账、餐具消毒记录、从业人员
健康证明等资料，实地查看后厨操作
间，了解食材储存、加工流程、留样管
理等关键环节。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冯如小
学负责人详细汇报该校的校园文化
建设思路、食品安全管理举措及当前

存在问题。人大代表对该校在创新
文化育人模式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
予肯定，建议进一步深化校园文化品
牌建设，结合本地历史文化资源，打
造更具影响力的特色课程。同时，要
健全食品安全长效机制，引入智能化
监管手段，实现食品全链条可追溯；
持续加大教育资源投入，优化校园硬
件设施，为师生营造更优质的学习生
活环境。

调研中，人大代表还到学生食堂
开展陪餐活动，鼓励学校继续做细做
实膳食工作，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
全”。

下一步，东成镇人大将持续聚焦
民生关切，深化监督问效，以有力举
措为东成镇建设教育强镇贡献力量。

5月22日，由江门市“百千万

工程”指挥办、团江门市委、江门市

农业农村局等联合主办的2025

年“创青春”广东“百千万工程”兴

乡青年创业大赛（江门赛区）暨江

门市首届兴乡青年创业大赛决赛

圆满落幕。来自恩平市恩城街道

米仓村与牛江镇昌梅村的项目斩

获佳绩，其中，恩平市米盈仓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平台化运营推动

米仓村典型村建设》斩获“乡村运

营组”一等奖；恩平市昌梅文旅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翼起昌梅——

中国航空村的文旅生态链重构项

目》获得三等奖，展现出恩平乡村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实践智

慧与青年担当。

恩城街道米仓村
以“平台思维”
盘活乡村资产

“从媒体以及官方发布的多项数据
显示，国内旅游市场庞大，其中乡村旅游
接待人数占比超四成，乡村旅游消费市
场潜力极大。”恩平市簕菜文化创意园负
责人、米仓村“乡村CEO”李劲新在本次
决赛上进行项目介绍时表示，在国家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产业大
有可为。

米仓村是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
村。近年来，米仓村以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恩平簕菜为突破口，打造广东地
区首个以“簕菜”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园
——恩平市簕菜文化创意园，吸引珠三
角地区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今年1
月，恩平市簕菜文化创意园成功创建国
家3A级旅游景区，筹备近5年的民宿项
目“米仓小筑”和“宿那·归园田居”也接
连开业。

目前，以恩平市簕菜文化创意园为
主体，米仓村已初步构建起农业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雏形。米仓村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方式，引导创意园
及农户规模化种植簕菜，开发簕菜茶、簕
菜奶茶、簕菜化妆品等20余种簕菜深加
工产品，创建“米仓生态臻选”品牌，全产
业链年产值超亿元。同时，结合当下发展
势头正劲的文旅服务业，恩平市簕菜文化
创意园发展研学、民宿、餐饮、露营、非遗
体验等业态，年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在李劲新看来，米仓村取得的一系列
发展成果，离不开“平台思维”。“简单理解
平台思维，就是联动各方资源。利用成本
优势整合资源，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
我们积极盘活米仓村的闲置土地，开发各
式业态；利用地方特色，打造农业一二三
产小闭环产业链；建立农民利益联结机
制，整合土地资源，拉动社会投资，让农民
获得更多发展红利；以恩平市簕菜文化创
意园为平台，引进多种适合乡村发展的新
业态；定期举办相关活动，为乡村带来更
多流量。”李劲新补充道。

据了解，在未来规划方面，米仓村的
定位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后花园”，围
绕“景村融合4A级景区”规划，着力打造
一村三廊五片区。“一村”是恩平市恩城
街道米仓村，“三廊”是最美乡村廊道、溪
涧步行廊道、水上游线廊道，“五片区”是

乡土化微改造产业示范村片区、簕菜文
化创意园片区、古树村落文化休闲片区、
米仓千亩“菜篮子基地”、蓬莱山涧运动
休闲区。

同时，着力推进米仓村共富创业园
建设。该项目是米仓村委会盘活闲置资
源建设的创新创业示范项目，致力于打
造集创新孵化、资源共享、产业融合于一
体的现代化创业生态平台。

“乡村振兴不是复制城市模式，而是
用现代思维激活乡土基因。我们的愿景
是构建米仓村现代田园综合体，以‘景村
融合’联农带农，提升文旅运营能力，在
商业方面探索更多可持续性的项目，助
力乡村振兴。”李劲新说。

牛江镇昌梅村
以航空文化

赋能农文旅生态链

近年来，有着“航空基因”的恩平大
力擦亮冯如文化品牌，设立“冯如·腾飞”
励学金，成功举办广东“冯如杯”航空航
天模型冠军赛、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
等省级赛事，每年有9万多人次到恩平
参加航空文化主题研学活动，航空科普

教育成为恩平特色品牌。
牛江镇昌梅村是“中国航空之父”冯

如的故里，无数航空爱好者、研学团队到
此朝圣，叩问苍穹，探索不停。在低空经
济产业的蓬勃发展下，在航空科普、农耕
体验、乡村咖啡等新型业态的赋能下，近
几年，昌梅村的人流量暴增。

恩平市昌梅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此为契机，依托“中国航空人的朝圣
地”特色IP，充分利用昌梅村独特的空域
优势、优质服务、硬件配套等，引入航空
模型俱乐部项目，积极拓展与群众生活
紧密相连的应用场景，并计划向研学、文
旅、航飞培训等服务业延伸，致力打造以
冯如航空研学为特色的综合性俱乐部。
同时，积极整合昌梅村周边的文化村落，
以航空文化为纽带，推出多元旅游产品，
打造特色旅游圈。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产业协同计
划，今年计划推出农文旅融合项目，如咖
啡烘焙体验馆，打造‘咖啡烘焙+文旅体
验+品牌营销’的咖啡文化空间。用一
杯咖啡讲好冯如故事，讲好华侨故事。
还将创立低空经济孵化工作室，搭建网
络宣传矩阵，传播昌梅村的文旅魅力和
多元文化。”吴鸣明说。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周晓营 谭锦波

江门日报讯（记者/吴健争 通
讯员/沙湖宣）近日，位于沙湖镇和
平村的茶枝柑种植园里，枝头上沉甸
甸的柑果色泽亮丽，即将迎来丰收，
吸引不少客商前来洽谈。沙湖镇大
力实施“百千万工程”，整合低效农用
地，引进农业公司开展茶枝柑规模化
种植，实现“一年成园两年结果三年
丰产”，预计今年茶枝柑年产量超
7500吨，年产值约8000万元。

记者在沙湖镇和平村鸿牛农业
公司的果园走访时看到，这里的茶枝
柑长势良好，农户正在进行田间管
理。果园管理员谭家武从事农业行
业已10多年，他介绍，公司2021年
落户沙湖镇，是最早一批来到这里种
植茶枝柑的企业，去年产量近100万
公斤，预计今年的产量更为可观。“7
月初采收的小青柑广受客户青睐，产
值占公司全年产值的三分之一，目前
已有近20位客户前来洽谈收购事
宜。”谭家武说。

据了解，沙湖镇立足国家重点

镇、广东省中心镇的定位，探索实施
“两预两委托”土地流转模式，引进农
业科技公司规模化种植茶枝柑，提高
农田效益。同时，沙湖镇与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达成技术合作，
攻克种植茶枝柑面临的病虫防治难
题，实现“一年成园两年结果三年丰
产”，成功“激活”千亩低效竹林和山
坡地，不仅为村集体带来土地租金等
收入，还可带动周边村民就业。2024
年10月，恩平首家茶枝柑深加工企
业——拾月红农业公司投产，沙湖镇
实现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全链条发
展。企业负责人廖广利来自新会区，
祖辈都以种植茶枝柑为生，他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茶枝柑种植产业在
恩平发展壮大。

沙湖镇将继续推动茶枝柑种植
规模化发展，通过推广农用无人机、
雾化喷淋设备等提高生产效率。同
时，建立产业服务平台，帮助农户提
高技术、拓宽销路。

江门“创青春”大赛收官 恩平两条村获佳绩

米仓创“意”昌梅展“翼” 东成镇人大开展专题调研

聚焦校园文化建设
与食品安全保障

沙湖镇茶枝柑即将丰收

吸引客商纷至沓来

江门日报讯（记者/周晓营）“现
在，‘家门口’修了停车场，不但方便大家
停车，还改善了市容市貌。”昨日，恩城街
道河南社区如意街片区的居民吴先生难
掩喜悦之情。

如意街片区属于老城区，随着城市的

发展和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片区停
车问题日益显现。“停车不方便，特别是
早高峰的时候，出入困难。”“附近没有停
车位，一些车辆乱停乱放，希望能在周边
增设停车位。”……日前，恩城街道干部
到河南社区开展“平安夜访”时，不少居

民反映了如意街片区的停车难问题。
民生痛点就是治理考点。恩城街道

迅速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实地走访，结合
群众需求，最终确定在如意街的闲置空
地建设停车场的方案。一周后，如意街
入口处约10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完成硬

底化，改造为便民停车场，有效解决了车
辆停放难的问题。通过“夜访发现问题、
精准施策解题”的工作路径，恩城街道不
仅有效破解了困扰群众的问题，也为老
旧社区“微更新”提供了可行经验，让基
层治理更接地气、更有人情味。

恩城街道扎实开展“平安夜访”

解决老城区停车难问题

恩平市簕菜文化创意园打造集文旅、饮食、研学、农耕等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

沙湖镇茶枝柑种植渐成规模。 沙湖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