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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陈素敏）今年3
月1日，台山市正式实施生活垃圾处理
费新标准，城区居民每户每月12元，圩
镇居民不超过10元。政策自施行以来，
部分市民对收费依据、调整背景及执行
细节存有疑问。为此，本报记者日前走
访台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发
改局、市住建局等相关主管部门，对市民
关切逐一梳理，探寻政策背后的治理逻
辑与民生温度。

近年来，随着台山新型城镇化、乡村
振兴、全域旅游等工作逐步开展，城乡流
动人口逐渐增多，生活垃圾量和处理成
本随之逐年增加。同时，台山此前生活
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已实施多年，不能
满足台山生活垃圾处理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

根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城

乡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关于规范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价格管理
的指导意见》，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
原则，推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产生
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须按规定缴纳费
用。由此可见，推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制度，是公民和各行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符合国家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政
策导向。

台山此次调整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
标准是基于多方面因素。台山生活垃圾
处理方式已从卫生填埋转变为焚烧利用
模式，处理成本大幅增加，物价水平也不
断上升。为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处理价格
管理长效机制，根据《广东省物价局 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城乡生
活垃圾处理价格管理的指导意见》精神，
经过成本监审、价格听证、风险评估等程

序，并结合台山实际情况，经台山市人民
政府同意，出台了《关于调整台山市生活
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适当调整
了收费标准和计价方式。

对于水费与垃圾处理费捆绑收取的
问题，根据《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
费管理办法》，为加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管理，提高收缴率，鼓励采取供水、污水
和垃圾处理统一收费和代扣代缴等方
式，确保垃圾处理费足额征收。因此，由
供水公司代收垃圾处理费。

不少市民存在疑问，新房还没装修、
也没入住，是否要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呢？根据新的收费标准，用户（包括单位
或个人）在办理用水开户手续之后，当月
用水量不到1吨，不收取生活垃圾处理
费；当月用水量超过1吨，则需要缴纳生
活垃圾处理费。

针对部分市民提出的物业费与垃圾
处理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台山市
相关部门表示，根据《印发广东省物价
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物业
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物业费仅包
含小区内垃圾维护，如小区内环境清洁、
楼道和公共区域垃圾桶的清洁和维护
等，收费主体为物业公司，而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费包括城市公共面积（街道）的清
扫保洁费用、市民产生的生活垃圾从收
集点或转运站到处理厂的运输费用以及
在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的费用，收费主
体为台山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及各镇
（街）政府；物业费中的清洁卫生费主要
用于小区内环境清洁，而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费涵盖城市垃圾多环节处理，两者
不重复。若市民发现物业公司存在重复
收费情况，可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台山主管部门针对调整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答疑解惑

聚焦民生热点 回应市民关切

端芬镇海阳村立足资源禀赋聚焦“三个提升”

古村新韵话振兴

宽阔整洁的村庄道路，悠悠细风带着稻田馨香，“鳗鱼田”波光粼粼
……位于端芬镇中南部的海阳村，这里农业资源丰富，重点发展大米、
鳗鱼等农业特色产业；这里华侨文化深厚，打造了海口埠银信纪念广
场、银信博物馆等文旅项目。

近年来，海阳村抢抓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培育建设契机，立足自
身资源禀赋，聚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三个提升”，激活乡村
振兴的“进阶密码”。

古埠焕新韵
文旅产业再升级

位于海阳村的海口埠，被誉为“广
府人出海口纪念地”。矗立在南粤古
驿道上的海口埠，如今焕发时代新
韵。这个经过系统性保护开发的古码
头，仿古帆船静静停泊，648片银信瓷
片镶嵌的纪念柱阵如同时光卷轴，将
百年侨乡记忆娓娓道来。银信博物馆
里泛黄的侨批、骑楼建筑群中流淌的
西洋风情，与东宁里古村落的岭南民
居相映成趣，构成跨越时空的文化对
话。

景在村中、村融景中、人居画中。
这是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海阳村的最
大感受。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文旅
产业，注入发展动力。该村深挖海口
埠的历史底蕴，创新奏响“活化三部
曲”——以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提
升硬件设施，以“汀江文化走廊”串联
文旅资源，以银信文化主题活动深化
精神内涵。

老旧建筑是承载时光记忆的载
体，活化利用则是老旧建筑焕发新生
的另一种历史延续。在发展文旅产业
过程中，海阳村对闲置校舍的创造性
转化——将原东陵学校旧址变为葡国
风情驿站、将原江联学校旧址变为阿
特拉斯民宿集群，这种“修旧如旧、建
新如故”的改造理念，既延续了建筑肌
理，又注入了产业活力。

产业赋新能
铺就振兴“快车道”

要解锁乡村振兴的“幸福密码”，
就要在农村产业上下功夫。海阳村因
地制宜，探索发展种植养殖、乡村旅游
等特色产业，实现村集体和农民“双增
收”。

海阳村所在区域是丝苗米的优产
地，出产的丝苗米口感香甜、质地软
糯、营养丰富。近年来，该村通过“龙
头企业+合作社+能人+农户”模式，大
力促进规模化种植、全产业链发展，推
动“小米粒”成就“大产业”，擦亮丝苗
米“一村一品”，建设优质丝苗米种植
示范区、加工区，助力江联米业、何氏
种植合作社等企业、合作社的合作提
效增产，打造丝苗米专业村。

与此同时，海阳村大力发展鳗鱼
养殖特色产业，联合20多个村民小组
整合逾246.67公顷（3700亩）鱼塘发
包给远宏集团养殖鳗鱼。通过“企业+

基地+农户”的联农带农发展模式，该
村每年可获得发包收益约300万元。
2024年，该项目新增1.33公顷（20亩）
土地，打造集生态、景观、智能、文化、
科普于一体的鳗鲡生态养殖美丽渔
场。优质的鳗鱼及烤鳗，为该村特色
产业发展“游”出一条新路，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

治理开新局
乡村面貌增颜值

经济好起来，村里也要美起来。
海阳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一线指
挥部”的关键作用，党员干部化身“绿
色先锋”，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开
展绿化美化工作。他们对闲置空地进
行细致摸排，共腾出3850平方米绿化
空间，种下800棵树苗。同时，党员群
众参与认捐认种、植绿护绿，认种400
棵树苗。此外，组建一支由党员干部、
网格员、志愿者组成的绿化管护队，常
态化开展绿化管护，努力实现“种一
棵、活一棵，植一片、绿一片”的目标。

为打造入目皆景的生态宜居乡
村，推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海阳村鼓
励村民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家的“方
寸地”变成充满生机的“四小园”和“美
丽庭院”。2024年以来，该村新增5户
台山市“美丽庭院”、4个“四小园”，为
乡村增添了亮丽色彩。

海阳村还充分发挥海外华侨资源
优势，引导发动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
胞关心家乡建设，助力“百千万工
程”。据统计，“百千万工程”实施以
来，该村共发动海内外乡亲、归侨侨眷
捐款507万元，有效推动村容村貌提
升和自来水管网完善、文化楼修缮等
民生工程建设。

整洁的村道旁，绿化带生机盎然，
展现美丽乡村的新面貌。在这背后，

“农村积分制”功不可没。海阳村将人
居环境后期管护各项任务细化为具体
的积分指标，从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
打扫、垃圾分类投放，到参与村内公共
区域环境维护、绿化养护等，村民每完
成一项任务都能获得相应积分。通过
这一制度，宜居环境与民生福祉实现
深度融合。

从传统农业村落到国家3A级旅
游景区，海阳村的振兴之路，是“组织
引领、群众主体、文化铸魂、产业筑基”
的生动实践。如今，这个古村以“百千
万工程”为笔，在侨乡大地绘就高质量
发展新图景。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林育辉 通讯员 台轩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素敏 通
讯员/叶嘉敏）“祝福你们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这份立功喜报送给你们
……”5月16日，台山现役军人李健
新与妻子黄佩云在三合镇举行婚
礼，一份“特殊的礼物”悄然降临，军
地联合送来三等功喜报，让亲朋好友
共同见证这份荣耀，为热闹的婚礼再
添一份喜庆。

“健新，你真棒！给乡亲们争光
了！”“婚礼当天收到喜报，真是双喜
临门！”现场，胸前戴着红花的李健新
与军属在亲友的见证下接过喜报和
慰问金，观礼的亲友纷纷举起手机记
录下这感人的场景。“军功里有她一
半的功劳！”仪式现场，一身戎装的李

健新向妻子敬以标准军礼。新娘眼
含热泪说：“这是他送给我最珍贵的
新婚礼物，我会全力支持他在部队再
创佳绩、再立新功！”

据悉，32岁的李健新入伍12年
来，表现优异、成绩突出，先后被评为

“四有”优秀士兵称号1次，荣获嘉奖
2次，2024年荣立个人三等功，荣获

“四有”优秀士兵称号。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李嘉
敏）近日，台山市“应急第一响应人”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在大广海湾青
创智谷举办，来自各镇（街）的80多
名基层应急工作人员、志愿者齐聚一
堂，通过“理论授课+实操考核”的全
链条培训，系统提升突发事件现场应
急处置能力，助力台山基层应急管理
体系专业化建设。

在理论授课中，台山市红十字会
应急救护讲师团队以真实案例切入，
将心肺复苏（CPR）、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使用、创伤止血包扎等技能拆
解为标准化流程。“黄金4分钟是心
肺复苏的关键！”“评估环境安全是施
救的第一步！”讲师反复强调，作为

“应急第一响应人”，快速反应与规范
操作十分重要。

技能实操部分干货满满，包括心
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止血

包扎等急救基础知识与技能实操。
讲师利用模拟人示范胸外按压动作，
并讲解动作要点：“手臂绷直，垂直下
压5-6厘米，频率保持每分钟100-
120 次……”学员们或低头记录要
点，或举起手机拍摄操作细节。随
后，学员们在讲师的悉心指导下分组
进行模拟操作，体验急救过程，提升
应急处置能力。

台山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培训班是落实《台山市“应急第一
响应人”工作实施方案》精神，分层分
类推进“应急第一响应人”能力培训
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提高基层应急队
伍的紧急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推动台山公共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未来，台山市将继续深化“应急+
急救”联动模式，推动应急管理从“事
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为市民
筑牢“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通
讯员/台工宣）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近日，台山
市总工会在新业态群体权益保障中
心举办劳模宣讲活动，邀请广东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外卖骑手李腾辉
分享成长故事，30余名新业态劳动
者代表参加活动。

活动中，李腾辉以“用行动诠释
担当”为主题，结合自身从普通骑手
到行业标兵的奋斗历程，用朴实的语
言讲述他如何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工
匠精神。“每一单配送都是一份承诺，
只要肯钻研，小岗位也能创造大价
值！”李腾辉分享了自己优化配送路
线、创新服务模式的经验，并鼓励在
场的劳动者：“新时代为我们提供了

更广阔的舞台，只要锐意进取、精益
求精，每个人都能成为行业的‘状
元’！”

宣讲结束后，大家共同参观劳模
事迹展。展板上，一位位劳模工匠扎
根一线、攻坚克难的感人故事，让新
业态劳动者深受触动。活动通过“身
边人讲身边事”的形式，搭建新就业
群体与劳模工匠的对话桥梁，营造尊
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

台山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发挥组织优势，围绕新
业态劳动者需求，开展技能培训、法
律援助、健康关爱等系列服务，同时
挖掘培育更多行业先进典型，让“劳
动最光荣”的主旋律在侨乡大地持续
唱响。

婚礼上收到立功喜报
台山现役军人李健新双喜临门

四九镇东冠村奏响乡村振兴“三部曲”

产业兴 生态美 百姓富

傍晚，四九镇东冠村的鸡爪芋田泛起绿浪，村民刘伯轻抚着肥厚的
芋叶，眼角笑纹里藏着丰收的喜悦。不远处，芦荟庄园里，欢笑声此起
彼伏，孩童追逐彩蝶穿梭花径，父母用手机定格温馨。这幅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画卷，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
在东冠村愈发鲜活亮丽。

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东冠村依托土地资源、特色农产品、自
然景区等优势，不断做强富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农文旅，大力提升人
居环境。经过三载耕耘，村容村貌焕发新颜，集体经济节节攀升，该村
在2024年入选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通讯员 台轩

“三驱联动”
土特产变身“金疙瘩”
鸡爪芋学名疣柄魔芋，在东冠村有

着悠久的种植、食用历史。近年来，在
多方合力推动下，鸡爪芋成为村民增收
致富的“金钥匙”。

一方面，该村以土地活化改革为突
破口，整合闲置资源，将荒废小学旧址
改造成鸡爪芋文化产业基地，采用“公
司+基地+农户”订单式生产模式，带动
50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借力全域土
地整治推进“小田并大田”改革，鸡爪芋
种植规模从2023年的20公顷（300亩）
扩大至2024年的40公顷（600）亩，带
动全村增收超300万元。

另一方面，该村巧打“人才牌”驱动
产业升级，通过定期召开产业发展座谈
会广纳良策，引入广东省乡土专家、返
乡青年刘一雨等骨干力量组建智囊团，
参与鸡爪芋的种植、推广和研发项目，
更携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广
东省科学院江门产业技术研究院、广东
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等科研机构、院校
攻克技术难关。同时，该村利用鸡爪芋
淀粉含量高的特点，探索开发鸡爪芋蛋
糕、鸡爪芋饼干等食品。此外，联合企
业加强创新研发，推动鸡爪芋开拓大健
康产业新领域。

当地企业与鸡爪芋种植产业深度
绑定，台山市信利食品有限公司通过收
购本地鸡爪芋，研发鸡爪芋预制汤，构
建起集规模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
化运营于一体的农产品加工优势集聚
区，实现从“田间”到“车间”的无缝对
接。

东冠村还联合东方、松蓢两村成立
台山市北峰山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
统一销售平台，鸡爪芋、芦荟等特色农
产品插上电商翅膀。

从撂荒地到示范田，从土特产到
“科技范”，东冠村以土地、人才、项目
“三驱联动”，在乡村振兴画卷上落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农文旅融合
芦荟庄园成“聚宝盆”
在瑷露德玛芦荟庄园，碧浪翻滚的

芦荟田与美式乡村别墅相互映衬，这个
融合自然野趣与异域风情的田园综合
体，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流量密码”。
依托有机芦荟种植基地，东冠村创新

“自然风光+异域风情+休闲度假”发展
模式，将传统农业庄园变为沉浸式文旅
目的地。

漫步庄园，芦荟田园、小瑷广场、果
园游乐场等多个主题区串珠成链，在荷
兰风格的白色风车下，游客举着芦荟特
饮拍照“打卡”，“童玩天地”传来阵阵欢
笑。这个极具美式风情的田园综合体，
每年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

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东冠村用
一片芦荟叶书写乡村振兴的绿色答
卷。2023年、2024年，四九镇在芦荟
庄园举办四九艺术嘉年华，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促进鸡爪芋、茶叶、芦荟等农产
品热销，实现项目发展、农村改善、农民
增收的互利共赢。

绿美建设
“土味”乡村展现“文艺范”

“我们想把产业特色画进风景里。”
2024年暑假，广东南方学院“百千万工
程”突击队的大学生以台山鸡爪芋、魔
芋特色产业和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结构
为创作主题绘制墙画20余幅，让废弃
的旧东冠小学重获新生。如今，这面

“百科全书墙”，不仅吸引游客驻足拍
照，更成为展示东冠村特色产业文化的
窗口，让“土味”乡村展现“文艺范”。

墙绘上展现的生态振兴新图景，是
东冠村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该村以“一村一景”工作思路，科
学制订绿化美化作战图，持续推动乡村
蝶变。

在乡村绿化上，东冠村充分发挥党
组织红色引擎作用，汇聚结对共建单
位、乡村绿化党员突击队、“百千万工
程”工作队等力量，积极开展义务植树、
苗木管护等活动，累计种植紫花风铃、
香樟树、阴香树等苗木1100多棵，推动
建设乡村绿化公园，为美丽乡村增添一
抹新绿。

在乡村美化上，东冠村通过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等方式，倡导绿色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将“美丽庭院”创建、“四小
园”建设与“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相互
促进，打造个性化庭院6户，提升“四小
园”20多处。

从“植树添绿”到“生态变现”，东冠
村用三年时间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如今，该村的一
草一木都成为靓丽的风景。

台山举办“应急第一响应人”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

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台山市总工会举办劳模宣讲活动

激励新业态劳动者
争当行业“状元”

多云间阴天

晴雨表 雨水不停歇
注意做好防范

江门日报讯 （记者/区景
常 通讯员/林华立） 据台山市
气象局预报，5 月 29 日，天气不
稳定，有大雨到暴雨；5 月 30 日
至6月1日，有（雷）阵雨，局部雨
势大；6月2-4日，有分散阵雨。

未来几天天气具体预报如
下：

5 月 29 日，阴天，有大雨到
暴雨，气温24-28℃，沿海阵风6
级；

30 日，阴天间多云，有阵

雨，气温 24-29℃，沿海阵风 7
级；

31日，阴天到多云，有雷阵
雨，局部暴雨，气温24-30℃，沿
海阵风7级；

6 月 1 日，阴天到多云，有
（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 25-
32℃，沿海阵风6级；

2-3日，多云，有分散阵雨，
气温26-34℃，沿海阵风6级；

4 日，多云，有阵雨，气温
25-32℃，沿海阵风6级。

端芬镇海阳村聚焦文旅融合发展端芬镇海阳村聚焦文旅融合发展、、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乡
村治理村治理““三个提升三个提升””，，激活乡村振兴的激活乡村振兴的““进阶密码进阶密码””。。

四九镇东冠村创新四九镇东冠村创新““自然风光自然风光++异域风情异域风情++休闲度休闲度
假假””发展模式发展模式，，将传统农业庄园变为沉浸式文旅目的地将传统农业庄园变为沉浸式文旅目的地。。

学员在讲师的悉心指导下分组进行模拟操作，体验急救过程，提升应急
处置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