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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 7 月 17 日，台山市
2025年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
考生何宇曦的家中。这封来自国防科技
大学的“红色喜报”，见证了台山一中
2025届学子何宇曦以654分的优异成
绩，成功考入该校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
业的圆梦时刻，他也成为台山市今年首
位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学子。

当天，由于何宇曦正在外地旅游，投
递员仔细核验身份信息后，将高考录取
通知书交到他的父亲何建峰手中，并送
上鲜花与诚挚祝福。接过高考录取通知
书后，考生家长和教师通过视频连线何
宇曦，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何宇曦从小在军营长大，父亲何建
峰是一名服役14年的军人，军营生活让
他对部队充满了向往，父亲的榜样力量
更是坚定了他报考军校的决心。“我有实
力去报考国防科技大学，我决定为国家
国防建设出一份力。”他说。

作为一名老兵（早年通过高考进入
军校），父亲何建峰也为儿子何宇曦的选
择感到骄傲：“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有
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从高中开始，儿子
就把报考国防科技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
目标。如今，他能为国家国防建设贡献

力量，我们非常欣慰！”
对于同样想报考军校的学弟学妹，

何宇曦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建议提

前参加军校的夏令营或冬令营，体验部
队的作息和生活。”

台山一中高三年级级长甄洁述表

示，国防科技大学是何宇曦一直以来的
梦想，希望他能在强军强国的道路上奋
勇前行。她介绍，台山一中秉持“爱国爱
校·勤教勤学”的校训，多年来坚守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通过军训、研学
等活动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今年，该
校共有15名考生报考军警院校，目前已
有7人收到录取通知书，何宇曦是首位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学子。

目前，高考录取通知书进入投递阶
段，为保障高考录取通知书有序安全投
送到考生手中，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省台山市分公司认真落实
相关工作要求，多次组织员工进行集中
培训，规范各环节要求；同时，增加投递
人员、投递车辆，保障第一时间进行投
递，确保2025年专项寄递服务安全平稳
运行，做到“零误投、零丢失”。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省台山市分公司寄递市场部经理罗均
锋特别提醒，7月下旬和8月上旬是高考
录取通知书的投递高峰期，其间考生有
外出旅游或不在家的情况要确保手机畅
通，投递员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投递，需要
由家长代收的，要准备代收人和收件人
的身份证。 （文/图 黄颖欣）

台山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花落军人家庭

学子圆梦国防科大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通
讯员/台政数）“太感谢你们了，没想
到一个电话，你们就专门跑一趟帮我
们办事，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市民朱先生的妻子握着台山市行政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手表达感激之
情。近日，该中心联合台山市公安
局，为行动不便的朱先生上门办理身
份证换领业务，打通便民服务“最后
一公里”。

据了解，朱先生因长期患病，一
直卧床不起，生活起居全靠妻子照
料。近期，他需要办理医保报销手
续，却发现身份证已过期，而身体状
况又让他无法前往线下窗口办理换
领业务。医保报销事关医疗费用的
解决，朱先生一家为此发愁。在一筹
莫展之际，朱先生的妻子拨通了台山
市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热线。

台山市行政服务中心接到求助

电话后高度重视，考虑到朱先生的特
殊情况，该中心迅速与台山市公安局
取得联系，共同商议解决方案。经过
沟通协调，两部门启动“绿色通道”，
组织工作人员上门为朱先生办理身
份证换领业务。工作人员携带相关
设备前往朱先生所在的医院，按照身
份证办理的规范流程，为朱先生采集
信息。朱先生对工作人员高效贴心
的服务连连称赞。

此次服务是台山市行政服务中
心、市公安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优化政务服
务、提升服务效能的具体行动。下一
步，台山市行政服务中心将继续联合
各相关部门，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提
升服务质量，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便
捷、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真正做到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用实际
行动诠释政务服务的温度与速度。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李嘉
敏 通讯员/台工宣）近日，2025
年台山市“工会送清凉·防暑保
安康”慰问活动在石化广场
拉开帷幕，5200份清凉物
资由台山市总工会各慰问
组有序发放到高温下坚守
岗位的一线职工手中。

在石化山公园环卫
工作站，慰问组为环卫工
人送上西瓜和防暑保健
包。环卫工人是在烈日下
劳作的“城市美容师”，默默
诠释守护城市整洁的担当。

在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
国能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广东
富华重工制造有限公司、广东迪生力
汽轮智造有限公司等企业，慰问组为
一线职工送上冰镇西瓜与清凉饮
料。一线职工是车间里挥汗如雨的

“工匠主力军”，深刻诠释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在“饿了么”站点，慰问组为外卖
骑手送上清凉饮料。外卖骑手是烈
日下在街头穿梭奔波的“城市摆渡
人”，朴实诠释使命必达的职业坚守。

在台山市消防救援大队，慰问组
为消防员送上清凉饮料。消防员是
火场中无畏冲锋的“逆行者”，坚定诠
释赴汤蹈火的职业誓言。

随着高温天气频发，台山市总工
会及各镇（街）总工会将继续以职工
需求为导向，广泛开展“工会送清凉”
活动，并整合现有服务阵地资源，着

力构建覆盖台山全市的“避暑港湾”
服务网络。台山全市职工服务中心、
工会驿站和司机之家等阵地通过标
准化建设与个性化服务相结合，为职
工提供形式多样的暖心服务，在纳
凉、避雨、饮水、如厕、用药、就餐基础
服务上增加法律咨询、心理健康测评
等工会特色服务。此外，暑期在台山
市户外职工爱心驿站、工业新城工会
驿站、河滨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爱心
驿站、台山市奇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工会驿站和公路服务中心川岛镇
职工服务站各投放300份清凉饮料，
向交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小
哥等免费提供，进一步提升职工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通
讯员/台工宣） 7 月 22日，“江门台
山·中山三乡”2025年工会职工乡村
疗休养推介交流活动在台山市委党
校举行，2025年台山市工会职工乡
村疗休养活动同步启动。

活动现场通过多媒体展示、特色
产品推介等形式，生动呈现台山与三
乡两地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和
优质农副产品。作为著名侨乡，台山
以独特的滨海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优越的生态环境，向各地职工发出
诚挚邀请，期待更多兄弟城市的职工
朋友走进台山、了解台山，亲身感受
台山的山海之美、人文之韵和舌尖之
福。

活动中，台山市总工会和中山市
三乡镇总工会签订《工会消费帮扶和
职工乡村疗休养交流合作框架协
议》，计划在产业协同、文旅融合、民
生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两
地工会资源互补、优势共享，为两地

职工创造更多发展机遇和优质服务
体验，助力乡村振兴与对口帮扶协作
深入推进。

近年来，为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
助推“百千万工程”和文旅融合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广大职工在高质
量发展赛道上奋勇争先，台山市总工
会结合实际，鼓励各级工会组织职工
开展乡村疗休养、春秋游、工会业务
培训、文体比赛、沙龙团建等工会活
动，以此带动乡村旅游、餐饮、住宿等
产业发展，促进农产品销售，推动乡
村产业振兴。

今年，台山市总工会与中山市三
乡镇总工会合作开发了多条特色线
路，串联文旅度假酒店、红色教育基
地、乡村振兴标杆、特色风情小镇等
优质资源，旨在通过“疗休养+乡村振
兴”的模式，让职工在放松身心的同
时感受乡村振兴成果，让疗休养成为
职工“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体验模
式。

冲蒌镇西海村以非遗为笔、以振兴为墨

编织技艺激活发展新动能

晨曦初染，冲蒌镇西海村的编织展览馆热闹不已。当
地村民相聚在这里，用布满岁月刻痕的双手将编织材料在
指间灵巧穿梭，箩筐雏形渐显。馆外，全新的村道整洁蜿
蜒，碉楼古朴静立，池塘碧绿清澈。这幅生机勃勃的图景，
是该村精心绘就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西海村锚定非遗传承与乡
村发展深度融合目标，以编织技艺为核心抓手，通过校地
协作、环境整治、文旅融合等举措，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
善、文化传承，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提供实践样本。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通讯员 台轩

校地携手
老手艺飞出“云”端新天地

冲蒌编织，是一门源于南宋、根植
于土地的古老技艺。

过去，西海村村民以竹藤为材料，
凭一双巧手编织出箩筐、簸箕等实用
农具。如今，这项古老技艺沉淀为独
特的文化胎记。

如何让深藏乡野的瑰宝重焕光
彩？西海村借力“百千万校地通”机
制，与高校青年突击队架起桥梁。村
内编织展览馆化身非遗直播间，大学
生手持一件件形制古朴、纹理精巧的
竹编工艺品，将历史渊源娓娓道来，传
统技艺瞬间跨越田野阡陌，直抵万千
网友。校地协作不仅为冲蒌编织提升
了知名度，更探索出一条非遗活态传
承与创新传播的校地合作新范式。

以此为契机，西海村巧妙整合南
洲编织文化与河洲侨乡资源，对碉楼、
古书院精修细葺，将传统编织工坊升
级为沉浸式体验中心。走进工坊，游
客不仅能看到老师傅展示冲蒌编织绝
活，更能亲手体验竹篾在指尖跳动的
韵律。去年夏天，冲蒌镇非遗体验夏
令营在此举办，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
触摸历史脉络，非遗传承由此从静态
保护迈向活态传播。

党建引领
小车间编织家门口“共富链”

产业兴村，关键在富民。想要富
起来，就要做大做强村里的产业。

西海村创新推行“党建+产业”“党
建+车间+农户”模式，党员致富带头
人率先行动，将一度外流的编织产业

引回村庄。
“企业把订单和原材料送到‘家门

口’，我们有空就来编，计件拿钱，每月
能多挣2000多元！”在西海村的编织
车间里，20余名村民正埋头工作，村民
容阿婆手指翻飞间，一件精美的竹编
工艺品雏形显现。据悉，这个编织车
间精准对接村中富余劳动力与低收入
群体，形成“企业下单、村民编织、统一
收购”的闭环链条，让村民足不出村就
能实现增收。短短两年，村、组两级总
收入从267.99万元稳步攀升至280.12
万元，党建引领下的富民产业体系，正
日益强健西海发展的筋骨。

乡村振兴，宜居是底色。西海村
善做“减法”文章，改善村容村貌。农
房风貌提升、巷道硬底化、污水处理设
施完善、卫生公厕建设……一系列基
础工程接连铺开。村头那片曾是杂物
堆积的荒地，如今已是绿草如茵、点缀
精巧凉亭的休闲公园；昔日淤塞的池
塘经过清淤，重现清澈明净。

更令人振奋的是，村民成为环境
蝶变的主人翁。西海村通过村民议事
会、入户动员，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建设
积极性，村民自发筹资超百万元投入
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村民响应绿美广
东生态建设号召，村中公共区域新植
的树木迎风吐绿。从“要我干”到“我
要干”，共建共享的自觉在西海村悄然
生长。

从南宋竹影中走来的冲蒌编织，
在“百千万工程”的春风里被重新擦
亮。西海村编织出的不仅是一件件精
巧器物，更是一个“产业兴、生态美、百
姓富”的活力新村，为“百千万工程”实
践写下充满文化自信的生动注脚。

上门办事纾民忧
政务服务有温度

台山携手中山三乡开展乡村疗休养推介交流活动

为两地职工
创造更多优质服务体验

台山启动“工会送清凉”慰问活动

5200份清凉物资
送达一线职工

多云间阴天

晴雨表 雨水稍歇
午间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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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有雷阵
雨，局部大雨；7月25-29日，多
云间晴，间中有阵雨。降雨频
繁，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山
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未来几天天气具体预报如
下：

7 月 24 日，多云，有雷阵
雨，局部大雨，气温 26-32℃，
沿海阵风6级；

25-28日，多云间晴，有阵
雨，午间炎热，气温 27-34℃，
沿海阵风5-6级；

29 日，多云，有阵雨或雷
阵雨，气温28-32℃，沿海阵风
6级。

台城街道桂水村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

绘就村美民富产业兴新画卷

仲夏时节，台城街道桂水村的百亩荷花尽情盛放。碧
叶之间粉荷摇曳生姿，游客穿梭于木质栈道，用手机定格这
“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美景。

近年来，桂水村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发挥县城城区
带动作用，结合村内资源，深入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打造“环境美、产业兴、乡风淳”的乡村振兴样
板，获评全国文明村、广东省“美丽庭院”特色村等多项荣
誉，绘就村美民富产业兴的新画卷。

四季花海织锦绣
农文旅商活水来

桂水村的振兴密码，藏在四季流
转的花事里。该村盘活 13.33 公顷
（200亩）撂荒地，打造“春赏花裳、夏
听荷音、秋观稻浪、冬闻桂香”的全季
花海景观。

产业活水随花香涌动。总投资3
亿元的“桂水年华”文旅项目在桂水村
落地生根，唤醒“沉睡资源”——闲置
农房变身侨韵商业街，“台山优品”展
销中心里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网
红”餐厅飘出地道香气，烤肉俱乐部升
腾人间烟火，采摘园里果实盈枝，咖啡
营地弥漫闲适氛围。

依托丰富的侨乡文化资源，桂水
村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打造一系列特
色文旅品牌。迎春花市、灯光美食嘉
年华、荷花嘉年华、草坪音乐会、秋趣
捕捉等特色文旅活动相继举办，吸引
大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2024年，该
村接待游客量突破50万人次，成功跻
身国家3A级旅游景区行列。

产业链条在沃土中延伸。该村成
立强村富民公司，以“村集体+公司+
农户”模式，将传统种植业点石成金，
百亩荷塘不仅可观可赏，更孕育出莲
子濑粉、莲蓉月饼、荷花酥等特色产
品。

侨韵悠悠映初心
文脉新声润乡风

桂水村英才辈出，华侨名人众多，
形成独特的爱国爱乡精神谱系，村民
余新贤四兄弟皆加入飞虎队，投身抗
战救国，他们的英勇事迹至今仍被传
颂。此外，该村还有新宁铁路创办人
之一余灼、台山开放大学（原台山磐石
电视大学）创始人李磐石等历史人物。

如今，该村的龙兴书室、隔凹书室
经过匠心修复，蝶变为“桂水文明乡风
馆”和广东音乐训练基地；49间侨房
经过活化，成为文旅地图上的璀璨珍
珠；侨韵老街的石板路上，游客的脚步
声与往昔华侨离乡的足音交响共鸣
……

文脉传承更在乡风治理中落地生
根。该村深入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深挖侨乡文化资源，形成“以善为
先”“以亲为要”“以闯为本”“以美为
根”的“侨育乡风”桂水模式。该村积
极开展各类精神文明活动，如“破除陈
规陋习 推进移风易俗”主题宣讲活
动，引导村民树立健康生活方式；常态
化举办道德讲堂，邀请身边的道德模
范分享感人故事……

人居蝶变蕴诗意
科普沃土育新生

桂水河的清波，倒映着村庄“内外
兼修”的蝶变轨迹。沿河两岸景观提
升工程舒展画卷，污水处理站、无公害
公厕、垃圾分类点提升生活品质；专职
保洁与常态化“全民清洁日”行动，让
曾经的卫生死角化为花香四溢的“口
袋公园”。

蝶变中的桂水村，更将科普种子
撒向未来。科普长廊里，台山特色农
产品在光影中讲述自然奥秘；“我在桂
水有块田”活动中，城市孩子脚踩泥土
感知稼穑艰辛；累计60余场科普活动
吸引超3000人次参与，农耕课堂上的
欢笑声恰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和声。

从百亩荷塘到青年部落，从“赏花
经济”到文明乡风，桂水村的蝶变诠释
了“百千万工程”的深刻内涵。在这
里，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
振兴，侨乡魅力不只存在于历史记忆，
更体现在百姓的幸福生活里。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通讯员 台轩

何宇曦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他的家人非常欣慰。

冲蒌镇西海村通过校地协作冲蒌镇西海村通过校地协作、、环境整治环境整治、、文旅文旅
融合等举措融合等举措，，推动产业提质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文化传承文化传承。。

台城街道桂水村打造台城街道桂水村打造““环境美环境美、、产业兴产业兴、、乡风淳乡风淳””
的乡村振兴样板的乡村振兴样板，，绘就村美民富产业兴的新画卷绘就村美民富产业兴的新画卷。。

环卫工人收到环卫工人收到
西瓜和清凉饮料西瓜和清凉饮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