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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钟珍玲） 7
月5日，区委书记、区“百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林锡
波率队到圭峰会城开展“百千万工
程”工作调研，强调圭峰会城要充分
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发扬斗争精神，
以推进圭峰会城一体化发展区高质
量发展为重要抓手，以产带城、以城
带村，切实打造“百千万工程”实施示
范样本，继续当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排头兵。新会区领导郑立森、
叶长新、刘洪斌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会城街道
西盛村，这里是圭峰会城乡村振兴示
范带最南边的一站。西盛村位于银
洲湖边，近年来，随着银洲湖碧道等
项目的建设，该村生态环境得到很大
改善。目前，西盛村结合沿江而居的
疍家村特色文化，以乡村振兴示范带
建设为契机，借助小鸟天堂国家湿地
公园水系、潭江碧道等优势资源，规
划建设水松生态银洲湖美景，大力打
造疍家风情特色旅游区，积极谋划打
造西盛海鲜食街，丰富乡村经济业

态，提升村集体收入，让群众共享乡
村振兴成果。调研组现场办公，深入
了解圭峰会城乡村振兴示范带的总
体规划以及各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难题，提出意见建
议。调研组表示，圭峰会城各村发展
特色鲜明，产业基础扎实，要突出“和
而不同”的规划原则，进一步细化发
展方案，强化资源整合、三产融合，着
力提升村级经济效益，打造更具发展
活力、业态更丰富的乡村振兴示范
带。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
取了圭峰会城关于实施“百千万工
程”工作以及推进圭峰会城一体化发
展区工作的情况汇报。调研组指出，
作为全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主战场，圭峰会城承担着示范引领
之责，必须上下一心，发扬斗争精神，
狠抓工作落实。一要盘活存量，坚持
以效益论英雄，进一步健全完善服务
企业机制，盘活闲置、低效用地，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激发发展活力。
二要做优龙头，支持、鼓励、服务优质

企业做大做强，促使重点产业再腾
飞。三要挖掘增量，持续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引进培育更多产业链企业。
四要提升规划，坚持规划先行，科学
布局产业、商住、公园等，推动产城融
合，用精细化管理促使城市焕发新风
采。五要积极谋划村级经济发展，指
导和帮助各村结合实际选择集体经
济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
现乡村全面振兴。六要改革创新，仔
细谋划，实施分片区管理，促进区镇
一体、园镇融合发展。

区领导到圭峰会城开展“百千万工程”工作调研

全力当好新会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江门日报讯（记者/殷浩轩） 7月7日，“传
承·启航——唱响古兜围垦战歌 奋力推进新会
高质量发展”档案文献展在新会区美术馆开幕，
展示新会老一辈优秀党员干部开山办电、围海
造田的“拼搏、创新、团结、奉献”精神，从中汲取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展览将一直持续
至8月3日。

据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会干部、群众
战天斗地，以“拼搏、创新、团结、奉献”的精神，
上古兜开山办电、下崖南围海造田，创造了“山
洪变电流、荒滩变良田”的非凡历史。此次展览
分为“拓荒年代 敢为人先铸伟业”“丰碑永驻
赓续传统耀葵乡”“继往开来 谱写华章创未来”
三个部分，展示近200幅珍贵图片、50来份档案
文献和影像资料，详实生动地再现这段非凡历
史，以及新时代新会人民传承先辈光荣传统，推
动新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就。

讲好新会本地红色故事，有利于推动新会
区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区党员
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冲天干
劲。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将积极响应新会区委号
召，练就苦干实干巧干本领，在全面推进“百县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绿美新会生态建
设等各项工作中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
树立“新会标杆”，全力推动新会率先迈入千亿
GDP强区。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冯瑶
君 见习记者/简家琳）一串串金黄
色的花朵就像一条条金灿灿的项链，
微风飘过，花瓣轻轻落下，如同下起
浪漫的“黄金雨”。昨日，新会实验幼
儿园的百年腊肠树繁花满枝头，缤纷
壮观。

据了解，这棵腊肠树大约种植于
1910年，如今树高已达17米，是国家
三级古树。据新会实验幼儿园负责
人介绍，5-10月是腊肠树的花期，开
花时，树枝上挂满金灿灿的花序，满
树金黄，吸引不少人前来打卡。花期

过后，腊肠树会结出褐色的果荚，一
串串的果荚向下垂着，就像一根根腊
肠。

据传，这棵腊肠树是当年“岭南
第一状元”莫宣卿的后人从南洋带
回，栽种于莫家祠堂大院的天井
里。“20世纪80年代，莫家祠堂改建
为现在的新会实验幼儿园，为保护
古树，设计者制定了将树的主干藏
于建筑首层、树冠从天花板伸出的
方案，从而形成了古树穿楼而出的
奇景。”新会实验幼儿园保教副主任
张瑞萍介绍。随着腊肠树的不断长

大，新会区绿委办的工程师在古树
主干的外围设计了透明保护罩，并
在保护罩里安装通风、排水系统，达
到既保护古树生长，又保持室内卫
生的目的。

腊肠树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成长，是孩子们童年的美好记忆。新
会实验幼儿园的师生都对腊肠树爱
护有加。腊肠树的花朵有个小弯钩，
幼儿园的师生都叫做“耳环花”。幼
儿园的小朋友喜爱以“耳环花”为主
题做手工、绘画，老师也经常组织孩
子们在树旁读绘本、玩游戏。

江门日报讯（记者/任晓盈） 7月7日，新会
区召开“千年古郡 乐研葵乡”文旅研学新闻发
布会，进一步推动新会文旅研学产业交流合作，
共谋发展。

会上，新会区文广旅体局有关负责人结合
新会千年古郡文化资源，重点介绍了新会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研学旅游目的地的亮点和成效。
据悉，新会重点推出“邂逅不一样的大自然——
新会区暑期自然课程活动”“2023·湿地科考探
究营”“2023·净水达人探究营”“重走总理视察
路”“启超家风亲子课堂”“新会陈皮研学夏令
营”等多个精品研学课程，打造“跟着课本去旅
行”研学品牌，助力新会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会区教育局就如何丰富区内中小学生课
程内容，推动新会研学实践教育全面发展作介
绍。有关专业研学公司也在发布会上介绍了推
动新会研学旅游发展的创新理念和措施。

据了解，为配合研学旅游项目开展，新会区
景区、酒店、旅行社、民宿通力配合，联手发力，
推出多项优惠。此外，碧桂园凤凰酒店、新会龙
泉酒店、银湖驿站、巴贝高民宿等酒店驿站民宿
提供约1200个床位供研学活动使用。更多优惠
举措可通过“新会文旅”微信公众号了解。

接下来，新会区将持续加大力度，丰富研学
旅游产品。一是坚持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研学
旅游目的地为抓手，充分发挥文化馆、博物馆等
公共文化场馆的研学功能，开辟不同规模的研
学课室和主题课程体验区，精心策划一系列“研
学拓展——课本外的非遗”新会研学精品线
路。二是大力推进课程开发，不断建强研学师
资队伍，按照寓教于学的理念，加大对研学旅行
产品中“教育”元素的挖掘，将启超文化、陈皮文
化、疍家文化、华侨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
融入研学课程，提高研学旅游质量。三是加快
推进小鸟天堂自然教育学校、石板沙宸晞自然
研学院等研学场所的升级，不断提升研学旅游
服务水平。

江门日报讯（记者/黄胜 通讯员/余茂东）
“新会人情味浓、环境美、人才政策力度大，我收
获满满，有机会的话，会考虑来新会发展。”昨
日，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籍大一学生潘文欣对记
者表示。

据悉，为进一步推动大湾区青年人才交流
互通，7月3日，新会区举办“青春冈州行 共融湾
区智”2023年澳门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欢迎
会。会后，6位澳门籍大学生正式开始在新会的
实习。

据悉，“青春冈州行 共融湾区智”2023年澳
门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由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
局、新会区委人才办、团新会区委、澳门爱国教
育青年协会广东办事处、新会区青年联合会联
合开展，共吸引6名澳门籍大学生参与，他们将
分别在新会区教育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司法
局、区法院以及区融媒体中心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实习工作。

接下来，新会区委人才办、团区委将持续发
挥好联系新会和港澳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通
过为港澳青年提供更多优质岗位，吸引更多港
澳青年到新会实习、就业和创业。

“海上蛟龙”今年已狂揽8金1银
新会泓达堂陈皮龙舟队书写“龙舟传奇”

2023香港国际龙舟
邀请赛 1金 1银，2023
中华龙舟大赛首站江苏
盐城站 3金，2023广东
省第五届传统龙舟争霸
赛 1金，2023年粤港澳
大湾区（深圳·宝安）茅
洲河龙舟赛 2金，大泽
镇首届标准龙舟赛 1金
……今年以来，新会泓
达堂陈皮龙舟队犹如海
上蛟龙一般，在大小赛
事活动中展现超凡实
力，以强劲姿态狂揽 8
金 1银，用实力书写着
新会“龙舟传奇”，是名
副其实的“新会骄傲”。

更让人期待的是，
今年 8月，新会泓达堂
陈皮龙舟队将代表中国
参加第 16届世界龙舟
锦标赛。

为何新会泓达堂陈
皮龙舟队实力如此强
劲，表现如此突出？7月
6日，记者走进新会区泓
达堂陈皮茶业有限公
司，探秘这支龙舟队背
后的故事。

江门日报记者 叶田 任晓盈

龙舟精神五代传承
斩获无数荣誉

“从我太爷那一辈开始，廖氏家
族就和龙舟结缘了，太爷、爷爷、爸
爸、我、我的兄弟，还有我的子女，都
很热爱扒龙舟这项运动。百年来，
我们五代人一直对龙舟情有独钟，
龙舟精神薪火相传。”新会区泓达堂
陈皮茶业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
理、新会泓达堂陈皮龙舟队队长廖
长亮说。

几代人的龙舟情怀，蕴含着催
人奋进的龙舟文化，代表了新会人
对龙舟的喜爱。

据了解，廖长亮出生于“江门市
龙舟之乡”大泽镇牛勒村。“听奶奶
说，每逢端午节，太爷听到扒龙舟敲
锣打鼓的声音时，总是很激动，甚至
会为了看龙舟、扒龙舟而放下手头
的一切工作。”廖长亮回忆道。

在廖氏家族，一直珍藏着两支
龙舟棹；在新会陈皮产业小镇二楼
的龙舟文化展示厅，有一条近百年
的传统龙舟，它们都出自廖长亮的
爷爷廖关号之手。

廖长亮的父亲廖华照是广东省
龙舟协会副会长、新会区龙舟协会会
长，也是新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泽赛龙舟”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
对龙舟的热爱程度称得上“痴迷”。

“小时候，母亲让我去晒谷，我却不
理，不管不顾地去划龙舟，后来，雨水
把谷都冲走了，我回去后还挨了一顿
打。”谈起与龙舟有关的趣事，廖华照
回忆道。成年后，廖华照开始带领牛
勒村村民举办龙舟赛，还成立了龙舟
俱乐部，并在潭江边打造了广东省
（江门新会）龙舟训练基地。

到了廖长亮这一辈，他和弟弟
廖长成深受家庭氛围熏陶，对龙舟
的热爱有过之而无不及。廖长亮自
小就跟着父亲扒龙舟，学到了不少

真本领，还成为“大泽赛龙舟”项目
区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近年来，
廖长亮精心经营新会泓达堂陈皮龙
舟队，带领队伍参加国内外多项赛
事，勇立潮头，斩获无数荣誉。

如今，廖长亮的子女同样积极
传承龙舟文化。“我和妹妹从小就跟
着爷爷、爸爸一起学习扒龙舟。扒
龙舟是一项很强调团队合作的运
动，人人力争上游，能锻炼意志力。”
廖长亮的儿子廖胤泓说。

值得一提的是，新会区泓达堂
陈皮茶业有限公司还致力于把龙舟
文化精神传递给更多青少年。“我们
正在打造龙舟文化研学路线，希望
能吸引学生团体、亲子家庭前来体
验参观，更加深入地了解龙舟文化，
体会勇往向前、坚毅果敢、团结协作
的龙舟精神。”廖长亮向记者介绍
道。

用实力说话
即将出征世界锦标赛
走进新会陈皮产业小镇二楼的

龙舟文化展示厅，奖杯、奖牌、荣誉
证书满满当当，这里展示了新会龙
舟发展史，还介绍了廖家传承发扬
龙舟文化的事迹。

从2016年创立开始，新会泓达
堂陈皮龙舟队一直用实力说话。

2017年，新会泓达堂陈皮龙舟
队勇夺国际龙舟联合会第十三届世
界龙舟锦标赛老将公开B组标准龙
舟比赛4个冠军，实现“大满贯”，打
破了欧美长期占据中长距离霸主地
位的局面，进一步擦亮了新会龙舟
品牌；2018-2019年，新会泓达堂
陈皮龙舟队连续两年参加广东省第
三、四届传统龙舟争霸賽，均获得好
成绩，实现“两连冠”；2019年，新会
泓达堂陈皮龙舟队斩获中华龙舟大
赛总决赛（重庆合川站）2金1银，同
时夺得精英公开组年度总冠军。

今年，新会泓达堂陈皮龙舟队
再度“出征”，在2023香港国际龙舟
邀请赛、2023中华龙舟大赛首站江
苏盐城站、2023广东省第五届传统
龙舟“新州美谷杯”争霸赛、2023年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宝安）茅洲河龙
舟赛、大泽镇首届标准龙舟赛五项赛
事活动中表现出色，狂揽8金1银。

齐心协力、力争上游、永不言败
的龙舟精神是新会泓达堂陈皮龙舟
队的源泉动力，尊重人才、爱惜人才
是这支龙舟队的核心要义。

据了解，新会泓达堂陈皮龙舟

队队员一部分是专业运动员出身，
另一部分是新会本地年轻人，他们
除了是泓达堂龙舟队俱乐部的成员
外，还是泓达堂的正式员工。“龙舟
和陈皮是泓达堂的两大品牌标签。
2017年起，我们着力为泓达堂引进
国内高水平运动员，一方面为他们
提供发挥运动才能的舞台，另一方
面也为他们提供谋生致富的平台。”
廖长亮说。

新会泓达堂陈皮龙舟队扒手张
舒婷是一名来自山东的“95后”女
孩，她是皮划艇专业运动员，曾获多
项赛事的奖牌。“2019年2月，我收
到了廖总的电话，了解到泓达堂对
龙舟运动的热爱。对一项运动如此
坚持、如此尊重的企业，未来的发展
肯定不会差，所以，当年，我毅然决
然来到新会，加入新会泓达堂陈皮
龙舟队。如今看来，当初的决定是
正确的。”张舒婷表示。

接下来，新会泓达堂陈皮龙舟
队将代表国家参加第16届世界龙
舟锦标赛。对此，廖长亮表示：“锦
标赛上，我们会遇到世界各地的对
手。因此，这些日子，我们毫不懈
怠，加强训练，认真备战，期望能在
这项世界性比赛中再次斩获佳绩。”

新会泓达堂陈皮龙舟队像一条劈波斩浪的“海上蛟龙”，实力强劲。 企业供图

6名澳门籍大学生
来新会实习

新会推出多个精品研学课程

全力打造大湾区
研学旅游目的地

新会举办档案文献展

激发党员干部
冲天干劲

繁花满枝头

→新会实验幼儿园的百年腊肠树满树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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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百年腊肠树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