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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李淑珩 通讯员/方
颖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
之际，三埠街道举办了“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活动，为广大党员干部重温抗日战争历史，激
励党员干部珍惜当前和平生活，汲取奋进力
量。

活动中，三埠街道武装部副部长方颖明
带领党员干部们，重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日战争伟
大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

三埠街道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学习革
命先辈顽强勇敢、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定信
念、牢记使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三埠街
道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水口镇后溪村走出村强民富景美幸福路

“红色引擎”凝聚发展合力

红色，始终是水口镇后溪
村最鲜明、最厚重的底色。近
年来，后溪村依托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开平市党员教育基地
——谭国标故居，以开平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把红色
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强大动力，绘就村强民富
景美的乡村新图景。

“我们将‘红色元素’融入
美丽乡村建设中，持续建强党
组织，打造红色文化阵地，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优化提升村
容村貌，取得了良好成效。”水
口镇后溪村党总支书记谈健
彬说道。

2022年后溪村集体经济
收入397.52万元，在水口镇
各村中名列前茅。2023年上
半 年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186.6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9.97%，并先后获得“广东省
文明村”“江门市基层党建示
范村”等荣誉称号。

一个有“记忆”、有“颜
值”、有“实力”的和美乡村，正
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升级党建阵地
建强干部队伍

“党群服务中心搬迁升级后，不
用费心费力地爬楼梯了，办事大厅也
宽敞明亮了很多，我们办事既快捷又
便利。”一位前来后溪村委会办事的
阿姨说道。

旧的后溪村党群服务中心设在
居民楼的二楼商铺，受场地限制，办
公空间狭小，布局不合理，设施也比
较陈旧，村民，特别是老年人上楼办
事不方便。这是后溪村长期以来的
痛点。

今年5月，后溪村投入约70万
元，对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标准化、规
范化升级改造，实现“搬家下楼”。同
时，整合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站、农
家书屋、农村文化室、党员活动室等
多元化活动场所，进一步提升为民服
务质效，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米”。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后溪
村积极把村“两委”干部打造成为乡

村振兴的“火车头”，确保党建阵地真
正发挥作用，啃下发展路上的“硬骨
头”。

据悉，该村注重培养和选拔本村
思想政治素质好、带富能力强的能人
进入村“两委”干部队伍。目前，后溪
村“两委”有干部7名，平均年龄40
岁，皆为大专及以上学历（含在读），
班子队伍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明
显增强。

“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
精神丰碑和孕育的革命精神，依然根
植于这片热土。我们将赓续红色血
脉，培育文明乡风，营造崇德向善、见
贤思齐的浓厚氛围。”谈健彬说。

推动网格化管理
做好基层治理

后溪村因邻近国道、紧靠镇区，
外来人口多，人员结构复杂、流动性
强，为基层治理带来不少困难。如何
更加精准高效地推进基层治理，让

“外来客”更好适应本地生活？后溪
村积极探索“村干部+党员+网格员+

志愿者”模式。
谈健彬说：“目前，我们村设有智

慧网格3个，配备专职网格员3人、兼
职网格员36人，充分发挥网格员人熟
地熟情况熟的优势，面对面交流问
需，‘零距离’服务村民，做到‘大事重
落实，难事能解决’。”

同时，针对群众难发动、队伍难
组建、事务难管理等乡村基层治理短
板，后溪村试点推行积分制，从爱党
爱国、遵纪守法、乡村建设、人居环
境、家庭美德等方面合理设置积分内
容，给予物质和荣誉“双重”奖励，实
现比积分、比文明的良性氛围，将“政
府要我做”转变为“我为自己做”，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盘活资源
打造村级经济发展高地
乡村振兴，既要“面子”，也要“里

子”。近年来，后溪村立足本地发展
基础，以发展物业出租、厂房招商为
方向，提高物业出租率，增加集体资
产收益，持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活力。
后溪村区位条件优越，循着蜿蜒

的国道放眼望去，企业厂房和工业集
聚区鳞次栉比。不过，由于年代久
远，该村工业集聚区整体规划布局相
对落后，土地容积率低、产出效益少，
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

“目前，我们正积极谋划推进两
个集体经济项目，一是位于国道
G325旁的‘工改工’示范项目，二是
位于省道S273旁的旧改商住项目。”
谈健彬说。

其中，位于国道G325旁的“工改
工”示范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为村
集体经济增收50万元，进一步提升土
地利用效率，释放发展空间，跑出发
展“加速度”。

内外兼修
共享文明创建成果

近年来，后溪村坚持以红色文化
铸魂“修内功”，以人居环境整治“练
外功”，内外兼修，让广大村民真真切
切感受到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满满

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开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我们对文明创建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整改，工作成果得
到了群众的认可。”谈起村子的改变，
谈健彬自豪地说。

据悉，后溪村以“提高群众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为目标，把常态化文
明创建、省级文明村创建工作与乡村
振兴相结合，投入约500万元，改建公
厕7座，对13条自然村的道路进行硬
底化，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
全覆盖，拆除危（弃）房33间，安装便
民信息栏20余个，科学施划停车位约
400个，设立农村保洁员队，全方位推
动村容村貌优化提升。

此外，该村聚焦“举旗帜、聚民心、
除陋习、树新风、塑形象”，广泛组织开
展理论政策宣传、科普知识、民俗文化
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
浸润人心。同时，为1500多户家庭悬
挂文明户门牌，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文
明城市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广
大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江门日报记者 刘嘉猷
通讯员 吴瑞彬
图/水口镇政府

◀后溪村依托谭国标故居，用好红色资源，
凝聚干事创业力量。

▲升级改造后的后
溪村党群服务中心。

百合镇茅溪村
人大代表联络站多措并举

提升人大代表
履职能力

9月4日，记者走进百合
镇茅溪村人大代表联络站，深
切感受到基层人大代表开拓
创新、积极履职的精气神。近
年来，百合镇人大积极探索实
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办
法和途径，始终把人大代表联
络站建设作为重要抓手，为人
大代表打开民情通道、提供履
职平台，让人大代表联络站真
正发挥听民意、聚民智、惠民
生的作用，架起了一座座社情
民意的“连心桥”。

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交流培训

茅溪村人大代表联络站不断加强代表工
作机制，推动代表更好履职责，服务基层群
众。

据悉，茅溪村人大代表联络站每月组织
开展“代表接待选民”活动，选民可以在固定
的时间与代表面对面交流，提出意见和建
议。此外，该联络站还建立了人大代表接待
选民登记机制，确保代表能够及时了解选民
需求。

信息公开是人大代表联络站的一项重要
工作内容。茅溪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及时公开
有关信息，向选民介绍代表履职情况和工作
成果，提高代表公信力。

茅溪村人大代表联络站还积极搜集、处
理选民的意见和建议，明确意见建议的收集
梳理、分析研判、交办督办、反馈评价等工作
流程，确保选民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及时、有效
的反馈。

为了提高代表的履职能力，茅溪村人大
代表联络站加强代表教育培训工作，常态化
组织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学习交流活
动，提升代表履职能力。如，围绕乡村振兴和
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组织人大代表开
展实地考察和研讨活动。

关注群众实际需求
落实民生“微实事”

茅溪村人大代表联络站以民生为导向，
积极倾听民声，关注人民群众实际需求，有效
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
了代表的关怀和力量。

“茅溪大道过去没有安装路灯，给群众出
行带来困扰。”茅溪村村民周大爷回忆道。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茅溪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借
助“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积极开展调研视
察，并整理形成代表建议，为茅溪大道安装太
阳能路灯。

“从代表收到选民的意见，到提交代表建
议，再到建议的办理，只用了短短2个多月时
间。”百合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茅溪大
道的路灯安装工作已全部完成，解决了该路
段周边群众夜间出行难的问题。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敖转优

茅溪村人大代表联络站驻站代表了解民
情民意。

三埠街道举办活动

铭记抗战历史
汲取奋进力量

大沙镇创新党员干部教育内容和教学模式

“茶乡讲堂”赋能“百千万工程”

课堂从室内到田间地头，
内容从政策宣传、日常管理知
识到厨艺、农艺，授课人包括
干部、专家……为进一步完善
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全面
提升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
业务能力，为“百千万工程”提
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今年
以来，大沙镇党委充分发挥镇
党群服务中心的教育阵地作
用，创新教育内容和教学模
式，在原有“夜间课堂”的基础
上，活用本土资源打造“茶乡
讲堂”，积极为干部教育培训
提供“有效供给”，增强培训实
效，取得良好效果。

截至目前，大沙镇“茶乡
讲堂”已举办超10期，培训超
600多人次，成为具有大沙特
色的党员干部教育品牌项目。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严建广

接地气
把课堂搬到田间

由干部职工组成的4组参赛选
手纷纷化身“庄稼人”，撸起袖子，俯
身弯腰，一手拿着青苗，一手分秧、插
秧……这是8月 8日大沙镇第七期

“茶乡讲堂”的活动现场。当天，大沙
镇在该镇大塘面村的田间地头组织
开展“禾你在一起插秧”比赛，推动传
统农事活动传承发展。“听了关于传
统农事的介绍后，再到田里体验插

秧，既新鲜，感受也更直观，这样的课
堂非常好。”参加授课的一位干部说。

“通过本次活动，希望大家能更
加懂得粮食来之不易，同时，也希望
以此增强同志们之间的凝聚力，进一
步激发大家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热
情。”谈到这次授课的目的和意义，大
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谢京鹏说。

大沙镇党委书记伍伟鹏表示，把
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是大沙镇开好

“茶乡讲堂”的有益尝试。“怎么让授
课更有活力，激发大家参加课堂的兴

趣，真正让授课产生效果？我们积极
探索，把讲堂办得更接地气。”他说。

说到接地气，大沙镇党委委员、
副书记关家沛对第五期“茶乡讲堂”
印象深刻。这堂课以“以茶为‘煮’，
寻找舌尖上的大沙”为主题，结合大
沙镇特色产业——大沙茶，邀请嘉宾
为党员干部演示“茶香炒饭”“茶香烤
鱼”等菜式的制作方法。接着，干部
职工以小组为单位，分别上台进行厨
艺比试。“别具一格的授课方式和内
容，让我们不仅学到了一些厨艺，更
了解到茶是怎么和美食结合在一起
的。这为我们下一步做好‘大沙茶’
文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思
路。”关家沛表示。

汇众智
交流研讨促成长

“茶乡讲堂”不仅是干部职工学
习新知识的地方，也是他们发表意见
的舞台。

4月18日举行的第三期“茶乡讲
堂”，以“假如我是党委书记——我为
大沙发展献良策”为主题，由大沙镇
党建办统筹策划演讲比赛。比赛由
大沙镇领导班子成员担任评委，参赛
选手来自大沙镇各业务部门。他们
结合各自经验和部门业务，为大沙镇
的发展出谋划策。“这样能够更好引
导党员干部把实现个人成长与推动
大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
进一步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伍伟鹏表示。
据了解，大沙镇“茶乡讲堂”先后

推出“宅基地管理和政策改革解读”
“大沙旅游发展方向”“公文和信息培
训写作”“假如我是党委书记——我
为大沙发展献良策”“美好生活 民法
典相伴”等形式活、内容实、效果好、
有亮点、吸引力强的课堂，全面激活
党员干部思维，引导大家一起为大沙
发展献计。

强队伍
坚持“一期一干部主讲”
据了解，“茶乡讲堂”坚持“一期

一主题，一期一干部主讲，一期一部
门负责”，每期安排不同的部门全程
负责课堂主题的构思和具体实施。
培训内容注重与党的创新理论相结
合，与日常工作相结合，通过实践案
例、模拟演练等方式，使干部职工得
到政治理论、业务知识、生活技能等
方面的提升，提高党员干部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伍伟鹏表示，下一步，大沙镇将
持续擦亮“茶乡讲堂”党员干部教育
品牌，优化教育形式，丰富教学内容，
真正把干部教育培训同推动中心工
作、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统一，为大沙镇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
赋能，为开平市创建全国乡村振兴示
范县和省“百千万工程”示范县贡献
大沙力量。

大沙镇党员干部通过“茶乡讲堂”为发展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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