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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陈素
敏 通讯员/叶嘉敏）青春汗水洒军
营，光荣返乡建新功。为增强退役军
人的自豪感、荣誉感，连日来，台山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老接新”退役
军人接送志愿服务活动。

9月1日，4名老兵志愿者利用自
己的私家车组成志愿接兵车队，前往
江湛铁路台山站迎接“最可爱的
人”。当天下午2时30分，退役军人
陆续出站，老兵志愿者为他们披上欢
迎缎带，送上就业创业服务手册、教
育培训政策问答、报到须知、拍照留
念等特殊的“见面礼”，并在现场进行
政策宣讲，详细解答退役军人提出的
疑问，亲切的问候、详细的讲解、热情
的服务让退役军人感到暖心。当天，
老兵志愿者在江湛铁路台山站迎接
退役军人逾40人。

陈海帆是参加这次志愿服务活
动的老兵之一，他于今年3月退役回
乡，收到志愿服务招募通知后很快报
名。“返乡退役时我感受到了大家欢
迎我们的温暖，那段记忆让我刻骨铭
心。我报名的初心就是想把这样的
温暖用实际行动传递下去。”陈海帆
说道。退役军人支现银人称“老班
长”，这是他继今年3月接送退役军

人后，第二次报名参加“老接新”志愿
服务活动。“脱下戎装，穿上红马甲，
一样用责任续写荣光。”他说。

连日来，台山市各镇（街）也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接兵活动。都斛镇退
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与退役军人
家属一行在江湛铁路台山站等待列
车的到来，退役军人一出站就被亲友
们围住。大家送上拥抱、献上鲜花，
工作人员拉起“热烈欢迎都斛镇退役
军人光荣返乡”的横幅。

近年来，台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每年都为返乡退役军人开展“戎归”
欢迎活动，以最高的诚意、最饱满的
热情欢迎老兵光荣返乡。简短而热
烈的迎接仪式，是对退役军人为国奉
献的肯定，也是提高军人社会尊崇度
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该局将继续为
退役军人的后续保障工作出谋划策，
根据退役军人的实际情况，围绕技能
培训、就业推荐、政策宣讲等工作提
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

知名道具师韦其秋回台山创业，助力影视行业发展

他用“魔法”为戏添彩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长相

思》，创下腾讯视频2023年热度
值最快破30000的剧集纪录，并
屡屡登上微博热搜榜，成为今年
夏天最“火”的剧集之一。在这部
剧里，一把把被导演用特写镜头
拍摄的“神弓”，与台山刚引进的
影视行业人才韦其秋有关。

韦其秋，也许你没有听过这
个名字，但你一定看过他参与的
影视作品。他是一名影视道具
师，一名充满创造力和热情的艺
术家，一名在影视界广受赞誉的
行家。《木乃伊3》《十二生肖》《风
云2》《鸿门宴》《狄仁杰之神都龙
王》《捉妖记》《一个人的武林》《澳
门风云3》《三少爷的剑》……在
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里，不论是
刀剑枪炮等冷热兵器，还是十二
生肖兽首等“古董”，都有他的其
中一份功劳。

入行16年，韦其秋以道具师
的身份为影视行业默默作出贡
献。如今，他看中台山的影视行
业发展前景，从北京回到台山创
业，为到台山取景拍摄的影视剧
组提供服务。

作品蕴含匠心
在业内树立良好口碑
道具师在影视作品拍摄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观众通过镜头看到的景和物
很多都是替代品，而创造这一切的，则
是如拥有魔法一般，变废为宝的道具
师。

坚固的头盔、冷酷的刀剑、独特的
角色造型……在韦其秋位于台山工业
新城的创作基地内，各种各样的道具模
型琳琅满目。长剑大刀排成行，面具蜡
像摆满堂，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每一
件都蕴含他的心血与匠心。

为了制作出完美的道具，韦其秋需
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在制作
《捉妖记》中的“胡巴”时，他最初制作的
原型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才最终呈现
出电影中那个可爱又逼真的形象。“这
是大家的功劳，我只是收集大家的创
意，把它做出来而已。”他说。

韦其秋并非一开始就投身影视行
业，他的职业生涯起源于深圳的玩具开
发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为电影

《木乃伊3》制作道具。“电影里李连杰
的那把剑，就是我做的。”韦其秋表示，
当时他制作的道具获得了导演和其他
剧组人员的认可。

这次成功让韦其秋看到了更广阔
的职业前景，他毅然决定离开稳定的岗
位，希望在影视行业闯出一片天。

韦其秋的玩具开发经验对他转入
影视道具制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善于
将机械、电子、玩具等元素融合在一起，
设计制作出富有创意和趣味的道具，而
且他对每场戏、每个人物如何使用道
具，哪怕剑的使用痕迹、花纹都有设计，
都为戏添彩。这种独特的视角和跨界
的能力，让韦其秋在影视道具制作领域
大放异彩。许多喜欢与韦其秋合作的
导演表示，他制作的道具有灵气。

韦其秋认为，一名优秀的道具师必
须具备两方面能力——其一是艺术修养
和技术手段，这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其
二是热爱影视艺术，只有对影视艺术充
满热情，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

韦其秋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在刚
刚转行的那段日子里，他曾面临过诸多
挑战和困难。影视行业竞争激烈，要求
严格，而且道具制作往往必须在有限的
时间内完成。此外，影视道具的设计和
制作需要有对剧本的理解和艺术感

知。韦其秋凭借坚韧的毅力不断学习，
提升自己的能力，逐步在行业中树立了
良好的口碑。其中，由他亲手制作的十
二生肖兽首（电影《十二生肖》里的道
具）更是被多个博物馆收藏。“当时剧组
里有专门收集数据的团队，我们根据他
们提供的数据，一刀一刀地把兽首雕刻
出来。”韦其秋说。

回到台山创业
助力打造影视“梦工厂”
常年漂泊在外，韦其秋早有回到台

山的想法。他虽然出生在广西，但是作
为一名台山女婿，他与妻子一直有回台
山生活的计划。今年，韦其秋看中台山
对影视行业的扶持力度和广阔的发展
前景，他决定与妻子回到台山创业，并
把他制作的道具带回台山，计划打造一
个电影博物馆，让影迷可以近距离欣赏
这些道具，感受电影的艺术魅力和艺术
价值。“道具是影视作品的一部分，是角
色和故事的重要载体。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为台山的影视行业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韦其秋说。

对于韦其秋将道具制作公司落户
台山，台山市相关部门表示欢迎，并积
极提供帮助。“道具制作公司的落户，为
台山应对影视行业发展趋势，完善剧组

各类拍摄配套服务具有积极作用。我
们希望未来有更多各种类型的影视相
关企业落户台山，建立起剧组拍摄、布
景、摄制、放映等全流程服务，让台山成
为影视‘梦工厂’。”台山市委宣传部新
闻出版与电影股负责人黄娟娟说。

在这个充满创造力和激情的行业
中，韦其秋以匠心和热情为影视道具设
计制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的作品
不仅成为影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更成为观众心中的珍贵记忆。

在韦其秋的创作基地，可以看到他
对影视道具的热爱和执着。这里不仅
是一个工作场所，更是一个创意的舞
台。韦其秋用智慧和技巧，将每一件影
视道具打造得栩栩如生，仿佛它们也有
了生命。

对于未来，韦其秋充满了期待，也
有了计划。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
动影视道具设计制作的发展，让更多人
了解和欣赏这一行业。他也期待着更
多年轻人加入这一行业，为影视艺术注
入新的活力和创意。

在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领域里，韦
其秋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追求。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他设计制作的道具将出
现在越来越多在台山取景拍摄的影视
作品中。

税务部门为农户农企送去税惠政策和暖心服务

以税助农绘就丰收图景
作为农业大市，台山市

持续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记者日前获悉，为落实
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台山市税务
部门立足主责主业，聚焦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为农户农
企带来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和暖心便捷的服务，拓宽了
农户富足、农业富兴、农村富
美的新路径，奏响了乡村振

兴道路上“税惠助农”的“奋

进曲”。

“精准滴灌”台山大米
台山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以盛

产丝苗米闻名。台山市税务部门情系
“希望的田野”，依托“政策辅导—响应迅
速—跟踪问效”服务模式定制个性化服
务，以政策红利“丰厚滋养”和税费服务

“精准滴灌”，助推丝苗米走上致富“稻”
路。

走进台山市江联米业有限公司（下
简称“江联米业”）的大米加工生产车间，
机器轰隆，米香阵阵。稻谷、糙米经过自
动化生产流水线脱壳和清理处理后直接
进入精米加工设备，色泽油润的大米顺
着滑槽倾泻而下，一袋袋优质大米等待
装车销往各地。

为助力企业发展，去年，台山市税务
部门量身定制可适用税惠政策清单，精
准辅导江联米业享受包括小微企业所得
税减免政策、“六税两费”减免政策在内
的各项税费优惠约32万元。“减免税费
让我们在日常生产经营中更有底气，我
们将‘真金白银’投入到富硒水稻良种引
进、现代化厂房建设、生产设备迭代升级

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大米品质。同时，加
大与家庭农场和种田大户的合作力度，
借助丝苗米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
富。”江联米业相关负责人何颖娴说道。

在台山，像江联米业这样的粮食加
工企业不在少数。为促进丝苗米产业高
质量发展，台山市税务部门持续加大税
惠政策宣传辅导力度，以“税企联动”形
式组织粮食加工企业、粮食协会代表召
开夏粮收购税收政策座谈会，依托“税村
共建”平台组建专业服务团队下沉百村，
举行农产品收购税收政策解读会，分级
分类进行“滴灌式”宣传辅导，并建立互
联直通纳税服务机制，倾听农户农企心
声问需问计，全方位快速响应涉税问题，
进一步优化“种粮—卖粮—加工”各环节
的涉税服务举措，切实发挥税收职能作
用，以服务专业化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茶叶”变“致富叶”
立秋过后，在台山市四九镇东冠村

的茶园内，茶农们穿梭于茶垄间，一边挑
选一芽一叶的嫩绿新芽，一边轻捻采摘
将其置于竹篓内。

为助力乡村振兴，让特色产业在乡
村发展壮大，台山市税务部门以连续10
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契机，将
税收帮扶和税收优惠精准高效送达乡间
田野，助力农户农企把握农时，为农户增
收致富注入“税动力”。

地处台山东部的四九镇，全镇茶叶
种植面积89.6公顷，海拔922米的北峰
山主峰瓶身峰在其境内，山清水秀，层林
叠翠，昼夜温差大，为当地出品的红茶提
供在山间云雾里长大的优良环境，造就
了四九红茶浓郁扑鼻的果木甜香和名扬
海内外的上乘品质。

近年来，四九红茶的知名度越来越
高，加入当地茶产业大军的人也越来越
多，返乡反哺农业的黄德成便是其中一
员。“我和妻子在村里宝贝山上创办了绿
丰宝茶园。经过8年时间发展，目前种
植茶树20多公顷。”黄德成介绍，绿丰宝
茶园以白云茶、英九等为主要种植品种，
开发出白云野放黄茶、九号生态红茶、老
树生态红茶等多款产品，正积极打造“东
冠美”茶品牌，现已成为四九镇“一村一
品”东冠茶叶项目所在地。

“我们的茶园能稳步发展，离不开税
务部门的热心帮扶。创办初期，我们就
感受到税务部门的热情与贴心，后续政
策享受、线上办税、发票领用等涉税业务
都有专人辅导，优质服务让我们走好了
经营发展的每一步。”黄德成说，入春至
今，税务干部多次到茶园了解种植和产
茶情况，讲解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小微企
业增值税优惠等“三农”税收优惠政策，税
惠政策扶持给他带来很大信心。

据黄德成介绍，目前红茶市场需求持
续增长，采茶高峰期聘请村民采茶，既提
高了产量，也带动村民创收，村民的腰包
鼓了，干劲更足了。接下来，绿丰宝茶园
将不断升级改造加工线，趁着文旅热潮打
造露营基地，为游客提供采茶、制茶等体
验活动，积极拓展茶园的产、学、研、旅功
能，以四九红茶品牌效应辐射乡村致富。

“小柠檬”种出“甜日子”
在台山市端芬镇三洞村，一个个香

水柠檬青翠欲滴，缀满枝头，果园弥漫着
柠檬的香味。

端芬镇是台山生产香水柠檬的龙头
镇，全镇种植面积约606.67公顷（9100
亩）。其中，三洞村有130多户村民种植
香水柠檬，种植面积约26.67公顷（4000
亩），平均亩产约4000公斤。香水柠檬
可广泛用于柠檬干粉、柠檬干片和柠檬
膏等高附加值产品深加工，市场前景广
阔，年产值有望突破亿元。

目前，三洞村的香水柠檬种植以个
体种植户为主，该村正全力打造香水柠
檬种植龙头品牌。为服务香水柠檬扩
种，并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发展，台山市税
务部门发挥“税惠东升”税务青年助企惠
民志愿队作用，深入田间地头，实地了解
种植过程、市场需求和运输成本等生产
经营详情，并结合实际提供便携化开票
服务，“面对面、手把手”辅导种植户登录
电子税务局办理发票代开业务。此外，
台山市税务部门联合镇农办、村委会等，
共同推动三洞村走“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道路，致力打造

“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助力建成台山市
香水柠檬种植示范区，打造“台山香水柠
檬”品牌。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林育辉
通讯员 黄滢

税惠服务
“百千万工程”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方欢

志愿楼长专栏

台城街道东云社区台东路18号志愿楼长黄锦豪

架起“连心桥”
助力老旧小区焕新颜

“早上好，上周台风掠过台山带来了风雨，我周末检查了楼道，
收集了一些居民意见。”9月4日上午，台城街道东云社区台东路18
号志愿楼长黄锦豪早早来到东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将最近发现的
楼栋水管破损问题反馈给社区工作人员，并商讨解决办法。

台东路18号是东云社区典型的老旧散楼，由于没有物业管理，
加上楼龄高，楼道内常常出现设备损坏无人管理的现象。“楼内住户
大多是老年人，灯泡、水管等公共设施损坏了，对他们日常生活影响
很大。”65岁的黄锦豪是一名热心肠的退休老党员，2022年，得知
东云社区发动居民担任志愿楼长，他第一时间主动前往报名。黄锦
豪说，自己要发挥余热，为社会做有意义的事情。

成为志愿楼长后，黄锦豪主动担
起了楼栋巡查员的角色。近期，在多
次巡视楼道的过程中，他发现楼栋水
管年久失修，时常漏水，导致一楼积
水难退，给居民出行造成不便。为
此，黄锦豪及时向社区反馈，商讨解
决办法。平时，他常与楼栋里的其他
住户保持联系，收集大家的意见建
议，当好居民和社区沟通的桥梁。

今年，台东路一带住宅被列入台
城街道老旧社区改造范围。“改造是
件好事情，我自己先了解清楚了，心
里有数，才能向大家做好解释工作。”
改造动工前，黄锦豪便多次前往东云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向工作人员详细
了解改造项目情况，并主动为居民做
好解释工作，争取大家的支持。

针对不常住台山的居民，黄锦豪
认为，应提前通过电话、微信做好沟
通工作，争取他们对改造项目的理解
与支持。为此，黄锦豪每天早早来到

党群服务中心，与网格员一起打电
话，向不常住台山的居民解释改造的
益处和意义。

此前，在巡查楼道过程中，黄锦
豪发现楼栋的楼道大门存在不同程
度的破损，有的甚至出现了大门松动
的现象，存在安全隐患。黄锦豪翻出
老旧社区改造项目清单研究了起来，
他发现楼道大门的更换并不属于改
造项目。于是，他主动联系台东路一
带住宅的居民，收集大家对改造项目
的建议，并及时向社区沟通反馈，对
现有的拟改造项目查漏补缺，为台东
路一带住宅改造争取到了楼道大门
修整、加装路灯和路面整改硬化等项
目。

如今，台东路18号的居民提起
黄锦豪都纷纷竖起大拇指。“我做的
只是力所能及的小事，为了让大家生
活得更加舒适，这是我担任志愿楼长
的初衷。”黄锦豪笑道。

台山开展退役军人接送志愿服务活动

欢迎老兵光荣返乡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通讯员 台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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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人员向种粮大户宣传涉农税惠政策。

黄锦豪（左）协助社区网格员，向群众做好沟通解释工作。

台山市全力做好退役军人返乡接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