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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枚勋章
讲述着峥嵘岁月
汶村镇推进“四史”教育

三合镇倾听群众声音

融文于景
建设小公园

都斛镇建设“数字人大”平台

反映诉求“秒响应”联系群众“零距离”
“关注微信公众号‘数

字都斛’后，可以直接在微
信公众号里的‘数字人大’
平台提建议，操作很方便，
不用亲自往镇里跑。”昨日，
都斛镇人大代表李庆华在
流动接待选民时协助群众
注册使用“数字人大”功能。

在台山市都斛镇，一场
以数字化建设推动基层治
理的革新正在悄然展开。

去年7月，都斛镇人大
依托微信公众号“数字都
斛”，开发“数字人大”智慧
履职平台。在该平台上，群
众可以直接提建议，民生实
事办理进度更是一目了
然。都斛镇正在以“数据跑
路”和“信息跑路”代替“代
表跑腿”和“群众跑腿”，打
通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架起了人
大代表与选民间的连心桥。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方欢

民呼我应
人大代表

与群众联系更紧密

“数字人大”平台的建设，开辟了
都斛镇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崭新路径。

都斛镇共有18个村（社区），107
条自然村，户籍人口47000余人，海
外华侨、港澳同胞更有50000余人。
由于区域面积广，选民反映意见建议
在路上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同样，
人大代表要第一时间掌握社情民意，
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数字
人大”建设后，选民既可以到人大代

表联络站反映意见建议，也可以随时
随地通过“数字人大”平台秒提意见
建议。

“在这次‘数字人大’平台的建设
中，我们看到了基层治理的新可能。
都斛镇的选民通过‘数字人大’，反映
了一个长期困扰他们的问题——
S386丰江桥头至白石路段树木太茂
盛，遮挡视线、压塌高压线，存在极大
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在‘数字人大’
平台上得到了迅速关注和解决，让我
们看到了‘选民意见秒提’的强大力
量。”台山市人大代表陈锦爱说。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圩镇红绿
灯的优化调整上。选民群众向人大
代表反映，圩镇的红绿灯附近没有

设置监控，很多经过的车辆随意变
道、闯红灯，存在安全隐患。接到反
映后，人大代表与相关部门进行了
及时的沟通，这个问题也得到迅速
落实。这就是“群众诉求快结”的生
动例子。

都斛镇的这次创新尝试，体现了
数字化在基层治理中的巨大潜力。

“数字人大”平台的推出，不仅拉近了
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距离，也让群众的
声音能够更好地被“听”见，让他们的
难题能够更快得到解决。

“现在找人大代表提建议真是太
方便了，手机上一点就可以，而且答
复得也很快，帮助解决问题。”都斛镇
居民李先生说。

“人大代表联络站‘上线’后，群
众留言反映的情况更多了，从农村道
路建设到乡村医疗服务，从人居环境
整治到林权争议纠纷，遇到问题，大
家都来找人大代表帮忙。”都斛镇人
大主席刘俊华介绍，“数字人大”平台
上公示了87名各级人大代表的信息
和站点工作人员电话，方便群众提意
见建议和处理各类民生问题。

“数字人大”平台投入使用后，选
民群众除了可在线上直接反映意见
建议，同时也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投
票，如民生项目征集、优秀代表线上
投票等，人民群众既能够更加充分行
使法律赋予的权力，实现过程民主与
成果民主的统一，也能进一步打破人

大代表联系群众的时空限制，推动人
大代表联系群众更加便捷、政府服务
群众更加高效。

据了解，下一步，都斛镇人大将
紧紧依托“数字人大”平台，在办理速
度上“出真招”、在密切联系群众上

“下真功”、在办理落实上“见真效”。

创新方法
为民服务搭上“数字快车”
“数字人大”平台的建设，除了让

人大代表与群众联系更紧密外，也提
高了治理的透明度。都斛镇人大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
各个功能模块的设计之中。

在“数字人大”上，人大代表可以
通过“云直播”参与会议，可以“云监
督”重点工作，可以提交“云建议”，而
履职有“云展示”。同时，“数字人大”
也面向选民群众提供服务，选民群众
可以通过“群众意见”模块向人大代
表提交意见建议，可以通过“政务答
复”模块了解政府部门的答复，可以
通过“民生实事”模块查看民生实事
的办理进度。

8月28日，都斛镇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召开。此次会
议，都斛镇人大首次采用“数字人大
云直播”的方式，实现了会议现场与
镇内各人大代表联络站（点）的“云
上”连线对接，让各村（社区）“两委”
干部及选民群众可以实时掌握会议
内容，有效加深人民群众对镇政府和
镇人大工作的了解，为都斛镇充分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打造“数字化快
车道”作出了新的尝试。

“接下来，我们还会增加会议电
子阅文系统，逐步实现文件资料无纸
化。人大代表们只需在移动终端用
手指轻点，就能完成签到、阅文、表决
等履职环节，而群众也可以通过电子
文件资料了解政府的工作动向。”刘
俊华说。

据了解，都斛镇人大还依托“数
字人大”平台，建立人大代表履职考
核积分管理制度。通过人大代表活
动发布、履职档案、履职积分等内
容，既实现履职有“痕”、考评有据，
又使得人大代表履职管理更加高效
便捷。

活动现场安排了参观的环节。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陈方欢 通讯员/容
仁立）为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近日，台山市
甫草林场举办了一场以“岭南非遗——植物押
花”为主题的自然教育亲子活动，吸引20个家庭
共50多人参加。活动旨在让家长和孩子一同了
解植物保护的重要性，学习岭南植物押花传统手
工技艺，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活动中，在甫草林场自然教育导师的引导
下，家长和孩子开展森林探索，了解各类植物的
生长习性和保护措施，收集植物押花需要的花朵
和叶片。随后，大家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植物
押花技艺，创作出一件件精美的押花作品。

“活动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态保护的重要
性，要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传播环保理念，共同守
护美丽家园。”参加活动的家长钟皓玥说。

据了解，甫草林场将继续举办类似科普活
动，为公众提供更多了解和参与生态保护的机
会，共同为建设强富绿美台山贡献力量。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李嘉敏 通讯员/汶
村宣）“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从历史中吸
收养分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和政治优势。”为促
进应征青年和干部群众加强“四史”学习，提高文
化自信，强化责任担当，近日，汶村镇人民政府联
合鱼地圩社区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活动，共有7名汶
村镇应征青年和30名干部群众参加。

活动中，大家一同观看了征兵宣传片《热血
青春 从军报国》等视频资料。百姓宣讲员李莹
栅讲述汶村籍烈士徐亿吾的故事，引导应征青
年、干部群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让红色基因、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台山市最美军人家庭代表
马建威分享了他的军旅生涯，同时，他希望应征
青年为祖国、军队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活动还以“理论学习+现场参观”模式进行，
在汶村镇小担村冲源村史馆门前，百姓宣讲员进
行了宣讲，随后，大家一起走进冲源村史馆，玻璃
展示柜里展示的一枚枚勋章及墙上的文字和图
片，讲述着那一段段峥嵘岁月，让大家感慨万千。

此次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推动汶村镇党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大家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凝聚起勿忘历史、珍爱和平的广泛共识，激发广
大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应征青年积极投身军
营为国争光的强大精神力量。

江门日报讯 （记者/李嘉敏 通讯员/三合
宣）“建成后大家都点赞，我也为这个改造点
赞！”“效果很好，环境一下子焕然一新了。”近日，
三合镇人民政府围绕小公园建设召开群众测评
会议，居民代表纷纷点赞。

会上，三合圩社区居民代表对小公园建设进
行了满意度测评，居民们纷纷表示，小公园为大
家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和放松的绿色空间，提
升了社区环境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

据悉，今年3月，三合镇人民政府以座谈会的
形式开展群众工作，会议围绕“小公园 大民生”
主题开展，三合圩社区5名居民代表和三合镇规
划建设办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座谈会上，居
民代表提出，社区居民需要一处茶余饭后休息、
交流、娱乐的小公园，而在社区人流密集的三合
圩市场，恰好有一处合适的小空地。居民代表均
赞同将空地改造成为小公园。3月下旬，三合镇
人民政府迅速启动小公园建设。

为合理规划社区角落用地、美化圩镇环境，
三合镇人民政府见缝插绿、融文于景、就地取材，
推进小公园建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8月下旬，
三合圩小公园建成并投入使用。

亲子家庭学习
植物押花技艺
提高生态保护意识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孩子和家长相互配合，制作押花作品。

四九镇茶农扎根乡村，引入优质茶树品种

种下“金叶子”铺就致富路

风雨过后，昨日，位于
四九镇的茶园似若仙境，
淡淡茶香随风而来，采茶
工身挎茶篓穿行在错落有
致的茶树间，娴熟地采摘
着茶叶。

在各个茶园中，有着
一片与众不同的茶树林。
这是10年前，由新茶人伍
宇仪亲自种植的优质茶树
品种“鸿雁12号”。

“我们种植的茶叶品
种‘鸿雁12号’，品质稳定，
是优质的茶树品种。”伍宇
仪告诉记者，她种植的“鸿
雁12号”，每年干茶稳产在
500公斤以上。

看着当年一片荒山变
为如今的满眼绿意，伍宇
仪满脸笑意。“我一直喜欢
四九红茶的味道，对四九
红茶有着特殊的感情，但
也未想过有一天会回来种
茶。”伍宇仪感慨道，10多
年前，她在机缘巧合下，承
包了一片老茶园，于是有
了打响四九茶叶品牌的想
法。在她的不懈努力下，
不仅让老茶园焕发新生
机，还成立了集种植、研
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茶
叶企业，让茶叶成为当地
乡亲致富的“金叶子”。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方欢

种植优质茶树
老茶园重披绿装

据《台山县志》记载，四九镇生
产红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
左右。20世纪七十年代，四九镇扩
大茶树种植面积，除本土的白云茶
外，还引入云南大叶、金萱、金牡丹
等茶树品种，壮大红茶产业，并逐渐
形成独特的四九红茶风味。

伍宇仪是四九红茶的钟爱者。
10多年前，在外经商的伍宇仪得知
四九镇有一座即将荒废的老茶园，
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她毅然选择承
包下来，并取名叶茂茶庄，开始自己
的新事业。

万事开头难。伍宇仪的种茶之
路，并不容易。老茶园虽然有一些
老茶树存活下来，但基本是云南大
叶等普通树种，市场竞争力不大；作
为新茶人，伍宇仪没有过硬的种茶、
制茶技术，茶园出品的茶叶并不算

好……“曾有过放弃的念头，但看着
成片的茶山还是舍不得。”伍宇仪
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伍宇仪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种
植优质茶树品种，实行生态种植，
才能提高品质，获得市场认可。因
此，她四处寻找优质茶树品种，学
习种茶、制茶技术，努力把茶园经
营下去。“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
好。”伍宇仪表示，为了种出好茶，
她跑了许多地方，向茶叶专家虚心
请教，慢慢把自己变成种茶的“土
专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找到
了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培育出来的优质茶树品种“鸿雁
12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是“英红九号”茶树品种的选
育者、产品首创者和核心技术原创
者。

据了解，“鸿雁12号”是从铁观
音自然杂交后代中单株分离、系统
选育而成，特别适合制作高香红

茶。而由“鸿雁12号”制作出来的红
茶外形条索紧细，花香突出，汤色红
亮，滋味甜醇。

“鸿雁12号”的品质正好满足了
伍宇仪的要求，于是她在茶园内开
垦荒地，移植茶树，让“鸿雁12号”这
一优质茶树品种落户四九镇。据了
解，“鸿雁12号”茶树品种今年入选
广东省农业主导品种。

经过10多年的经营，原本将要
荒废的老茶园重披绿装，老茶树继
续抽芽发枝，新茶树到达成熟期，可
以采摘茶叶。茶园一眼望去，满目
碧绿，青翠欲滴。

用心做好茶
推动四九红茶品牌发展

在茶叶的品质上，伍宇仪始终
坚持“用心做好茶”的理念。她认
为，只有品质过硬，才能赢得消费者
的信赖和支持。因此，她严格把控
每一个生产环节，从茶叶的种植、采

摘、制作到包装设计，都力求做到最
好。

翻开伍宇仪用于记录制茶工艺
的本子，从采摘到成品，从天气到发
酵时间，每一个环节都详细记录，务
求找出最好的工艺。在伍宇仪及其
团队的不断研发和创新下，其用“鸿
雁12号”制作的四九红茶已经成为
具有独特口感和香气的高品质茶
叶。

“我们按‘一芽二叶’的标准采
摘，主要做红茶，目前客户对茶叶的
品质十分认可。”伍宇仪说。

伍宇仪通过引入新品种、研发
新工艺，不断提升茶叶的品质和附
加值，为四九茶叶增添了新的活
力。她的故事也成为乡村发展的一
个缩影，展示了农业科技与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力量，为乡村产业振兴
注入了新的动力。而在她的努力
下，由叶茂茶庄生产的四九红茶逐
渐被市场认可，远销广州、深圳、佛
山等大城市，并被旅外乡亲以家乡
特产之名，带往美国、加拿大等国
家，让世界各地的茶客认识四九红
茶。

“第一次带去美国，没想到大家
都说好喝，于是变成每次回来都要
带上的手信。”旅外乡亲伍炳权说。

展望未来，伍宇仪表示，要继
续做好四九红茶的工艺研发，深
耕“高、深、精”品牌发展路线，实
施绿色、健康养生的企业茶园管
理模式，着力打造集种植、生产、
体验、休闲、观光、文化、科普、养
生于一体的多产融合的现代化茶
园。

据了解，茶产业作为四九镇传
统优势产业之一，拥有白云茶、云南
大叶、金牡丹、鸿雁12号等多个稳定
品种，全镇茶树种植面积89.6公顷，
年产茶叶27500多公斤。四九镇农
办主任罗东芝表示，近年来，四九镇
高度重视“四九红茶”的开发利用，
以实现“以茶富农，振兴乡村”。目
前，四九镇正筹备成立茶叶协会，积
极发挥叶茂茶庄等龙头茶场的带动
和辐射作用，进一步增加茶企茶农
收入，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百千万工程”实施。

◀ 人大
代表指导群
众使用“数字
人大”平台。

▶“数字人大”平台
的建设，打通了人大代表
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架起了人大代表
与选民间的连心桥。

茶农加紧采茶，确保秋茶顺利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