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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要闻 2023年11月8日 星期三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林润开 美编/皇鑫 聚焦高质量发展聚焦高质量发展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江仁轩）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组织海信电子、维达纸业、海鸿
电气、耀皮玻璃、康师傅等22家优质企
业，携63个岗位种类、719个岗位需求，
前往柳州工学院、广西科技大学两所广
西院校开展“一院一策”校园招聘。本次
江门招聘团共收到1434份简历，达成就
业意向591人。

在柳州工学院举行的江门市“一院
一策”专场招聘会，主要需求为材料研
发、模具设计、电气工程、机械工程、食品
检验、教育培训和各类管理储备岗位。
由于岗位优质、匹配度高，招聘会持续了
3个多小时。据统计，该场招聘会收到
简历557份，达成就业意向254人。

结束柳州工学院之行后，江门招聘
代表团又在广西科技大学举行第二场招
聘会。活动现场，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
积极向学生派发人才宣传资料、介绍江
门就业生活环境、讲解江门就业政策等，
并根据学生的专业，帮助其匹配岗位。
据统计，该场招聘会收到简历877份，达

成就业意向337人。
此外，江门招聘团还与广西科技大

学召开政校企合作座谈会。会上，校方
表示，江门招聘团带来的岗位与学校专
业深度匹配，希望今后江门市人社部门
组织更多的优质企业前来招聘。我市人
社部门代表向校方介绍了江门企业基本
情况和用工需求，参会企业代表纷纷提
出企业对专业岗位的需求，并现场与各
学院负责人交流。双方达成了“单一专
业与学院直接对接、多个专业由学校就
业办协调对接”的合作模式。

两场招聘会下来，不少企业代表表
示，院校专业与岗位的匹配度非常高，学
生的求职目的非常明确，招聘活动效果
理想。

江门市拥有12.3万家企业主体，形
成层次丰富、链条完整的企业梯队，是一
方创新创业、活力迸发的热土。今年第三
季度，江门企业用工需求为3.86万人，主
要集中在制造行业，占比达74.21%。接
下来，市人社局将持续开展秋招系列校园
招聘活动，为更多江门企业输送人才。

我市组织22家企业赴广西开展校园招聘
收到1434份简历，达成就业意向591人

江门日报讯（记者/凌雪敏 通讯
员/何奎 何超鸿）近日，广东省开平
市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一宗涉偷越国
（边）境罪案件，对被告人梁某等两人
发出“反诈宣传服务令”，责令其在缓
刑考验期限内，配合司法机关开展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公益活动。记
者了解到，这也是广东省发出的首份

“反诈宣传服务令”。
这起案件始于2020年10月，“蛇

头”胡某以“低成本、高收入”为诱饵，
怂恿梁某等两人偷渡出境工作。同
年12月，梁某两人从开平乘坐大巴抵
达云南省瑞丽市，再乘坐飞机到西双
版纳州，由当地“蛇头”安排车辆运送
到云南勐腊县境内，两人通过步行爬
山等方式躲避边防人员检查、偷渡出
境，到达老挝后被安排在某一园区的
一家博彩类电信诈骗公司工作。两
人通过微信在网上和网友聊天，在取
得对方信任后，通过诱骗对方转账投
资的方式骗取钱财。在老挝工作期
间，两人一直被公司禁止外出园区，
还时常遭到殴打，不仅没能一夜暴
富，还失去了人身自由。约10个月
后，两人趁公司将其转卖到其他公司
时逃脱，并花钱找当地“蛇头”辗转回
到国内，最后在偷渡越过国境线时被
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梁某等

两人因犯偷越国（边）境罪，依法判处
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3000元。

此外，开平市人民法院向梁某两
人发出了“反诈宣传服务令”，两人被
分配至辖区司法所，须在缓刑考验期
的6个月内，每月配合从事1次反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在普法活动
现场，梁某两人现身说法，通过讲述
其亲身经历，告诫群众要提高警惕，
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切勿成为犯罪分
子的帮凶。同时，梁某两人还在其微
信朋友圈连日开展反诈骗宣传，将相
关文章转发至朋友圈，并在评论区揭
示电信诈骗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行为的危害性，以此警醒身边的亲
朋好友。

该案的承办法官表示，法院发布
“反诈宣传服务令”是提升社会综合
治理效果的一次探索和尝试。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受案比例高、社会关注
度高，从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考虑，
对社区矫正对象提出具体的反诈公
益活动要求，由其现身说法，参与反
诈宣传活动，不仅能让他们更好地认
罪悔罪、深刻反思，提升社会责任感，
降低其重复犯罪的可能性，还能以案
为鉴进行警示教育，用接地气的宣传
方式，增强群众防诈骗意识，起到“判
处一个、教育一片”的作用。

开平法院发出
全省首份“反诈宣传服务令”
责令缓刑人员现身说法宣传反诈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敏锐 通讯
员/刘海兰）近日，粤港政务服务“跨
境通办”合作成果发布会在香港举
行，位于中国移动香港中环旗舰店
的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办”（江门）
专区正式揭牌启用。这是全国首个
省市共建的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
办”专区，也是江门在香港设立的第
二个政务服务“跨境通办”专区。省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魏文
涛，市委常委、副市长郑晓毅出席揭
牌仪式。

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办”专区
汇聚了广东省线上线下优质的政务
服务资源，提供一站式“零出关”跨
境通办服务，减少香港居民两地奔
波办事的劳顿。专区集合三种服务
渠道：一是依托广东政务服务网“跨

境通办”专区，实现港澳高频政务服
务事项全流程网上办和线上“面对
面”视频办理。二是采取“远程视
频+自助服务+人工服务”的服务模
式，设立“粤智助”跨境通办自助机，
提供广东省以及江门市高频服务跨
境办理。三是推广应用“粤省事”

“粤商通”等指尖办服务，丰富跨境
通办服务模式。

专区以政务服务中心的高标准
打造，现场有工作人员可指导香港
企业、居民使用专区服务设备进行
跨境办事，并在内地政务服务中心
设立视频受理专窗，实现视频对话
导办、资料实时互传等功能，将内地
政务服务大厅优质服务延伸到境
外，能解决跨境办事成本高、耗时费
力的难题。

“我是《江门日报》的老读者了，
读了23年。”居住在蓬江区西园里、已
经80岁高龄的陈定涛表示，来江门
23年，他几乎每天都看《江门日报》，
《江门日报》已经成为他不可或缺的
“精神早餐”。“我最喜欢看民生新闻，
江门有哪些惠民举措，权威信息第一
时间掌握。”陈定涛说道。

陈定涛是广东韶关人。2000年，
他受孩子邀请，来江门居住。“刚来江
门时，感觉有些陌生。我想快速了解
这座城市，最好的办法是看当地的报
纸。”陈定涛告诉记者，他在韶关老家
时就有看报的习惯，到江门后依然保
持这个好习惯，“这是我全面认识江

门的‘窗口’”。
“通过《江门日报》，我了解了很

多江门的惠民政策，这些政策让人信
心倍增。”陈定涛表示，时代在发展，
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但虚假信息
也越来越多，“我认为，想获取最权威
最准确的信息，还是要看报纸，看权
威媒体的报道，比如《江门日报》，信
息来源可靠且权威”。

到江门20多年，陈定涛彻底爱上
了江门这座城市。他对江门的各项惠
民政策竖起了大拇指：“江门落实医保
政策很到位，我前些日子因病住院，虽
然是韶关户口，但同样可以申请到一
定比例的医保报销，相当不错。”

作为老读者，陈定涛知道《江门
日报》征订价格的变化，对此，他表示
支持。“我经济条件还行，影响不大。
身边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订
报，我说我要了解江门，紧跟时代，
《江门日报》我会一直看下去。”陈定
涛说道。 （张华炽）

粤港政务服务
“跨境通办”（江门）专区揭牌启用
系全国首个省市共建粤港政务服务“跨境通办”专区

80岁读者与《江门日报》结缘逾20年——

“这是我全面认识江门的‘窗口’”

□江门日报记者 陈敏锐 通讯员 曾文静

我市历来高度重视新会陈皮品牌打
造，早在2005年便成立了新会柑新会陈
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
功推动新会柑、新会陈皮于2006年获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于2008年获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为扎实做好新会陈皮“大文章”，今
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认真落实“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积极发挥展会
媒介作用，以展促宣，持续擦亮新会陈皮
地理标志名片，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助推
乡村振兴。

借展会“东风”
把新会陈皮带出广东

在首届地理标志产品广货手信节展
位上，各种陈皮制品摆满了展台。新会
陈皮、陈皮酵素、陈皮茶、陈皮花生、陈皮
气泡水等产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和采购
商的关注。

“陈皮水喝了很补气，对身体好”“陈
皮花生是用陈皮水煮的，好吃不上
火”……展会上，新会陈皮泡茶的方式、

特有的果香和药香以及各式各样的陈皮
产品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观展人员前来了
解品尝，推动新会陈皮走向国内外市场。

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推动地
理标志新会陈皮企业参加展会，先后组
织新宝堂、陈皮村、丽宫食品等16家企
业亮相大型展会或博览会7场，展会主
题多样，包括中外地理标志产品博览会、
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中国杨凌农业高新
科技成果博览会和首届地理标志产品广
货手信节等，展览地点包含北京、山东、
四川、广东，成功把新会陈皮带出广东。

市市场监管局还推动新会陈皮先后
亮相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
博览会暨国际地理标志产品交易博览会
主论坛、2023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商标
品牌和地理标志主题论坛，并作为地理
标志案例进行推介，大大提高新会陈皮
地理标志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推动三产融合
赋能“百千万工程”

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世界地理标志品牌展上，新会陈皮再
度出圈，荣获“文化传承示范品牌”“融合

发展示范品牌”荣誉称号，江门丽宫国际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新会陈皮：百年传
承非遗文化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获评

“融合发展示范案例”。
近年来，我市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先

后挖掘培育了“新会陈皮”“新会柑”“台
山鳗鱼”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及“杜阮
凉瓜”“大沙天露茶”“恩平簕菜”等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充分发挥地理标志
的独特优势，以提质强基为重点，以提升
价值为主线，以产业融合为驱动，全面深
挖地理标志潜力和价值，实现地标品牌

“亮起来”“活起来”“强起来”。
为促进一二三产融合，进一步延伸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新会陈皮打造成
为富民增收的大产业，市市场监管局充分
发挥品牌集聚效应，初步建成“证明商标+
自有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
自有商标”的模式，产业商标品牌有效注
册量超2000件。同时，创新“陈皮+金
融”，用“陈皮贷”凝聚金融力量，破解地理
标志质押评估难、融资难的问题，为新会
陈皮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近年来，新会陈皮在百亿元级产业
集群发展道路上高歌猛进，成绩亮眼

——2022 年 ，新 会 柑 种 植 面 积 达
9266.66公顷，新会陈皮全产业链总产
值190亿元，比2021年增长31%；新会
区入选2022年度茶业百强县域和2022
年度茶业品牌建设示范县域榜单；新会
陈皮入选2021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品
牌声誉评价百强榜，并首次位居“2022
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
TOP100”第一位；新会陈皮行业协会会
员单位超360个，入选首批广东省人民
政府立法基层联系点。

新会陈皮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
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2022年，新会陈
皮产业还带动全区7万人就业，实现人
均增收约2.2万元，逐步形成生态、绿色、
健康、富民的大产业新格局，有力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接下来，我们将以实施地理标志
运用促进工程为抓手，深入推动地理标
志与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历
史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为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
动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助力

‘百千万工程’。”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我市以展促宣持续擦亮新会陈皮地理标志名片

做好陈皮“大文章”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讯
员/吴中垚）近日，团市委举办2023
年江门市团干部培训班，进一步强化
我市团干部队伍的政治能力和业务
能力建设。来自市直有关单位团组
织和高等院校的50名团干部代表参
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精心设计了理论课
堂和实地教学两部分课程。特别邀
请了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钮
则圳、广东省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
师张扬以及团市委有关业务负责人，
围绕文化自信自强、高质量发展、青
年意识形态工作和基础团务工作为
团干部进行授课交流，切实提升团干
部的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水平。

此外，本次培训班组织学员到广
州、深圳开展实地考察学习。在深

圳，参训团干部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应
急产业应用示范基地、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和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深入了解了示范园区
和先进企业的发展历程和研发优势，
深刻感受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在广
州，参训团干部们在南航广州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深入了解了南航在民航
领域取得的成就，参与了南航的实训
体验。

“通过理论课堂和实地观摩，我
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新的工作思路
和方法。作为高校团干部，面对庞
大的团员和青年团体，我深感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往后，我将尽心尽
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共青团事业贡
献力量。”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
记唐灏表示。

市团干部培训班举办

强化团干部队伍
政治能力和业务能力建设

广西科技大学招聘现场，江门企业吸引了很多求职者关注。

孕育出30多位名报人、名记者

江门，当之无愧的中国名报人之乡

侨基因催生海外华文报纸
记者节的存在，一方面旨在赓续“老

记者”的优良传统、精神品格，另一方面
则是提醒新闻工作者驻足思考、回望初
心。

历史的起点常常指引着未来。我们
不妨思考、溯源，为何侨乡江门新闻人才
辈出？

时间拨回到 160 多年前，据考，
1856年12月，开平旅美华侨司徒源在美
国加州的萨克拉门托，创办了一份华文
报纸《沙架免度新录》，它是世界上第一
份中文报纸。也由此开始，《美洲日报》
《世界日报》《华侨日报》《金山时报》等报
纸在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纷纷创
立，一时间，华文报纸有蔚成风气之势。

在这批报纸中，来自五邑的杰出知
识分子，或参与主办，或担纲主笔，成为
一大景观。

早年间的侨胞通常聚居在不同国
家、不同城市的唐人街，里面的各类社团
和学校，都是为了让子弟读书成长，知晓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侨胞时刻牵挂着家
乡、牵挂着祖国，也很关心住在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政策，从清朝晚期
开始，唐人街就陆续兴办中文报刊，传播
中外信息、传承中华文化。”市博物馆相
关负责人表示，当时最重要的华侨文化
载体就数海外华文报纸了。

侨报加强海外各地侨胞交流
五邑先侨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报纸，

不仅异常关心国是，更是热心以报报
国。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在两
个时间段尤为突出：一是维新运动和辛
亥革命时期，二是抗日战争时期。

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开展之时，身
在异乡的五邑报人自觉把报纸的宣传动
员当作救亡图存的武器，为国内革命志
士、革命主张和革命行动摇旗呐喊，包括
在募集经费等多方面做着力所能及的工
作。这些侨报不仅大大加强了海外各地
华侨的交流，表达和传播了华侨华人对
祖国和家乡的浓浓深情和急切的报国之
心，也在启蒙旧智、移风易俗、鼓动进步
等方面，有着切切实实的成效。

其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报业第一
人陈少白主持了多次笔战，其创办的《中
国日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机
关报。

1869年8月27日，陈少白出生在新
会县外海乡（今江海区外海街道）南华
里。1900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
创办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第一张报纸《中
国日报》，亲任社长兼主编，“文思敏捷，
辩才无碍”的他，以报纸为阵地，针砭时
弊，发表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章，为初
期的民主革命宣传发挥着“笔阵千军”
的作用。

《中国日报》之后，一大批由五邑先
侨创办的报纸相继问世。比如，1909
年，李是男和温雄飞、黄伯耀等一批台山
籍华侨青年在旧金山出版了《美洲少年
周刊》，后来扩大为《少年中国晨报》，成
为美国同盟会的机关报。

江门报人中，梁启超是不能不提到
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作为新会籍首屈
一指的名报人、名记者，从 1895 年到
1922年，梁启超办报活动时间长达27
年，他亲自创办和主持报刊11份，最主
要的有《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
支持和指导报刊6份，拟办而未办成的
报刊有8份，跟他有关系的报刊多达30
份。因此，他被公认为“近代中国报界
之巨子”。

梁启超的成功绝非偶然。当时，尽
管有几百家报纸模仿、学习梁启超，但
始终没有人能超越作为原创首发的
他。梁启超曾回忆说：“鄙人二十年来
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
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追溯历史，

“耳目喉舌论”“舆论观”“党报理论”“报
刊使命”等重要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
源自梁启超先生。

据不完全统计，仅1898年到1922
年期间，五邑先侨在海外创办或参与创
办的报刊达26种以上，为推动中国革命
和建设、传播中华文化、凝聚华侨华人力
量做出了江门贡献。

以笔墨爱国，以报纸报国
抗战期间，海外五邑先侨的报人们

以笔墨爱国，以报纸报国，更是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体现。

当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
后，这些报人迅速将消息传递给世界各
地的华侨华人，美洲、东南亚等地的广大
侨胞闻风而起，纷纷建立各种抗日团体，

通电声讨日本侵华罪行，组织大规模游
行。在调动广大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热
情、捐款捐物、募集救国款项、鼓动华侨
青年回国参战等方面，五邑报人做了大
量的舆论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在已有的华
文报刊基础上，又新办了不少报刊，以适
应更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

杰出的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先生，是
公认的五邑先侨报界“掌门人”，曾创办
《纽约公报》等10家华人报纸，共同发表
了《十报联合宣言》，提出“反对分裂，反
对内战，反对破坏抗战”的口号。在抗日
战争期间，他不止一次率海外侨报发表
宣言，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保家
卫国事业。

纵观报业史，还有近代中国人自办
中文日报创始人伍廷芳，早期全美最大
的中文报纸创始人伍盘照，人民军队第
一个专职新闻摄影记者沙飞，无产阶级
革命家、文坛名家吴有恒，曾任中共中央
三大媒体“第一把手”的媒体泰斗吴冷
西，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广东媒体楷模
许实、谭文瑞、黄景仁、陈锡添等等，这些
曾经在中国新闻史、世界新闻史上熠熠
生辉的传媒名人，都是从江门走上中国
乃至世界新闻舞台。

可以说，一批又一批江门籍报人和
记者茁壮成长，他们以满腔热血投入新
闻事业，以笔为戎扬正气，饱蘸心血著华
章，在新闻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记录
下几代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
懈奋斗的光辉历程。

11月8日，广大新闻工作者迎来第24个中国记者节。对于媒体人而言，这是一个颇具仪式感的节
日。或是追溯报人报史，或是讲述同行故事，或是抒怀新闻理想……不同的庆祝方式，都指向共同的价
值追求：把新闻做好。

江门不仅是中国著名侨乡，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名记者、名报人之乡。
向历史深处回望，近代以来，大量先民漂洋过海，他乡寻梦。他们积极向家乡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

事物，中西方文化在这片故土激荡交融，海外盛行的报业文化也在侨乡生根发芽。这里先后孕育出30
多位耀眼的名报人、名记者，在中国新闻史上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黎禹君 江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