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金黄
的稻田……走进禾与荷精品民宿中
心，浓浓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冈
宁村里，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间，
通过阡陌小路直通禾与荷精品民
宿。

与传统的商业味浓厚的酒店不
一样，乡间的民宿摒弃了过度的装
修，更有大自然的美。“来到这里，在
阳台就可以看到稻田，仿佛走进了
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游客刘小
姐说道。

禾与荷精品民宿的前身是光华
学校。这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侨
校，始创于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
年），1930 年正式成立为光华小
学。这所见证了百年侨乡教书育人
历史的乡间学校，在今年实现了华
丽蝶变，成为一所乡间民宿。

“讲好华侨故事，重现百年荣
光。”为何要打造这个民宿，其负责
人陈伟奇如此说道。陈伟奇来自开
平。原光华学校所在地是台山与开
平的交接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下，他来到了冈宁村，了解了光华学
校的历史，对当年华侨办学的精神
产生了敬佩之情，决定要赋予这个
空置的校舍“新生”。

校舍成为民宿，操场成为户外
咖啡馆，小礼堂成为公共图书馆
……这个民宿在稻田间焕发着新光
芒，建筑生命得到延续并走进人们
的生活。从今年7月开始试运营至
今，禾与荷精品民宿迎来全国各地
的游客。特别是在水步传统文化旅
游嘉年华期间，禾与荷精品民宿更
是人气爆棚，每日到访游客近500
人次。

陈伟奇表示，老建筑承载着华
侨的家国情怀，通过民宿的方式让
老侨校“复活”，也是年轻一代的责
任。“在民宿修建期间，水步党委政
府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例如，
进村乡道在短时间得到拓宽，方便
了游客出入。正是他们的信任与支
持，更加坚定了我们走下去的勇
气。”陈伟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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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步镇整合资源、引入投资，让村中空置建筑“变身”

民宿新业态为乡村带来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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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民宿、不同的风格、不同的
体验……因地制宜，以当地传统文化
或自然资源特色为主题，是水步民宿
建设的主要特点。在下洞村，侨汇里
民宿，融入了侨乡文化，洋溢着水乡气
息。游客可赏文化盛宴，“打卡”古树、
古祠堂，品尝侨味特色美食。在大岭

村，由洋楼改造的君兰瓦居民宿正在
加快改造中，坐落在田野之间空气清
新，让人心旷神怡。在水步镇，风情各
异的民宿将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个
性化需求。

从过去名不见经传的空置乡间建
筑到现在乡村振兴的新典范。当下，水

步镇的民宿正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新
亮点，助力写好农文旅结合发展新篇
章。

今年以来，水步镇在深入实施“百千
万工程”过程中，积极谋划农文旅乡村振
兴项目，按照因地制宜、整合资源的原
则，该镇采取村企合作模式，不断引入有

实力的企业，投资改造村中空置建筑，打
造为有质量、有设计、有品质的精品民
宿。这些民宿不仅能提供优质的住宿环
境，还提供餐饮、娱乐、休闲、研学等多元
服务。

民宿的快速崛起，为水步镇乡村
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力。下一步，水

步镇将挖掘各村资源优势，稳定和扩
大民间投资，带动圩镇及周边村落的
经济加速发展，并大力推进镇村融合
发展项目，围绕历史文化底蕴、特色农
旅产业、美丽人文侨乡等重点，串点成
链，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推动乡村风貌
提升。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平安建设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
定、人民安居乐业。如今，平安建设已经成为一张亮眼的“国家名片”。

在平安建设的过程中，台山大地上平安建设的动力始终澎湃——从陆地到海岛，从乡间田野到繁华城
镇，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处处都有平安建设的美丽身影，平安的底色越绘越浓。

从今天起，本报开设“平安台山”专栏，展现台山各地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台山的生动实践和优秀典范，
让“平安之花”更加绚烂，让平安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稻田飘香，碎石小路，栅栏木门。秋日里，在水步镇冈宁村，禾与荷精品民宿成为当前最
火热的“网红打卡点”。来自新会的游客叶先生说：“白天可以欣赏一望无际的稻田美景，晚上
还可以和朋友坐在树下，仰头看着点点星空。如此美景、如此诗意，怎能不爱呢？”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近年来，水步镇的民宿发展迅速，据统计，该镇已打造各类特色乡
村民宿3家，提供床位超过100个。这些民宿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为当地群众就
业提供了新平台。

一民宿一特色，目之所及皆美景，心之所向皆诗意。

如果说禾与荷民宿属于田园风格，
那么，位于水步镇甘边村的新娘房休闲
生态农业基地就是色彩斑斓的浪漫风
格。

“这里是一个超46公顷（700亩）
的绿植基地，此前一直以花卉绿植的
种植销售为主。为响应乡村振兴战
略，近年不断探索经营模式，增加饮食
休闲、花海景观、花艺课程、住宿体验

等内容。”该农业基地经理李友新说。
早在20年前，新娘房休闲生态农

业基地的负责人便来到台山经营花
场。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经过多方
考察、对比，选择了山清水秀的水步镇
甘边村，并在此落户。这个公司建起
了大棚，培育了大量绿植花卉。这些
产品主要发往广州，再由广州物流公
司发到全国各地。

随着全域旅游工作的不断推进，
该企业看到了发展商机，投入超过
1000万元，打造以生态农业为主题的
旅游景点。如今，这里有花海展示区，
每个月都会根据花期调整不同的植
物；这里有玻璃星空房，游客可以在此
观星休憩；由闲置校舍改造而成的粉
色民宿，入住的游客沉浸式感受乡间
浪漫风情。

“改造中，我们在不同区域增加了各
类花卉、绿植，希望让游客有置身花园的
感觉。”李友新介绍，基地的与众不同，不
仅体现在风格上，还体现在服务上。这
个基地还打造了本地餐饮区、研学课堂
等，为游客提供由基地种植的无公害青
菜，游客还能参与绿植科普活动。未来，
基地还将为游客提供露营、水果采摘等
各类服务活动。

该基地的多元发展，不仅盘活了闲
置校舍，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就业
的岗位。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从我家里出发不到10分钟车程就能到
达基地。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山水如画
的地方工作，看到游客的笑脸，我的心情
也会很愉快。”该基地工作人员黄露云说
道。据统计，随着民宿陆续投入运营，将
为辖区群众提供超过50个工作岗位。

侨校
重获“新生”

多元发展推动产业振兴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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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台山

赤溪镇依托“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

用心用情用力化解纠纷
工人意外受伤
赔偿问题引纷争

阿小（化名）是赤溪镇铜鼓某公司的
员工，被安排在赤溪镇某水库工作，担任
保安一职。2021年12月29日，阿小从
水库骑自行车外出购买食材时，在水库
大门附近道路跌倒受伤。经台山市人民
医院诊断，阿小左额颞叶脑挫裂伤、双侧
枕顶骨骨折、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
侧枕顶骨骨折、双侧枕顶部头皮血肿、右
侧胫骨中段骨折。

2022年4月28日，伤者的儿子小
彭（化名）就其父亲阿小受伤一事向台
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2022年5月23日，小彭向
赤溪镇综治办寻求帮助，希望公司为其
父亲补缴保险、补发工资、认定工伤、继
续治疗，并赔偿损失。2022年 7月 8
日，台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经行政复议维持
不予认定工伤。

接到求助后，赤溪镇综治办联合赤
溪镇司法所、赤溪镇派出所、赤溪镇劳动
站对该案进行调查，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
解，但是，双方仍对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
致。

在前期调解过程中，由于双方分歧
较大，调解工作并不顺利。而伤者阿小
也一直住在台山市人民医院。

多方协同联动
顺利化解纠纷

为了让该纠纷顺利化解，赤溪镇综
治办依托“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体系，协调公检法司等力量，推动矛盾
纠纷联动化解。首先，赤溪镇司法所调
解员坚持不定期致电伤者的儿子小彭，
了解他的生活工作情况，以拉家常的方
式，取得了他与伤者的信任，并向他们
明确了法律关系。

做通了伤者及其家属的思想工作
后，赤溪镇综治办联合赤溪镇司法所、
赤溪镇派出所继续做企业的工作，希望

企业能出于人文关怀的角度帮助伤者
及其家属渡过难关。

在多方努力下，最终双方当事人同
意了调解方案，企业一方向阿小支付补
偿金。

尽管方案已定，但由于双方纠纷持
续近两年，相互信任感较低，企业担心
家属收到补偿款后，不履行义务，拒绝
将伤者接出医院，而家属也担心签了协
议，企业拒绝支付补偿金，因此，调解再
次进入瓶颈。此时，调解员创新工作思
路，提出由派出所作为中立方，负责保
管补偿款，赤溪镇综治办、赤溪镇派出
所、赤溪镇司法所、企业、家属一起到台
山市人民医院进行现场调解，把调解阵
地前移，消除双方顾虑。

最后，双方在赤溪镇综治办、赤溪
镇派出所、赤溪镇司法所人员的主持和
见证下，在台山市人民医院签订了调解
协议，并在调解人员的陪同下，到银行
现场办理了转账手续，事情最终得到了
解决。 文/图 陈方欢 付燕芬

“谢谢赤溪镇综治办的工作
人员解决了我们双方多年来的问
题，我的心事也了结了。”近日，赤
溪镇综治办依托“1+6+N”基层
社会治理工作体系，成功化解了
一起历时近两年的纠纷，双方当
事人对赤溪镇用心用情用力化解
纠纷表示感谢。

打好“基础牌”
“现在有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真

是太好了，以前空闲的时候，大家的娱
乐活动都是打麻将，现在大家都喜欢
到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健身、看书，参
加活动，生活既健康又有意义。”居民
刘阿姨告诉记者。

近年来，大江镇投入100余万元
在全镇范围内改造、新建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实现镇域全覆盖，打通了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大
江镇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阵地作用，举办各类主题文明实践活
动200余场，覆盖5万余名群众。

打好“榜样牌”
大江镇坚持把选树先进典型作为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通过评选文明户、身边好人、道德
模范、好儿媳等典型，推进移风易俗工
作，助力乡风文明建设。今年以来，大
江镇推选台山市级文明户18户，评选
身边好人10人、道德模范15人，组织
各类先进典型开展主题宣讲70多场。

“在听了台山好人事迹宣讲后，我
感触特别深，将以他为榜样，发挥党员
模范作用，真正为人民做好事善事。”

职工王大姐参加分享会后表示。

打好“宣传牌”
今年以来，大江镇开展移风易俗

《崇尚科学，弘扬新风，破除迷信》市民
教育课、积分制兑换、“传承红木文化，
弘扬工匠精神”台山非遗“传统家具制
作”等多种形式活动100余场，推进移
风易俗工作向纵深发展，引导大家主
动参与乡村治理，推动群众从“我被
管”到“我来管”的转变。

打好“创新牌”
“妈妈，今天我学到了很多文明知

识，我要当文明小使者。”参加活动后
陈子涵小朋友跟妈妈说道。

大江镇重点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文
明观念，通过举办“文明礼仪伴行，亲
子主题绘画”活动，培养他们“爱护环
境、从我做起”的责任意识，养成文明
的好习惯。通过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文
明理念，号召更多家庭参与社区治理
工作。

今后，大江镇将持续发挥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等引领作用，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阵地，因地制宜开展移风易
俗宣传活动，积极推进文明新风进入
千家万户。

大江镇打好“四张牌”

弘扬文明乡风 培育淳朴民风

近年来，大江镇积极推动移风易俗，坚持以点带面，突出示范
引领，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培育弘
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文/李嘉敏 大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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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浪漫花园

乡村经济新亮点

开栏语

乡间建起民宿

调解员多次组调解员多次组
织双方进行调解织双方进行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