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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加速发展，交通运输行业飞速前
进，桥梁作为道路连通的载体，在全市交通发展中的作用
愈发突出。笔者昨日从蓬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获
悉，1976年建成通车的蓬江大桥已年近“五旬”，进入重
点维护期，将于春节前实行超载超重车辆限制通行管理
措施，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蓬江大桥建于20世纪70年代，是我市第一座连接江
门河南北两岸的大桥，也是江门南北连通的重要枢纽。它
的建成结束了江门河两岸人民靠渡船过河的历史，见证了
江门市区多年来的发展与变迁。因需承载更多车辆通
行，该桥于1996年实行了扩建工程，并使用至今。

2024年是蓬江大桥“服役”的第49个年头，
为爱护好这座老桥，延长桥梁使用寿命，确保
市民车辆能安全、顺畅出行，作为城区桥梁
主管部门的蓬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结合该桥梁实际，综合考虑分析了桥梁结
构、承重极限、体检数据等元素后决定，将
加强对蓬江大桥超载车辆的劝导管理，于
春节前实行双向限重限速通行管理措施。

昨天下午，笔者驾车至现场发现，可
看到“车辆限速40km/h”等交通标志。据
蓬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局目前已在蓬江大桥双向设置了
限重限速标识，禁止10吨以上车辆通行，并
于春节前计划加大限行措施，在（江海区往蓬
江区侧桥梁）上桥位处增设限行设施，避免超载
车辆违规通行对桥梁安全造成影响。

蓬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加强市区桥梁日常管理，并建议10吨以上
的车辆绕道至东华大桥、胜利大桥通行，共同为桥梁安
全、自身出行安全作贡献。 （文/图 罗霈 周默）

年近“五旬”蓬江大桥进入重点维护期
将禁止10吨以上车辆通行，全程限速40km/h

超载车辆在桥梁上行驶，不仅会
危及桥梁自身安全，还会给通行的车
辆和行人带来一定危害。为此，蓬江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建议，在行
车过程中，市民朋友必须时刻关注桥
面的状况和安全行车注意事项，确保
行车安全。

一是车辆切勿超高超载超速。车
辆在驶上桥梁前，驾驶人要仔细观察桥
梁标志，部分桥梁有限载、限高和限速
要求。大型货车通过桥梁时，切勿超
重、超高、超宽、超长运载货物，且遵循
限速要求，通过时要保持安全车距。

二是车辆严禁随意变换车道。切
勿在桥梁上随意变更车道或超车。驶
上桥梁前，提前更换车道，与前车保持
安全车距。

蓬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小桥梁连着大民生，用
心用情守护，才能守住民心。接下来，
该局将始终秉持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加强
所辖市区桥梁日常管理，落实责任，加
大保障，坚持常态化巡查，以规范的管
理、良好的路况为桥梁安全通行提供
有力保障。

（罗霈 周默）

注意事项

年近“五旬”的蓬江大桥进入重点维护期，将于春节前实行超载超重车辆限制通行管理措施。

蓬江大桥边上的交通限行牌。

江门日报讯（记者/皇智尧）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2月5
日，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彭
章瑞带队走访慰问了李立峰、赵
基耀、周伟万、谭继祖等老同志，
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向他们传
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您身体怎么样？”“提前给您
拜个早年！”走访慰问过程中，彭章
瑞与老同志问寒暖、话家常、叙发
展，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
生活情况，向他们介绍过去一年江
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
况。期间，彭章瑞与老同志们倾心
交流、听取意见，感谢他们长期以
来对市政协工作的支持以及为江
门发展作出的贡献。他说，江门各

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离不开老同
志们的艰苦奋斗和大力支持，真诚
希望各位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
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我市
高质量发展建诤言、献良策。

老同志对市政协的慰问和关
怀表示衷心的感谢，高度评价过去
一年我市各项事业取得的新的明
显进步，对江门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充满信心，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为
江门经济社会发展加油鼓劲、点赞
喝彩、献计献策，为江门各项事业
发展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

市领导赖燕芬、胡念芳、任安
良、周津明、陈新汉、汤惠红、李文
聪近日也分别带队慰问了相关老
领导和老同志。

市领导走访慰问老同志

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近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惠
文深入鹤山市双合镇，开展2024
年“侨爱江门 新春送暖”调研慰
问，并对侨助“百千万工程”进行
实地调研。

李惠文一行走访慰问部分困
难归侨侨眷，详细了解困难归侨
侨眷当前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
及遇到的困难，并为他们送上党
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及祝福。李惠
文勉励困难归侨侨眷，要坚定信
心，积极生活，同时发挥自身优
势，向更多海外侨胞讲好中国故
事、湾区故事、侨都故事，传承归
侨文化。

李惠文强调，“五侨”部门要
强化联动协同，深入基层为归侨
侨眷办实事、解难题，切实当好海
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增

强侨界群众对“侨”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增强归侨侨眷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

当天，调研组一行还参观了
双合镇越侨文化博物馆、合成华
侨农场侨山村，了解越侨文化和
归侨侨眷生产生活情况。近年
来，随着“侨都赋能”工程的深入
推进，合成华侨农场持续发展特
色产业和提升侨村基础设施，侨
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为

“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动力。

李惠文指出，要着眼于区域和
资源优势，进一步改善提升生产生
活环境，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充分发挥归侨侨眷在服务乡村振
兴发展大局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推动形成同心同行、群策群力、共
建共享的乡村发展新局面。

市领导开展“侨爱江门 新春送暖”调研慰问活动

做好为侨服务工作
讲好侨都故事

江门日报讯 （记者/黎禹君
实习生/王乐怡）近日，2024年全
市宣传部长会议暨宣传思想文化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聚焦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达全
国宣传部长会议，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座谈会，全省宣传部长会议、
文明办主任会议、网信办主任会
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
工委书记陈冀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23年，江门宣传
思想文化战线以“10个意见”为抓
手，着力打响“10张城市文化名
片”，形成了全面“开花结果”喜人
局面，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共囊括
国家级、省级荣誉奖项65个。

陈冀强调，要继续推进宣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打造“10
张城市文化名片”，答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六道题”，即思想传播

“首要题”、舆论引导“重点题”、文
明创建“基础题”、文化强市“加分
题”、安全保障“必答题”、党建引
领“关键题”，为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江门实践、再造一个现代化新
江门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
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不拘泥于传统，本次会议安排
了音乐党课、交流分享穿插其中，
令人耳目一新。市直宣传文化系
统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
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以及基层单
位代表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

全市宣传部长会议暨宣传思想文化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

持续打造“10张城市文化名片”
答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六道题”

□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实习生 王乐怡

沐思想之光，执文化之笔，书奋进之
章。

近日，全市宣传部长会议暨宣传思
想文化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

时间，因奋斗而有分量！去年的全市
宣传部长会议提出，以出台“10个意见”、
打造“10张城市文化名片”为抓手，深入推
进宣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质增效，推动
江门宣传思想文化高质量发展。

一年过去，“10张城市文化名片”打
造得如何？

“艺术党课”获评全国2023年度基层
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央媒、省媒报道
江门稿件数量连续三年每年以150%的速
度递增，“前店后厂”国际传播机制入选中
宣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案例，是全省
入选的2个案例之一；18部大型侨乡题材
戏剧作品广受好评，被省文艺界赞誉为

“江门戏剧现象”……
这一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江门实践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提供有力
文化支撑。

强化理论武装 凝聚奋进力量
近日，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开展一场“文明夜市”活动，除了歌舞、乐
器、语言类节目，还有创新打造的“街头
音乐党课”，深受群众欢迎。

这样的“街头音乐党课”已成常态
化，每个星期都在新会街头开展一次，至
今已开展近50场次。

旗帜指引方向，思想凝聚力量。
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

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
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
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聚焦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首要政治任
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理论学习既“走新”又“入心”。
过去一年，江门扎实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精心
组织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统
筹指导全市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开展专题学习，推动“领导带头学”
和“专家辅导学”相结合。深入开展列席
旁听工作，示范带动全市各级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
实效化。

理论研究出精品、显实效。
江门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与江门实践”的研究阐释，
五邑大学成为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个研究基
地之一，全省地级市仅2个。市社科联建
好市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库，用好“侨
都文化讲坛”，编好《江门智库专报》，推动
形成51篇理论成果，一系列研究成果进
入决策、服务大局。

理论宣传传得开、叫得响。
以文件刚性规定市领导和校领导带

头讲好“开学第一课”；创新策划“金扣子”
思政课PK大赛等系列活动，开展理论、文
艺、文明“三进”高校活动；首创思政教育

“身心健康4S工作法（4S指微笑Smile、分
享Share、专长Specialty、运动Sport）”，打造
具有江门特色的思政教育品牌……2023
年，江门形成“开门办大思政”良好格局，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侨乡大地上，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
心，擎旗奋进的思想共识不断汇聚。

强化舆论宣传 擦亮城市形象
近日，江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传来

喜讯：市委宣传部2个案例入选第十届
“粤治—治理现代化”2022—2023年度
优秀案例，其中《以宣传之力讲好生态文
明故事 以侨乡之力服务国家外宣大
局》入选融媒体传播类。

江门是中国侨都，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国际传播的先行地”。一年
来，我市唱响强信心社会主旋律，以“侨”
为“桥”擦亮“国际传播示范地”城市文化
名片，汇聚海内海外“两个江门”共同奋
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主题宣传“出彩”。
江门统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线上

和线下、内宣和外宣，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重磅策划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当家、

“百千万工程”、绿美江门建设等主题宣
传，做好重要节点、重要会议、重大活动
系列报道。全年5次登上央视《新闻联
播》，江门稿件被央视各频道采用141条
次，同比增长超300%，实现江门宣传报
道在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平台天天有、日
日新。

——城市形象“出圈”。
2023年，对于江门来说，注定是特

别的：电视剧《狂飙》一炮而红。借力
《狂飙》开展城市形象宣传，让城市形象
始终按照正能量的方向传播，江门迅速
成为“网红”城市，成为网民心中最希望
旅游打卡的“明星城市”。突破新闻发
布地域、规格限制，走向首都、省会等规
格更高、影响更广的平台开展新闻发
布，江门新闻发布工作连续3年获评全
省优秀；成功举办首届江门马拉松赛和
张韶涵、杨千嬅、谭咏麟等明星演唱会
……以前低调的“宝藏”城市江门，终于
找到了自己的“流量密码”。

——对外传播“出海”。
去年11月底，从百年碉楼、赤坎华侨

古镇到启超故居，国内外华文媒体大咖
来到江门，感受侨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出
新出彩。泰国世界日报社社长邱光盛
说：“接下来，我们也将在《世界日报》上
宣传江门，让更多华侨华人回国来看一
看，感悟老一辈华侨的赤子丹心。”

一年来，江门用好“前店后厂”国际
传播机制，深入实施《中国侨都（江门）形
象传播工程实施方案》，以“侨”为“桥”建
设辐射全球的对外传播格局，擦亮“国际
传播示范地”城市文化名片。其中，拓宽
侨都对外传播渠道，携手世界中文报业
协会、南方杂志、广州日报等共建“中国
侨都国际传播实践基地”，凝聚合力传播
侨都声音。

传承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江门
以侨都之“窗”，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强化创新发展 赓续侨都文脉
乘着高质量发展东风，江门充分挖

掘侨都文化资源，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推动江门“侨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创排文艺精品，打响“华侨文脉传承
地”“世界遗产代表地”城市文化名片——

全省首创以“揭榜挂帅”方式开展本
土文艺项目培育，将舞剧《侨批·家国》、诵
读剧《侨批·中国》进行本土化二次创作；
开展新编粤剧《碉楼》巡演并启动“中国侨
都·红线女粤剧艺术周”，联动粤剧和碉楼
两张“世遗”名片推进文化创新；《戴爱莲》
入选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成为广
东省入选的两部作品之一……

对于上述成果，中国华侨华人研究
所所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春
旺这样评价：“江门的侨文化资源挖掘、
侨文化研究、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侨文化传播等开展得有声有
色，具有开创性，成为国内‘侨’味最浓的
城市。”

举办文化活动，打响“岭南心学发源
地”“启超文化诞生地”城市文化名片
——

我们看到，江门高水平举办梁启超
先生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精心组织

“梁启超与中华民族”主题报告会等70多
项活动，从南到北，传承“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我们还看到，江
门成功举办2023年陈白沙文化节暨纪
念陈白沙诞辰595周年活动，深化岭南书
院项目建设，弘扬白沙文化精神。

依托文旅资源，打响“文旅融合标杆
地”“影视资源富矿地”城市文化名片——

走进“网红打卡点”蓬江区长堤青年
广场，中国侨都（江门）光影展系统呈现
江门百年光影史。来自香港的何女士感
叹道，“江门真是一座宝藏城市。”

2023年，吸引20多部影视作品在江
门开拍，本土题材电影《神秘家书》顺利杀
青，江门首部原创侨乡题材电影《故园飘
梦》正式公映，越来越多影视作品通过侨
都江门，走出广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侨都出圈，文旅打开新世界。2023
年，中国侨都（江门）华侨华人博物馆建
成开放，建设侨批主题文化长廊赋能城
市景观；赤坎华侨古镇侨乡国际旅游度
假区正式运营，成为国内唯一以华侨文
化为主题的大型文化休闲度假项目……
江门侨文化“出彩”又“出圈”。

突出潮流表达，打响“数字赋能先行
地”“文化创意新高地”城市文化名片——

当传统文化与流行、时尚元素相结
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江门首次面向
全球举办“侨都粤曲新韵”征集宣介活
动，通过粤曲新唱、粤曲潮玩等推动粤
曲潮流化、年轻化。此外，携手一流创
作团队在北京成功展演大型音乐剧《侠
影·咏春》，实现梁赞咏春拳时代化、时
尚化表达。

在数字赋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
量发展方面，江门作了不少探索。比如，
全省首创建成“江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慕课平台”，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突破
了传统学习课堂在时间、地域、人数等方
面的限制，实现“一点授课多地学习”，让

文明实践活动覆盖面更广、受众人数更
多，并且通过直播回放功能，搭建文明实
践“24小时不打烊”云课堂，进一步推动
资源共享共建，打造了具有侨乡特色的
文明实践服务模式。又如，探索“农业+
版权”发展模式，新会陈皮村获评省版权
兴业示范园区；发布“一机游江门”2.0
版，为广大游客提供智慧文旅综合服务。

通过持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侨文化这颗古老而璀璨的明珠，在新时
代大放异彩。

强化创建为民 汇聚文明力量
作为中国侨都，江门统筹推进文明

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围绕“百千万
工程”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涵养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文化，打响

“文明形象展示地”城市文化名片。
结合“百千万工程”，江门出台《江门

市2023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方案》
《江门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十个
一”示范工程实施方案》。

有了政策支撑，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融合发展稳步推进。

在乡村，依托农家书屋、乡村景点等
打造“文明实践流动书柜”“流动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等一大批“不设墙”的新型
阵地，市县镇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实现全覆盖。在城市，践行创建为民惠
民理念，改造老旧小区超50个，采取“1+
N”模式提质升级80家农贸市场，解决一
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挂牌共建100家“无负今日”城市书
房（农家书屋），让城乡都有“诗和远方”；
创新提质“书香五邑·江门读书日”品牌
活动，常态开展“您选书，我买单”惠民项
目，累计购阅图书2.2万余册；新增注册
志愿者超7.3万人，持续提升农村志愿者
注册人数和活跃度，全市注册志愿者超
80万人……2023年，文明之花在侨乡大
地次第盛开，更好地对外展示侨乡风貌、
广东风貌、中国风貌。

数据的背后，离不开文明培育的持
之以恒。

江门创新“四化”工作法，即好人选
树机制化、好人推荐多元化、好人礼遇常
态化、好人宣传立体化，探索出一条“好
人建设”的江门路径。去年，江门圆满承
办2023年第二季度“广东好人”发布活
动，创新开展“购花助农送模范 情满侨
都暖人心”“侨都有礼·免费游江门”等项
目，受到省委宣传部充分肯定和参会嘉
宾广泛赞誉。

文明实践是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
践维度。江门推动各级机关、学校、企
业、社会组织与文明实践阵地广泛结对，
设立海关、气象等“共建共享”阵地85个，
构建具有侨乡特色的文明实践“结对矩
阵”，项目获评2022—2023“粤治—治理
现代化”优秀案例。

放眼侨都大地，“10张城市文化名
片”正越擦越亮，展现新时代新侨都的万
千气象。

新征程上，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
略部署，持续打响“10张城市文化名片”，
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
展，为世界读懂中国打开又一扇窗。

“10张城市文化名片”打造得如何？

侨乡江门：以文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