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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刘嘉猷）近日，蚬
冈镇举行柊叶种植项目招商引资签约仪
式，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罗晶华，及江门
市和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
了签约仪式。

仪式上，开平市蚬岗农旅发展有限公
司与江门市和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
总投资金额达838.2万元的柊叶示范种植
基地项目合同。该项目充分利用“农光一
体”光伏设施下空置的土地，发展光伏板下
经济，计划租用蚬冈镇风洞村约33.3公顷
（500亩）土地，用于种植柊叶。项目建成
后对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推动“板下
经济”及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据悉，该项目从洽谈到签约落地用时
不到2个月，这是蚬冈镇党委政府坚持“想
好看准马上干”的行动成果，更是蚬冈镇聚
力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百千万
工程”落地见效的实践成效。

下一步，蚬冈镇将以本次项目签约为
契机，大力发展多循环、高附加值的“板下
经济”，拓宽增收渠道，促进村级集体经济
增长和群众增收致富。

江门日报讯（记者/敖转优）日前，由
光大银行开平支行、农业银行开平支行和
广州银行开平支行组成的金融服务银团，
到塘口镇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共谋镇村经
济发展。

金融服务银团首先到塘口旧墟实地
参观了先锋书店、塘口优品旗舰店和乡遇
民宿，深入了解塘口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现状、业态，并听取了
镇行政区品牌——“塘口优品”的建设情
况介绍。

在座谈会上，双方就结对帮扶及镇村
金融项目开展情况进行深入交流。金融服
务银团详细介绍各银行金融信贷保障建设
情况、解读金融帮扶政策。银团代表们纷
纷表示将针对塘口镇企业痛点、项目建设
情况和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高效率开展
授信调查和申报审批工作，为国资民企良
性发展保驾护航，发挥双方定向结对帮扶
的强大优势。

活动对双方结对工作提出了要求：一
是不忘初心，党建引领，要深刻把握金融工
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时刻牢记金融服务
为民、为农、为乡村振兴的方向；整合资源，
打造主体，重新评估资产，提升资产价值，
发挥镇属国企、村级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
业等优势，提升经营性资产和信用评级；聚
焦项目，强化合作，“肥瘦搭配”逐步形成一
批可融资、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库；边干
边学，不断提高，立足现有项目库进行合
作，先易后难，先小后大，不断完善，总结提
升，打造一批“银政企”合作样板。

塘口镇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
拓宽结对合作领域，紧抓发展机遇，促进更
多优质项目落地生根，打造金融助力“百千
万工程”镇村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淑珩 通讯员/
马冈宣）为深化全国首个镇域行政区品牌

“马冈优品”建设，7月3日，广东白云学院
行政区品牌建设马冈镇实践基地正式揭
牌，标志着全国首个行政区品牌建设实践
基地建成落地，将为加强政校企合作、促进
产学研融合搭建了重要平台，赋能“百千万
工程”实施，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推进马冈
镇高质量发展。

“马冈优品”作为全国首个镇域行政区
品牌，是马冈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全新探索。本次马冈镇携手广
东白云学院共建行政区品牌建设实践基
地，是开平市、马冈镇广泛凝聚力量，加强
县镇两级行政区品牌建设的有效举措。“马
冈镇将统筹全镇资源，为广东白云学院师
生提供广阔的研究与实践平台，形成政校
共建行政区品牌的强大合力，深化行政区
品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推动行政区
品牌建设迈上新台阶。”马冈镇党委书记张
诗存表示。

广东白云学院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刘天
祥指出，行政区品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
索，是我国区域品牌建设特别是乡村振兴
的一个创新路径，“马冈优品”镇级行政区
品牌的建设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很好的
示范。广东白云学院将坚持“地方所需、高
校所能”，组织学生到基地开展产品研发、
包装设计、宣传制作、文化创意等实践工
作，并将参与行政区品牌建设的经验带回
学校，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工匠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苍城镇凝聚合力推进“美丽庭院”建设

群众“小花园”成为乡村“新亮点”
马冈镇携手广东白云学院
共建实践基地

推动行政区
品牌建设提质增效

柊叶种植项目落地蚬冈镇

大力发展
“板下经济”

政银结对共建

为镇村发展
注入“源头活水”

在苍城镇下湾村，

村民谢素银住宅的楼顶

绿意盎然。“这是我最开

始养的多肉，这是后来

打造的‘仙人掌花园’，

这 是 我 女 儿 养 的 花

……”昨日，谢素银向记

者逐一介绍自己精心打

理的一花一草。

去年以来，苍城镇

妇女联合会牵头，镇党

建办、村（居）委会等支

持配合，成立“美丽庭

院”建设工作小组，着力

打造一批“美丽庭院”示

范点。

如今，多个“美丽庭

院”示范点分布在苍城

镇的13个村（社区），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

以“一家一天地，一户一

意境”为主题的绿美场

景，以家庭“小美”擦亮

乡村“大美”，绘就了“百

千万工程”新画卷。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刘嘉猷

因地制宜
以点带面推动庭院建设
“院子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

“弄些花花草草不是更麻烦吗？”……
“美丽庭院”建设启动初期，苍城镇副
镇长、妇联主席李婷婷经常收到群众
发出的疑问。

因此，工作小组决定，既要做村民
思想工作，也要让村民看到“美丽庭
院”建设的好处。“村子漂亮了，村民的
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自然就会从‘局
外人’变成参与者。”李婷婷说。

工作小组一方面坚持发动宣
传。各村（社区）通过“村村通”大喇
叭、入户走访、召开党群联席会议等
方式，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提高群
众对“美丽庭院”的认识。另一方面，
在充分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工
作小组以农村庭院为单位，以和美协
同为基本要求，把符合创建条件、建
设积极性高的家庭纳入改造提升工
作台账，和“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
同规划同部署，建立“镇村规划指导、
群众参与建设”的“美丽庭院”创建机
制。

“一开始就是兴趣使然，自己家美
了，心情也好起来。”后来，谢素银被评
为“美丽庭院”建设示范户，接受工作
小组的培训指导后，她又花时间，按种
类、习性对花草进行分区，这样方便打
理又更加美观。

谢素银家的天台变成“小花园”，
很快在村里传开，大家纷纷到她家参
观，她热心分享经验，“每到花开时
节，我便拍照发到朋友圈，周边邻居
看到了都过来看看，偶尔还帮忙浇
花。”渐渐地，“美丽庭院”建设之风吹
遍下湾村，也影响到周边的许多村
（社区）。

谢素银家庭是苍城镇推进“美丽
庭院”建设的一个缩影。“通过入户调
查，我们每个村（居）委会至少筛选出
一个房前屋后资源充足、建设庭院积
极性高的住户作为示范户，同时，根据
庭院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各美其美，
对村民进行种植规划指导。”李婷婷
说，“比如，有的家庭院子大，可以打造
面积更大、范围更广的‘小区型’美丽
庭院；有的家庭房前屋后有闲置地，喜
欢种植蔬果，可以打造‘菜园式’美丽
庭院。”

由表及里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看着自己精心打造的庭院，特别

有成就感。”大罗村村民苏伯是“美丽
庭院”的积极参与者，在工作小组的帮
助和指导下，他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
闲置地见缝插绿，经过努力，实现了

“开门见绿”，使本来杂草丛生的卫生
“黑点”变成花香四溢的乡村“亮点”，
让房子附近环境旧貌换新颜。

“‘美丽庭院’建设要提档升级，就
要充分发动广大党员群众共同参与，
达到资源互通、成果共享的效果。”苍
城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公室负责人李
树泉说。2023年起，苍城镇积极发动

“绿化管护岗”的无职党员、乡贤、村民
共同参与“美丽庭院”建设，有的出资
金、有的赠花和种子、有的入户指导，
充分发挥群众主观能动性，共同商讨
设计庭院美化方案，助力“美丽庭院”
提质增颜。此外，各村（社区）党组织
定期组织村民到“美丽庭院”示范户进
行实地观摩、交流。通过以点带面、串
点成线，从“一户美”渐渐变为“全村
美”，形成和美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生

动局面。
“大罗村地处偏远，村民经常需要

出门到城区和圩镇。如今，邻里之间
自发地互帮互助，为外出的村民照料
花草，共同维护每个人精心打造的‘美
丽庭院’。”大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林幼琼说。

庭院之美关注的不只有“面子”，
还有每个家庭的“里子”，苍城镇坚持
以庭院为载体，以家庭为阵地，发动村
民积极参与基层自治、人居环境整治，
培育好家风，促进和美乡村由表及里、
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去年9月，苍城墟社区居民杨惠玲
和丈夫开始在家门口荒废的小庭院种
起了花草。“孩子入睡后，我们常常一
起去打理这些花草，放松身心。”杨惠
玲分享道，“闲暇时，我们还会在庭院
里坐坐，一起喝茶聊天，或烧烤，不知
不觉，家庭变得更和睦了。”

此外，为持续巩固建设成果，苍城
镇将“美丽庭院”建设长期纳入“数字
乡村”积分制管理，由管理员定期进行
动态监测，以正向激励为抓手，充分激
发村民参与“美丽庭院”建设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

长沙街道打出宣教“组合拳”

全方位筑牢禁毒防线

“越来越多民警和志
愿者走进乡村开展禁毒
宣传，现在很少听说有人
吸毒了。”长沙街道民强
村村民吴奶奶感慨道。

开展“六进”系列活
动、建立禁毒宣传“新矩
阵”、建成禁毒主题公园、
自编自导自演禁毒微电
影……今年以来，长沙街
道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
先，全面提高禁毒知识知
晓率，狠抓毒品预防教育
工作，大力开展禁毒宣传
月活动。同时，变“大水
漫灌”为“精准滴灌”，结
合学生、青少年、娱乐场
所从业人员、外出打工人
员等不同群体的特点开
展针对性宣传，增强群众
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打
出宣传“组合拳”，不断提
高禁毒宣传的传播力、引
导力和影响力，助力禁毒
宣传工作提档升级。

文/图 敖转优

开展“六进”活动
推动禁毒宣传进万家
日前，一场禁毒宣传教育讲座在

长沙街道澄江小学举行，长沙街道禁
毒社工以“禁毒宣传进校园，健康成
长不‘毒’行”为主题，与在场的同学
进行深入交流。“听完讲座，我知道了
新型毒品有多种形态，真是防不胜
防！以后要时刻警惕，防范新型毒
品。”陈同学听完讲座后表示受益匪
浅。

这是长沙街道禁毒宣讲中的其中
一幕。连日来，长沙街道禁毒社工走
进学校、机关、社区、家庭、场所、农村
等，深入开展禁毒宣传“六进”活动，推
动禁毒宣传走深走实。

“大家近距离看看，这是毒品不是
糖果，在今后的生活中一定要警惕。”
一场生动的禁毒宣传活动在长沙街道
苍江健身广场开展，禁毒社工通过毒

品仿真模型向群众讲解毒品的种类。
“毒品的包装和跳跳糖的一模一

样，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人不能随便
在路边买零食给孩子吃！”参加宣传活
动后，市民刘女士有感而发。在场的
群众也对毒品的性质和特点加深了认
识，进一步提高了识毒拒毒的能力，纷
纷表示要将了解到的禁毒知识传递给
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关注和参
与禁毒工作。

长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杨伯俊
表示：“通过开展‘六进’活动，延伸了
禁毒宣传触角，提升了法治宣传的广
度和深度。”据统计，截至6月，长沙
街道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举办讲座等形式深入村（社区）、学
校，组织开展了53场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向广大群众、师生讲解毒品的
危害，提高他们识毒、防毒、拒毒的能
力。

杨伯俊表示，“六进”活动，只是长

沙街道禁毒宣传的内容之一。在全民
禁毒宣传月期间，将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全方位筑
牢防线，推动禁毒宣传进万家。

“线上+线下”发力
建立禁毒宣传“新矩阵”
“移动禁毒宣传员”“震撼巨

屏”……长沙街道“线上+线下”齐发
力，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户外大屏、
平安灯箱、村（社区）道路宣传栏等，建
立禁毒宣传“新矩阵”，不断扩大禁毒
宣传的影响力、覆盖面，积极倡导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全民禁毒的
良好氛围。

长沙街道通过在城区内各主要干
道、车站、公交车等人流密集场所、主
要路段的醒目位置，精准投放禁毒主
题公益广告海报，让群众在潜移默化
中接受禁毒教育。“一抬头就能看到
LED大屏上的禁毒广告，让我对禁毒

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户外广
告牌精致美观，与漂亮的城区街景更
为融合。”市民陈先生为户外禁毒宣传
广告点赞。

此外，长沙街道还增设了别具特
色的禁毒宣传公交专线，利用公交车
流动性强、客流量大、覆盖面广、影响
力大的特点，将穿梭于城市道路上的
公交车打造成“移动的禁毒宣传员”，
让禁毒宣传与群众日常生活出行有机
结合。据了解，禁毒宣传公交专线从
长沙义祠出发到三埠荻海，途经34个
站点，覆盖开平市人口密集的区域，每
日运营近14个小时，日均覆盖乘客量
达2000余人次。

“这种宣传方式更贴近群众生活，
公交车作为流动的窗口，能够使广大
乘客在乘车时主动观看，认识毒品的
危害。”开平市国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梁先生介绍。

“随处可见的禁毒海报、宣传标语
使长沙街道禁毒宣传实现全覆盖，如
今，群众的识毒、防毒、拒毒能力逐渐
提高，全民禁毒意识逐渐增强，进一步
筑牢了‘防毒墙’。”杨伯俊说。

值得一提的是，长沙街道还在开
平市金山公园建成禁毒主题公园，园
内设置了中国禁毒历史展、禁毒宣传
作品展示栏、禁毒宣誓词、仿真毒品模
型展、林则徐销烟像等，将禁毒宣传阵
地融入公园建设，让群众在游玩之余，
接受禁毒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禁毒工作。

同时，该街道还根据真实案例创
作了原创微电影《猎冰》，讲述了由查
缉、抓捕涉毒人员所引发的一系列跌
宕起伏的故事。该影片由长沙街道办
和村委会工作人员自编自导自演，反
映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的严重
危害，充分展示长沙街道打击毒品犯
罪的决心，展现禁毒民警英勇无畏的
精神。

“我们将通过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的艺术形式，让群众更直观地了解毒
品的危害，全力做好毒品预防宣传教
育工作。同时，长沙街道在帮扶救助
上下足功夫，通过就业指导、技能培
训、设置公益性岗位等形式，推动吸毒
人员多渠道就业，早日重拾信心、回归
社会。”杨伯俊表示。

禁毒社工进社区，为群众介绍毒品的种类和防毒拒毒知识。

禁毒社工进校园禁毒社工进校园，，
为学生讲解禁毒知识为学生讲解禁毒知识。。

谢素银认真地照料“小花园”里的花草。 杨惠玲家的庭院一片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