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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层 强基础 固根基
——深入实施基层党建强基工程行动计划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通讯员 陈艺锋 张祥

为老年侨胞侨眷提供“家门口”的义
诊服务、助力解决归侨子女入学就读问
题、策划冯如文化精品游线路……近年
来，恩平市牛江镇昌梅村党支部发挥镇、
村、组三级党员干部服务和联络华侨乡亲
的“纽带”作用，开展“一旬一交流、一月一
服务、一季一活动”，为辖区侨胞侨眷提供
排忧解难服务100余次，同时畅通华侨为
家乡建言献策、捐资助力的渠道。

这是“侨”与“乡”双向奔赴的一个缩
影。在落实省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中，江门提出深化实施党建带侨建行动，
广泛集聚侨村侨胞侨眷资源，突出“侨支
书”“侨村长”的队伍建设和作用发挥，推
动“侨支书建侨村”“侨企助侨村”，助力
乡村振兴。

侨村如何走上强村富民之路？这是
“侨支书”需要不断思考探索的问题。记
者近日到恩平部分广东“百千万工程”首
批典型村走访发现，他们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助力实施“侨都赋能”工程，团结带
领党员群众在党建带侨建、发展集体经
济、传承侨文化等方面撸起袖子加油干，
一张张蓝图愈发清晰。

凝聚侨力量
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盛夏已过，酷暑依然。车辆行驶在

县道X559上，跟随导航驶入吉祥大道
后，东成镇横岗头村就不远了。此时远
望村里，盘龙侨园恍如巨龙盘踞在此，气
势恢宏，造型独特。

盘龙侨园是侨胞捐资建设家乡的一
个缩影。

恩平市有海外侨胞53万多人，港澳
台同胞10万多人，分布在全球110多个
国家和地区，有“海内海外两个恩平”之
称。近年来，恩平市坚持以党建带侨建，
发挥侨优势，做好侨文章，助力“百千万
工程”走深走实。

横岗头村常住人口1100多人，旅居
海外的华侨乡贤4700多人，分布在全球
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年来，横岗
头村侨胞在侨居地艰苦奋斗，凭着一身
韧劲闯出一番事业。

“他们虽漂泊在外，但始终情系祖
国、心系家乡，出资、出智、出力，在助力
家乡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横岗头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子凡说。

牛江镇昌梅村是“中国航空之父”冯
如的故里，下设4条自然村，总人口1945
人，常住人口约900人，旅居海外的华侨
乡贤4365人。

“以前百姓舞台广场周边都是烂猪

舍、烂柴屋，其中大部分房屋的产权属于
常年在外的华侨；清拆改造之后，现在这
附近漂亮了很多，大家天天来这里唱歌
跳舞。”村民梁师傅说。

“这得益于我们号召华侨乡贤特别
是侨领带头通过‘以地捐建’参与乡村振
兴，把村中废旧猪舍、危房、空地‘以地代
资’进行捐赠建设，推动乡村旧貌换新
颜。”昌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
富强说。

目前，昌梅村已发动侨胞为乡村建
设捐献废旧猪舍、危房、空地120多处，
折合价值超过60万元，为乡村建设披上
亮丽“侨”衣。

用活侨资源
激活产业振兴强劲引擎
走进君堂镇黎塘村，举目之处皆有

碉楼，独特的园林艺术与村子周边的田
园风光完美融合，美不胜收。

黎塘村由11条自然村组成，总人口
6500多人，旅居海外的华侨乡贤4000
多人，村民90%以上是侨眷。

黎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
伟成介绍，该村坚持以侨搭“桥”，成立乡
贤联系会，吸引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
助学、修桥建路，近年来累计筹集各方资
金1500多万元。同时，用活侨资源，以
村企合作为抓手推动产业发展，引入和
林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公司+农户”模
式规模化养殖水产逾12公顷；活用镇农
垦公司平台，盘活耕地种植优质水稻，携
手打造“恩平优品·君堂优选”“君堂美
稻”品牌。

放眼侨乡大地，“侨支书”们以写好
新时代侨文章为主线，做好为侨服务、用
好侨资源，激活产业振兴强劲引擎。

比如昌梅村，依托“冯如故里”和位
于国家级万亩水稻、马铃薯生产示范基
地核心区这两张名片，用好富硒资源，乘

“硒”而上，以全镇建设濑粉特色产业园
为突破口，用全产业链发展思路推动富
硒农产品延链、补链、强链。

“通过侨力侨资带动，我们采用优质
水稻加工成濑粉等优势农产品，每年远
销巴拿马、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等国家，
出口量达120多吨。”梁富强介绍说，该
村还以打造“中国航空第一村”为目标，
谋划冯如文化精品线路，发展“人文寻
究+农耕体验+生态观光”的乡村游产
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航空科普研学
游。2023年，昌梅村接待研学队伍超5
万人次，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8万多元。

传承侨文化
走上乡村文旅发展新路
侨元素、侨文化为建设美丽侨村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横岗头村，经党员、村民、侨胞商

议，闲置的“侨捐”学校横岗头学校部分
场所被活化打造成为乡村民宿。为传承
侨文化、弘扬侨精神，郑子凡携手村“两
委”干部多方走访华侨乡贤，广泛收集文
史资料，建成党建带侨建展览馆（村史
馆）。置身其中，便可深深体会到侨胞在
支持祖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各阶段
所作出的贡献。

“侨文化是我们村的‘根’，我们要走

出一条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新路，让侨村
焕发新活力，让村民过上美好生活。”郑
子凡深知抓好村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为
此，他坚持“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富
农”的发展思路，盘活闲置资源，以文旅
融合带动产业发展，助力侨文化振兴。

侨村不仅要美起来，还要强起来。
聚焦侨特色，恩平市各“侨支书”打造“华
侨+文旅”项目，传承侨文化，讲好侨村
故事。

黎塘村是恩平“华侨历史第一村”，
也是首位华裔特技女飞行家张瑞芬的故
乡，具有浓厚的华侨文化和航空文化。
张伟成介绍，黎塘村把村中的“宗谱楼”
改造成黎塘村史馆，展现黎塘发展历程、
人文溯源和侨情侨录；建造张瑞芬纪念
馆，激励年轻后辈传承航空航天文化。
该馆已累计接待前来研学、参观的游客
超10万人次。

“我们整合闲置碉楼、校舍、民房等，
引入投资额达5000万元的文旅项目。”
张伟成表示，黎塘村当前正联合企业打
造“湾区第二课堂 幸福研学”黎塘文旅
项目，打造集华侨历史文化、航空文化研
学、田园耕读研学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综
合体。

“在这里，有碉楼、大批侨批文物、侨
证件照等，可充分领略华侨文化；在这
里，可了解航天英雄光辉事迹；在这里，
还能回归耕读生活……”站在文旅项目
规划图前，张伟成细数文化家底，憧憬着
黎塘村的未来，希望随着项目的建成，这
个“看着”自己长大的侨村能跑出发展

“加速度”。

凝聚侨力量 用活侨资源 传承侨文化

“侨支书”带领侨村走上强村富民路

近日，江门市委组织部、江门市侨联
在台山市都斛镇委党校联合举办 2024
年江门市侨眷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
班，全市80多名侨眷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红色美丽侨村党组织书记参加培训。

开班式上，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指出，本次培训旨在深化党建带侨建，切
实提升侨眷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推动乡
村振兴、基层治理和为侨服务的素质能
力。参训学员要全身心投入培训，学有

所成、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
难题、推动发展的思路举措。要大力推
进红色美丽侨村建设，将红色美丽侨村
建设成为展示乡村振兴成效和凝聚侨心
侨智侨力的重要载体。要切实增强党建
带侨建和建设美丽侨村的能力本领，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百千万工
程”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本次培训是我市首次针对侨眷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开展培训活动，也是

对党建带侨建助推红色美丽侨村建设的
工作动员部署。培训班采取专题授课与
现场教学相结合的形式，精心设计课程
内容，既有党校专家教授的理论授课，又
有市直部门负责人的政策解读，还安排
到先进村开展参观学习和组织分组研
讨，培训内容涵盖“百千万工程”、涉侨政
策法规、农村土地政策、农文旅融合发
展、红色美丽侨村建设等内容，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培训班还邀

请开平市塘口镇、蓬江区杜阮镇上巷村、
恩平市君堂镇黎塘村党组织书记作经验
分享。

本次培训已圆满结束，参训学员纷
纷表示，培训班课程安排紧凑，内容充
实、收获满满，回到工作岗位后将抓好
学习成果转化，学习借鉴典型村的工作
经验，保持实干担当的精气神，为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和实施“百千万工程”贡
献力量。 （黎禹君 江组轩）

□相关新闻

侨眷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圆满结业

深化党建带侨建 助力乡村振兴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
讯员/黄文聪） 9月8日，记者从市水
利局获悉，江新联围睦洲枢纽除险加
固工程项目近日通过了市水利行业
绿色标杆施工工地验收，成为我市首
个完成水利行业绿色标杆施工工地
创建的工程建设项目。

今年3月，市水利局出台《江门
市水利行业绿色标杆施工工地评审
标准》，并以江新联围睦洲枢纽除险
加固工程项目为示范点，以“打造绿
色标杆，引领绿色施工新风尚”为目
标，铸造“绿色工地”新形象。

据悉，江新联围睦洲枢纽除险加
固工程项目于2023年 3月 31日开
工，工程施工从防尘降噪到节能减排
全过程坚持绿色施工理念，通过强化
建筑垃圾处理、优化施工环境等措施
推进绿色标杆工地的建设。

在近日验收过程中，市水利局验
收组对该工地现场扬尘防治、围挡设
置、喷淋设施、现场道路硬化、公示牌
的悬挂、非道路移动器械管理、建筑

垃圾处理等绿色施工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实地检查，并对标《江门市水利
行业绿色标杆施工工地评审标准》逐
项进行评价。

验收组认为，在建设过程中，该
项目能够紧紧围绕“精细化”管理要
求，将绿色环保、文明施工的理念贯
穿于施工全过程。同时，坚持以党建
引领绿色标杆施工工地创建，充分发
挥临时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面对

“点多面广”的环保管理难题，建立了
一支由党员、施工员、监理、模范班组
长组成的环保管理督查队，通过划片
分区、专人专管的方式压实环保管理
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施工理
念，符合水利行业绿色标杆施工工地
标准，予以通过验收。

“接下来，我们将始终坚持绿色施
工新理念，全面加强扬尘污染防治、建
筑垃圾监督管理，以点带面深入推进
全市水利行业绿色标杆施工工地的创
建工作，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贡献
水利力量。”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首个水利行业
绿色标杆施工工地通过验收

江门日报讯（记者/郭永乐）昨
日凌晨，江门运动员熊桂艳2：3惜败
给波兰选手，摘得巴黎残奥会乒乓球
女子单打9级决赛银牌，这是她在本
届残奥会上收获的第二枚银牌。此
前她于9月1日摘得巴黎残奥会混合
双打17级项目银牌。

熊桂艳是广东省残疾人乒乓球
集训基地（江门）总教练，48岁的她
也是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年龄最
大的运动员。本届巴黎残奥会，熊
桂艳“以老带少”，带领江门基地集
训队员黄文娟（东莞）、潘嘉敏（佛
山）一起征战巴黎残奥会。黄文娟
在乒乓球女子双打14级项目及女

子单打8级项目中获得金牌，而潘
嘉敏则在乒乓球女子双打10级项
目中夺冠。

据了解，熊桂艳7岁开始练球，
13岁成为黑龙江省队运动员，但因运
动损伤，右腿膝盖被诊断为硬化性骨
髓炎。1997年，由于病情恶化，熊桂
艳不得不选择退役，同年，作为特殊
人才入籍江门。2010年，经过伤残
鉴定，熊桂艳被定为三级残疾，运动
残疾TT9级。面对伤残，她没有放
弃对乒乓球的热爱。2012年，熊桂
艳再次回归职业赛场，并在2013年
加入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成为国
家队主力，在各项大赛中屡创佳绩。

2：3惜败

江门老将熊桂艳
乒乓球女单9级摘银

里约残奥会时，熊桂艳获得女团
6—10级银牌；东京残奥会时，她获得
女单 9 级银牌；巴黎残奥会上，她与
搭档彭伟楠获得混双17级银牌……
参加了三届残奥会的她，还从未尝过
冠军滋味。

“输就是输了，我也全力以赴地
拼了，没留下什么遗憾。”熊桂艳说，

“作为最年长的运动员，我珍惜每一
次参赛机会，知道自己打一届就少一
届了，但就是差一块金牌啊。”

熊桂艳在队里是令人尊敬的“老
大姐”，甚至是有些运动员的教练，可
谓亦师亦友。看到队友纷纷夺金，熊
桂艳衷心为她们感到高兴。

“我现在要向她们学习。不管谁
夺金，是中国队夺金我就高兴。”她
说，“在地方队时，我带着她们练。我
的（伤残）级别比她们轻，可以给她们
做陪练。看到她们拿下金牌，我也感
到特别荣幸。在我还打得动的时候，
和她们一起奋斗。大家都不孤单。”

熊桂艳坦承，从健全人运动员到
残疾人运动员，起初她心理上是有一
些抗拒的。“战胜疾病的过程很痛苦，

这个阶段非常难熬。后来参加残疾
人比赛，人生慢慢开启新阶段。现在
我非常荣幸和骄傲，能代表中国残疾
人征战残奥会。”

作为广东省残疾人乒乓球队的教
练，熊桂艳还负责挑选和培养后备人
才，让更多残疾人参与运动。她觉得，
这是比自己拿金牌更有意义的事。

“残疾人运动的国际比赛越来越
专业化。我以前是专业运动员，可以
给残疾人朋友带来系统性训练，对他
们提高生活质量有很大帮助。”熊桂
艳说，“每位残疾人身体条件都不一
样，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调
节，练的技术不一样，打法不一样，包
括如何发力等等。”

熊桂艳说，未来她或许不会继续
参加残奥会了，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培
养新人上。

然而，她的队员、队友们却不这
么看。潘嘉敏说：“她（熊桂艳）总是
说，年纪大了，打不动了。我说，你看
人家倪夏莲打到60多岁呢。残奥会
上乒乓球常青树多着呢。”

（文/新华社）

“最年长”的她惜别巴黎

□相关新闻

恩平市君堂镇黎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成为党员干部讲解该村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