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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江区委书记李志坚：

改革攻坚开新局 重整行装再出发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
员/江逸轩） 11月1日至3日，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第八届中药专业委员会
2024年学术年会在江门召开。来自
全国各地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企业
代表及各界嘉宾280人参会，共话中
医药创新与发展。

本次学术年会由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主办，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药专
业委员会、暨南大学、五邑大学承办。

据了解，本次学术年会吸引了全
国中医药领域众多经验丰富的院士、
专家和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术骨
干齐聚江门，他们分享近年来取得的
创新研究成果，探讨最新的研究动态

和未来发展趋势，将对中医药传承创
新、技术进步、人才成长和产业发展起
到积极促进作用。

除了主会场，该学术年会还设立
了“中药资源、物质和质量控制”“中药
药理、机制和化学生物学”“临床、转化
和大健康”3个分会场，以及青年学者
论坛、生物医药健康促进研究生论坛，
共有47个专题报告，兼顾学术深度与
广度、强调前沿与创新。

会议期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
药专业委员会还召集了第八届中药专
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并组织全体委
员和部分与会专家参观了新会陈皮种
植基地、五邑大学“两基地两中心”。

280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及各界嘉宾齐聚江门

共话中医药创新与发展

江门日报讯（记者/陆沿任）近段
时间，在存量和增量政策共同发力下，
我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积极变化。记
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获悉，今年10
月，全市商品住房成交量创近17个月新
高，商品住房网签面积排名全省第六。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2024年10月，全市商品住房网签
面积38.15万平方米，为2023年6月以来
单月最高，环比增长72.5％，同比增长
19.5％，面积和同比增速均排名全省第
六。成交套数方面，10月全市商品住房

网签套数3455套，同样是创下自2023年
6月以来单月最高，环比增长73.3%，同比
增长22.5%；商品住房网签金额31.17亿
元，环比增长67.9％，同比增长13.4％。

截至2024年10月底，全市商品住
房库存消化周期约22.6个月，环比减少

0.8个月，结束连续三个月增长的势头，
与今年5月、6月持平。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一系列政策的
持续发力，市场信心有望持续恢复，市
场热度将延续，预计今年我市商品住房
销售量稳中有增。

10月全市商品住房网签面积排名全省第六

成交量创近17个月新高

江门日报讯（记者/毕松杰） 11
月4日，我市2024年晚造水稻新品种
新技术现场观摩会在新会区罗坑镇举
行，集中展示9个适合江门地区种植
的优质丝苗米新品种，配套使用无人
机统防统治等新技术，加快农作物优
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10公顷的高
端丝苗米水稻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内，
不同品种的水稻分散在不同区域，处处
稻香浓郁、稻穗饱满、叶姿挺拔。“各位
农民朋友，在我们旁边的是名为江农香
占1号的丝苗米品种，其最大的特点是
穗大粒多，结实率高，高产稳定，千粒重
约21.5克，今年示范田里早稻的产量表
现为亩产650公斤湿谷，该品种已经通
过广东省审定，在台山、开平、恩平等地
已经有一定面积的推广应用。”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科技管理部部长傅荣富带
领众多农户参观示范基地，仔细讲解不
同品种丝苗米的特点和表现。

罗坑镇大耕户胡佳纯自幼和水稻
打交道，他和妻子两人承包了20公顷
土地，用于种植水稻。参观中，他走到
田边，捧起稻穗认真观摩研究。“传统的
丝苗米产量不高、容易倒伏、抗病一般，
如今，这些新品种产量高、米质优、抗病
抗虫，相比传统的丝苗米品种都有不错
的提升，这次来参加观摩会，也看到不
少新品种的真实表现，我打算挑选一些
合适的回去种植。”胡佳纯说。

农以种为先。“本次观摩会展出的
南晶香占、莉香占、19香等9个品种是
我们在成百上千个品种中优中选优挑
选出来的、适合江门地区种植的丝苗
米新品种，除了本次观摩会举办地新
会外，我们在台山、开平、恩平等县
（市、区）也建立了示范基地，目的是面
向更多农户推广普及，加速替换我市
种植时间较长、退化情况严重、产量表
现低下的老旧丝苗米品种，进一步提
高我市水稻单产水平和种植效益。”市
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冯锦乾说。

我市召开2024年晚造水稻新品种新技术现场观摩会

集中展示9个适合江门地区
种植的优质丝苗米新品种

农民朋友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丝苗米新品种优势、特点。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敏锐）昨日，
2024年江门“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组
委会公布了本届大赛晋级复赛作品名
单，436件作品进入复赛阶段。其中，概
念设计组299份，产品设计组137份。

7月30日，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
办的2024年江门“市长杯”工业设计大
赛正式启动。本届大赛围绕新型工业
化，以“发现新设计·赋能新智造·畅享
新生活”为主题，体现了创新性、可持续
性、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大赛分为产

品设计组、概念设计组两个组别，面向
国内外企业、机构、院校、个人或团队。

本届大赛除了综合赛外，还结合
江门产业特色，设置了安全应急与环
保设计专项赛、智能家电设计专项赛、
侨都咖啡器具及食品包装创意设计专
项赛，支持优秀的设计成果加速转化
和应用。

经过广泛发动，今年大赛共征集
作品2545件。大赛于11月1日至11
月 4日顺利举行了线上初赛评审活
动。在本次评审中，来自不同领域的
专家评委对提交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
究和仔细筛选，最终评选出436件作
品进入复赛阶段。

436件作品晋级“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复赛

新会区大鳌镇今年前三季度水产产值约10亿元

“虾”路相逢天地宽

掀起宣贯热潮
记者：结合蓬江工作实际，谈谈如

何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
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

李志坚：一是统一思想认识。召开
区委十届七次全会、区委常委会会议、
研讨交流会等传达学习贯彻，带动各级
各部门，迅速把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凝聚
到落实市委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
来。二是开展专题调查研究。紧盯重
点工作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
选取38个课题开展专项调研。在深学
细研谋实的基础上，细化形成13个方面
400余项蓬江改革任务，力争通过改革
解决问题，取得更多改革首创。三是掀
起宣贯热潮。把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作为教育培训的必修课，用好

“蓬江干部大讲堂”等平台，确保学深学
透。发挥三级宣讲团作用，讲好全会精
神、讲好蓬江实践，推动全会精神“飞入
寻常百姓家”。谋划开展“蓬江四十周
年再出发”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聚焦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蓬江应当往哪里
改、怎么改，广泛征集改革发展的金点
子、好主意，凝聚新时代再出发的奋进
力量。四是加强组织保障。纵深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以良好政治生态为改革
保驾护航。

争当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记者：作为江门的主城区，蓬江如

何发挥优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李志坚：春风吹南粤，大潮起珠江，

蓬江建区四十年是见证波澜壮阔的改
革开放历程的四十年，蓬江干部群众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突出成效，实现从郊区到中心城
区、再到城市中心的蝶变。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我们送来了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春风。接下来，我
们将坚持“干”字当头，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决心狠抓改革
落实，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争当高质
量发展排头兵。

一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抢抓发展
机遇。我们应当强化改革自觉，增强改
革定力，突出改革重点，掌握改革方
法，特别是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与学好用好一揽子增量政
策结合起来，重点用好“两重”“两新”
政策，突出在夯实制造业当家基础、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抓未来赛道等
方面下功夫，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
建设提质增效，聚焦市委“1+6+3”工作
安排全面发力，奋力谱写江门高质量发
展蓬江新篇章。

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建好产业
平台。园区是产业之母，建好园区主平
台是蓬江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接
下来我们将把最好的资源、最优的团队
集中在园区建设上，打造产业园区和

“工改”园区两个产业发展主平台。加
快大型产业集聚区蓬江片区建设，集中
力量建好先行启动区，在2—3年内建成

首个“万亩千亿”产业园区。全面攻坚
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今年加快实施杜
阮万洋科技城等先行启动项目13个，建
成“万亩千亿”的“工改”园区。坚持大
抓产业、大抓招商，聚焦“3+2”产业集群
强化产业链招商，构建具有蓬江特色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升城市
品质。在江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侨都的征程中，主城区的蓬江重任在
肩、使命必达，应当全力扛起提升城市
能级的大梁。我们将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规划打造最富有活力的江门中
央商务区。加快滨江新区建设，通过

“体育+”“演艺+”“会展+”提升商业氛
围，积极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推动
人口、产业、资源进一步集聚。提质环
五邑华侨广场商圈，更高质量打造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四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创建文旅
品牌。我们将聚焦品牌建设，打造侨味
醇、乡愁浓、文韵深、消费旺的蓬江文旅
品牌、城市IP，推动“旅游兴、百业旺”。
聚焦示范引领，发挥“天然影棚”优势，
高水平推动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
连片保护开发，积极创建国家旅游休闲
街区，传承江门城市文脉。聚焦优化供
给，整合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良
溪古村等资源，串珠成链打造特色旅游
精品路线。聚焦创新消费，以“侨都咖
啡”“江门茶饮”为特色，打造更多年轻
态、时尚感、聚人气的新业态新场景。

推动“百千万工程”全面突破
记者：结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蓬江区如何加力提速“百千万工程”建
设？

李志坚：蓬江区是繁华的城区，也
是秀美的乡村，在推进“百千万工程”建
设中要注重城乡融合、协调发展，通过
活资源、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推动

“百千万工程”加力提速、全面突破。
一是强镇富民兴村，打造活力之

乡。深化镇（街）体制改革，建强镇域特
色产业，大力培育棠下镇、杜阮镇等省
典型镇，增强镇域吸引力集聚力。健全
富民兴村动力机制，办好强村公司、用
好农村职业经理人，深化土地制度改
革、创新留用地发展模式，推动乡村生
机勃发。健全“7+22”省典型村培育建
设机制，统筹做好乡村布局规划、村庄
建设规划、农房风貌规划，着力建设“干
干净净、整整齐齐、漂漂亮亮、长长久
久”的美丽乡村。

二是聚力增绿见美，扮靓绿美之
城。深化实施绿美蓬江“六大行动”（公
共植绿、见缝插绿、巷道补绿、厂企增
绿、万户添绿、商家展绿），推动“推窗见
绿、出门入园、转角见美”。完善绿色低
碳发展机制，加快西江碧道滨水经济长
廊等省级试点项目建设，创新“以水养
水”“以水兴水”。

三是坚持惠民利民，建设幸福之
域。聚焦群众关切，深化民生领域改
革，打造教育集团化办学、“益食堂”等
特色改革项目，以“小切口”推动实现

“大变化”。加快“1+6+N”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建设，优化“信访超市+外送服
务”网络化工作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大
局安全稳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动员、总部署，市委十四
届七次全会明确了江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书、路线图，充分体现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担当，
让蓬江区倍感振奋、备受鼓舞。”近日，蓬江区委书记李志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蓬江区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6+3”工
作安排，坚持向改革要活力、要动力，提振信心、鼓足干劲，在建区四十周年的基础上重整行装再出发，努力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侨都建设作出蓬江新的更大贡献。 江门日报记者 邓少军 通讯员 李兆安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对虾
产业发展

大鳌镇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河网密
布，四面环江。过去，这里以种植水稻、
甘蔗、香蕉等传统作物为主，但因交通
闭塞，经济发展滞后。

穷则思变。上世纪80年代起，大鳌
镇决心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利用丰富的
水资源发展养殖业。到了上世纪90年
代，政府主导引进成长迅速、产量高且
发病率低的优质虾种——南美白对虾，
推广相关养殖技术。

“我属于全镇最早的一批水产养殖
户，本来只是试试水，但我们从中看到
了商机，镇政府了解情况后也进行有力
引导、支持和推广，越来越多人加入到
我们的行列，大鳌淡水养虾业渐成规模
和品牌。”大鳌镇资深养殖户卢月荣说。

此后，大鳌形成农村“创业就在家
门口”“足不出村也能就业”的生动景
象。“我们按照‘开发一个品种，深化一
门科学，形成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群众’
的产业发展思路，着力实施‘一只虾’工
程，有效加快全镇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和
当地农民的致富步伐，推动淡水养虾业
成为振兴大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
一。”大鳌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
黄宝欢说。

“叮咚”，大鳌镇年轻的养殖户吴志
东正喝着茶，手机突然收到提醒，点开

一看，被告知一个虾塘的水体溶氧量偏
低，于是他轻轻一点，屏幕上的增氧机
图标便转动起来。几公里外的虾塘中，
对应的增氧机开始运作，屏幕上的数值
也缓缓上升。“我现在养殖的6.67公顷
南美白对虾，基本已经通过平台实现智
能管理，即使隔得很远，也能通过手机
对水质进行实时监控。”吴志东所说的
平台，指的是大鳌镇联合中国电信江门
分公司搭建的渔业大数据平台。目前
他所养殖的对虾亩产超过500公斤，成
为智慧农业高品质养殖的标杆。

近年来，大鳌镇积极推进政研企合
作，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对虾产业
注入新活力。“我们一方面与华南农业
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江门市科协
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推进‘可控生态
养虾’等新技术、新装备应用；另一方面
引入新会中集渔业科技事业部建设大
鳌试验基地现代化水产养殖项目，打造

‘双循环’水产养殖系统，开展南美白对
虾‘工厂化养殖’试验，探索养殖装备一
体化、模块化、标准化和智慧化建设。”
黄宝欢说。

龙头企业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拓
展延伸产业链条的重要驱动力。今年
上半年，由国家级龙头农企丽宫集团投
资1.5亿元的丽宫预制菜产业园一期项
目正式建成。“我们将立足大鳌镇本地
水产养殖优势资源，致力为当地的水产

加工、冷链、销售提供优质发展平台，围
绕南美白对虾等打造预制菜产业链，重
点引进食品制造业企业，建设现代化产
业聚集平台。”江门丽宫预制菜产业园
负责人董兰说。

全镇超过一半常住人口
从事水产养殖工作

走进大鳌镇，随处可见一方方规整
的虾塘，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大棚，一台
台忙碌的增氧机，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
的乡村画卷，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乡村
中一栋栋标致的“小别墅”，大多由因养
虾赚钱的农户所盖，因此被形象地称之
为“虾楼”。

“10多年前盖‘虾楼’的主力是养虾
的人，这几年已经逐渐延伸到对虾产业
其他环节，比如专门从事种苗培育、饲
料供应、专业刮虾、专业搭棚的人群，现
在村口新修的那几栋‘虾楼’，就全部都
是这些人盖起来的。”养殖户王初洪说。

栋栋“虾楼”拔地而起的背后，是节
节攀升的农村集体经济。2023年，大鳌
镇16个行政村集体总收入达1.7亿元，
平均每村达1084万元，首次突破1000
万元大关。如今的大鳌镇，已有超过一
半的常住人口从事水产养殖工作，涌现
出一批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水产
养殖能手。2024年，大鳌镇前三季度水
产产值约10亿元。

30岁出头的大鳌本地人黄剑秋，在

年龄上虽是养殖户中的“小年轻”，却已
是对虾界的“老师傅”，就连央视也曾两
次报道他的“养殖经”。“2010年，我‘子
承父业’，回来从事对虾养殖，至今已有
10多年时间。所谓的经验很难说清，在
我看来，诀窍就是直面失败和保持勤
奋。”黄剑秋坦言，“养虾变数不小，市场
行情好可能一茬虾就收入几万元，遇到
天气不好也可能血本无归，要反复验证
不同水质、饲料、机器等因素的影响，找
到成熟的养殖模式。”

从最初不到0.5公顷到如今超40
公顷的鱼塘承包面积，黄剑秋已成为公
认的养虾带头人。2019年，在大鳌镇政
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黄剑秋成立大鳌镇
丰秋水产养殖合作社。“合作社迅速吸
引了50多户养殖户加入，采取股份形式
紧密合作，我们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优质
的饲料、先进的养殖技术及必要的供养
设备，农户负责提供人力、土地等生产
要素，并直接参与养殖过程，共享收益、
共担风险。”黄剑秋透露，目前合作社的
年产值已超过2500万元。

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区位
优势的日益凸显，大鳌镇的南美白对虾
产业正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作
为广东省唯一以虾养殖为主导产业的
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和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大鳌镇将继续以对虾产业为
核心驱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
实施。

南美白对虾是广东人餐桌上的常见美食。江门咸淡水交汇的“江心岛”——新会区大鳌镇是广东南美白对虾
主产区，每年供应着珠三角超一半需求的鲜活南美白对虾，今年前三季度水产产值约10亿元。

近年来，乘着“百千万工程”东风，我市持续推进大鳌南美白对虾产业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通
过强化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和品牌市场效应，推动这一特色支柱产业向更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拔地而起的栋栋“虾楼”，节节攀升的农村集体经济……近日，记者走进大鳌镇，探访广东省唯一以虾养殖为主
导产业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揭秘“虾”路相逢天地宽的故事。 江门日报记者 毕松杰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访谈

江门日报讯（记者/毕松杰）近
日，“疆品南下 粤品北上”广东（江门）
食品走进新疆专场活动在新疆乌鲁木
齐启动。活动由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
工作前方指挥部、江门市人民政府、喀
什地区行政公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三师共同主办，旨在推动“侨乡好
物”进一步开拓新疆市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武洪
斌，副市长周佩珊参加活动。

新疆地处“一带一路”核心区域，
此次来疆参展，江门企业铆足干劲，向
采购商和国内国际的消费者推介侨乡
优品。据统计，此次活动参展推介的

“侨乡好物”约300款。活动现场，约
150名新疆采购商到现场挑选产品，
粤新两地多家知名企业签订框架协
议，达成采购和合作意向。

武洪斌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是一
场美食盛宴，更是一次文化交融、产业
互动的契机，“我们借鉴学习广东江门
在食品加工、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等方
面的先进经验，提升新疆农产品的竞
争力。同时，积极推动新疆优质农产
品走进广东，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来
自新疆的美味。期待两地在多领域开
展深入广泛的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
成果。”

周佩珊表示，此次活动让江门和
新疆企业加强对接，互利共赢，不断扩
大江门农产品的影响力。江门市将深
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持续做强做深
大米、陈皮、茶叶、禽蛋、马冈鹅等特色
产业，以工业化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
动农业产业链全面升级，让更多绿色、
生态的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

“疆品南下 粤品北上”广东（江门）食品
走进新疆专场活动启动

约300款“侨乡好物”
开拓新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