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一核四治”
基层治理“强根基”

大槐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
心，探索建立“共治为纲、自治为基、法治
为本、德治为先”的“四治”融合治理模
式，及时传递党的声音、化解基层矛盾，
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联动、全
面覆盖”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共治为纲。大槐镇将辖区划分为
16个综合网格，在每个网格成立党支
部，下设村（社区）民党小组，划分党员责
任区，着力构建“镇党委—村（社区）党组
织—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
户”五级共治模式。

自治为基。大槐镇将“背包驻村听
民意”与“十户联防互帮互助”深入融合，
构建“群众+党员+户长+驻村干部+村

‘两委’干部”联动模式，实现责任到组、
联系到户、包干到人，实现“邻里互助、居
民自治、群防群治”。

法治为本。大槐镇依托“槐事好商
量”工作室、人民调解委员会、一村一辅
警、驻村律师全覆盖等，常态化开展普法
宣传、矛盾纠纷调解等服务。

德治为先。大槐镇依托镇、村两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立足本镇特色，开
展形式多样的文明新风服务活动。如，
开展各类评比活动，通过身边榜样的示
范带动，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营造崇
德向善乡村新风尚。

聚焦“三个课堂”
基层治理“添动能”

大槐镇深化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专项行动，通过资源整合、多元共
建、从严治学，打造“三个课堂”，切实提
升基层干部的乡村治理能力，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用好“党校课堂”。依托大槐镇委党
校，开设“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强化培训班，聚焦基层治理难点痛点开
展交流研讨。创新开设“橡胶树下的党
课”，切实提高全镇党员领导干部解放思

想、驾驭工作、攻坚克难的能力和水平，
全面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建好“槐治有讲”课堂。大槐镇主要
领导带头授课，驻村律师顾问进村讲，优
秀本土人才主动讲，从民生“小切口”入
手，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办好“农村夜校”。大槐镇主要领导
带头授课，将村民小组长、农村党员、村
民代表纳入培训范围，深入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粮食安
全、防灾减灾等重点内容。

2024年以来，大槐镇依托“三个课
堂”开展集中学习培训50多场，3000余
人次参训。

建好“三大平台”
基层治理“有依靠”

丰富“槐事好商量”工作室内涵。大

槐镇依托“槐事好商量”工作室、涉侨调
解中心等，用好“信访超市+外送服务”
诉求处理平台，拓宽为民服务渠道，及时
化解矛盾。

建立“越侨”工作室，深化“党建带侨
建”。大槐镇选派优秀侨民子弟参与侨
务工作，聘请5名担任村党组织书记的
侨民子弟作为“越侨”工作室的侨务特约
顾问，17名担任村“两委”干部的侨胞为
侨务助理顾问。

发挥“边界调解室”作用，创新跨市
互联共建模式（大槐镇与阳江那龙镇），
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享
共用、边界地区联勤联防。成立跨市治
安联防队，实现在禁毒重点整治、突发事
件处置、特殊人群服务、平安创建等方面
的通力合作，进一步筑牢区域社会治理
安全防线。

2024年以来，依托“槐事好商量”工
作室成功化解矛盾88宗；依托“边界调
解室”成功化解涉土地、涉工程款纠纷
27宗；依托“越侨”工作室接待来访侨民
30余人次，受理问题21条，涉及建房用
地、子女上学就业、职工退休等方面，办
结率100%。

大槐镇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擦亮群众生活幸福底色
近年来，大槐镇党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时代“枫桥

经验”，围绕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创
新基层治理模式，擦亮群众生活幸福底色。

江门日报记者 周晓营 谭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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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吴健争）近日，交
通运输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
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公
布全国“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典型案
例名单，广东有5个案例上榜，其中包括恩
平市“四好农村路”示范路——县道X831
线牛皮仔至良西那湾段，是江门市唯一上
榜案例。

县道X831线牛皮仔至良西那湾段是
连接沈海高速恩城出入口和良西镇的重
要通道，于2021年9月获广东省“十大最
美农村路”称号。在规划、建设、养护、运
营方面，该路段统筹“农村公路+”理念，突
出“三个打造”。打造富民利民“示范
路”。路段配套集乡村民宿土特产销售、
充电桩等于一体的“便民化”驿站，建设生
态停车场、乡村绿道等设施，推动全域旅
游发展和农村公路品质提升。打造精品
标杆“示范路”。该路段结合远途温泉、稻
浪、景区、小黄楼等，以路促游、以路兴村，
服务恩平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打造科
学管理“示范路”。恩平道路管养部门优
化道路管养机制，建立“县有路政员、乡有
监管员、村有护路员”的路产路权保护队
伍，引入信息化手段，促进公路管理规范
化、信息化。

接下来，恩平将进一步推动农村公路
建设与文旅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带动地区
经济全面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以路促游 以路兴村
恩平一道路入选全国“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县道X831线牛皮仔至良西那湾段是恩平知名打卡点。 冯峻峰 摄

大田镇聚焦美丽圩镇建设 加速释放“镇”能量
昨日，记者走访大田镇发现，

辖区街道宽阔整洁，两旁绿树成
荫，小河流水潺潺，乡村面貌令人
眼前一亮。近年来，大田镇聚焦
美丽圩镇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
施、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镇”能量加速释放，群众“幸福指
数”显著提高。

文/周晓营 谭锦波

规划先行，乡镇布局优化。大田镇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因地制

宜做好乡镇建设规划。《恩平市大田镇建
设规划》聚焦“产业融合发展、环境秩序
整治、基础设施提标、服务功能提质、圩
镇风貌提升、治理能力增效”六大方面，
着力在人居环境筑底、扩能、提质上下功
夫，布局建设重点项目超40个。

设施升级，圩镇风貌蝶变。为强化
乡镇联城带村节点功能，推动圩镇生活
品质提升，大田镇有序推进美丽圩镇“七
个一”建设，打造“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漂漂亮亮、长长久久”美丽圩镇。在圩镇
主街上，环卫工人开展保洁工作，施工队
快马加鞭建设污水管网。据悉，大槐镇投
入240万元开展污水管网新建工程。工
程建成后，将大大提高圩镇污水处理质

效，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今年8月，
大田镇升级改造该镇党群服务中心文化
展厅，全方位展示大田镇“百千万工程”建
设成果、历史文化底蕴、旅游资源特色等
内容，打造集政策宣传、科普教育等功能
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

“四化”并行，乡村“颜值”飙升。近
年来，大田镇积极探索基层治理与乡村
建设的深入融合，聚焦“净化、亮化、绿
化、美化”齐发力，建设和美乡村。聚焦

“净化”，督促各村（社区）抓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开展“地毯式”环境整治，
进一步擦亮乡村环境“底色”。聚焦“亮
化”，通过网格员日常巡查，及时摸清各
村（社区）路灯状况，点亮照明“盲区”，已

为辖区山咀旺村、沙田村、长岭村等自然
村沿线约5公里的村道安装路灯共158
盏。聚焦“绿化”，凝聚党员干部、群众、
乡贤等力量，开展“绿美恩平，一起行动”

“植树添新绿、巾帼在行动”“我为家乡添
棵树”等植树活动，今年以来，共种植苗
木3040株。聚焦“美化”，以“美丽庭院”
建设为抓手，开展种植知识和绿色理念
宣传、清洁卫生、赠送绿植等活动，发动
群众一起改善村容村貌，让“小庭院”成
为带动绿美生态建设的“大引擎”。

下一步，大田镇将坚持因地制宜、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把“百千万工程”
的施工图一步步变为实景图，以“头号工
程”之势推动“百千万工程”出新出彩。

恩平通过举办集中参观培训活动，激发广大群众对非遗的兴趣。

沙湖镇撬动资金推动道路“亮化”建设

“暖心灯”照亮群众出行路

为提升村民夜间出行体验，今年以来，沙湖镇大力推进
“百千万工程”，持续抓好典型村建设，完成约15公里圩镇道
路、省道的“亮化”建设，惠及超2万名群众。

文/周晓营 谭锦波

沙湖镇结合“关爱老区乡村振兴
光亮工程”项目政策，积极争取上级
部门支持，同时，动员乡贤和爱心企
业为道路亮化工程出资出力，累计撬
动近100万元上级支持资金和社会
资金，投入“关爱老区乡村振兴光亮
工程”项目。

与此同时，沙湖镇组织镇村干
部、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收集村民诉
求，动态掌握各村安装路灯的需求，
切实做到主动巡查、及时上报、跟进
整改。自2021年以来，沙湖镇投入
超 200 万元，安装 758 盏太阳能路
灯，覆盖全镇22个村（社区），实现乡
村道路照明设施应安尽安、应亮尽

亮。沙湖镇在安装新路灯的同时，对
辖区老旧路灯、已损坏路灯进行检
修、更换，修剪遮挡路灯、路牌、指示
灯的绿化苗木，消除安全隐患。

路灯亮了，村道不再是“被遗忘
的角落”，乡村的夜晚不再沉寂，而是
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村BA”热情开
赛、新春“花车”灯光展览别具特色
……沙湖镇的夜生活悄然发生着变
化，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到处都洋
溢着和谐与幸福的气息。

“暖心灯”照亮的是归家路，“点
亮”的是民心。未来，沙湖镇将继续
以“暖心灯”为引领，照亮群众出行
路，“点亮”乡村振兴新篇章。

君堂镇深挖恩平裹粽潜力

激活产业振兴引擎
自恩平裹粽制作技艺入选江门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君堂镇坚持“聚贤才、强技艺、
活文化”，挖掘非遗项目潜力，激活产业振兴引擎，助推“百千
万工程”走深走实。

君堂镇深入发动各基层党组织，
通过实地走访、访谈调查、问卷调查
等多种方式，经过精心筛选，成功组
建了一支由40余名工人组成的恩平
裹粽制作技艺传承队伍。这支队伍
的成员年龄在20-50岁之间，既有熟
悉传统恩平裹粽制作技艺的老一辈
匠人，也有充满活力的年轻新秀。

在此基础上，君堂镇以“名家领
航+集中培训+实践锻炼”的方式，建
立全方位、多层次的非遗人才队伍。

一是邀请恩平市粽源食品有限
公司创始人、恩平裹粽制作技艺传承
人岑结柱担任推广者，通过以老带
新、手把手教学等方式，由老一辈传
承人将恩平裹粽制作技艺的精髓传

授给新一代，确保了技艺的延续和发
展。

二是鼓励辖区党组织依托主题
党日等活动开展“传承与发展恩平裹
粽非遗技艺”活动，与企业、教育机构
合作，通过举办集中参观培训活动、
裹粽技能比赛等，激发广大群众对传
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吸引更多年轻
人加入非遗传承队伍。

三是与恩平市人社局合作，借助
“粤菜师傅”，围绕企业生产、人才培
训、技能比赛、风味创新、产品推广等
各方面，举办“恩平市慈善包粽活动”

“粽情相约 情满乡园”“粽叶飘香迎
端午 传承文明扬家风”等活动，提升
恩平裹粽知名度。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吴健争

广告

恩平裹粽传承人队伍在坚守传统
精髓的同时，勇于创新，探索出新品
种，为恩平裹粽产业注入强劲动力。

如，岑结柱在保留传统口味的基
础上，将粽子的口味逐渐“年轻化”。
恩平市粽源食品有限公司推出了一系
列“时尚粽子”，如鲍鱼海味粽、陈皮肉
粽、簕菜流心枧水粽、咖喱牛肉粽、榴
莲冰粽等，打开了年轻消费市场。

君堂镇借助“恩平优品”平台，提
高恩平裹粽知名度和竞争力，帮助企
业拓展市场。在此基础上，君堂镇与
恩平市粽源食品有限公司签订农产
品保底收购协议，带动辖区农户种植
水稻、番薯、玉米等恩平裹粽原材料，
帮助农民增收。目前，已带动130多
户农户种植农产品100多公顷（1500
多亩），农户户均年增收近2万元。

勇于创新
为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培养人才
吸引年轻人学习非遗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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