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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好“丰”景上新

“百千万工程”三年初见成效
村级实验室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通
讯员/台工宣 赤溪工会）为助力企
业数字化转型，提升职工办公效率与
技能水平，近日，赤溪镇总工会联合
赤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走进国能
台山电厂，组织开展“DeepSeek技
能培训进企业”专题活动。本次活动
特邀江门移动讲师徐籽福担任主讲，
共80余名职工参加学习培训。

徐籽福主要研究人工智能信息
化领域解决方案，对DeepSeek的应
用部署、实施交付，都有较丰富经
验。培训中，他聚焦DeepSeek在职
场中的多元应用，分享诸多实用技
巧，讲解 DeepSeek 与 WPS、KIMI

等软件的组合使用，指导职工完成内
容生成、PPT制作、Excel数据分析
等任务。此外，展示了DeepSeek在
智能搜索与问答、数据分析与辅助决
策等领域的作用，提高职工的认知水
平，助力提升办公效率。

此次培训不仅让职工深入了解
了DeepSeek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更
激发了大家对AI技术的探索热情，
进一步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助力企
业在数字化时代实现创新发展。未
来，赤溪镇将持续关注AI技术发展
趋势，组织更多相关培训活动，为职
工提供学习和成长平台，以技术赋能
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DeepSeek技能培训进企业

帮助职工利用AI技术
提升工作效率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李嘉敏
通讯员/台红会）连日来，台山市红十字
会聚焦“生命至上”理念，深入台山市15
所中小学，开展防溺水知识宣讲活动，活
动深入到台山市偏远乡镇学校、分教点，
为5342名学生带来“生命必修课”。

活动中，台山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
师资团队以溺水新闻事件为切入点，通
过情景模拟、科普视频、知识问答等形
式，深度剖析沙滩、河流、水库、村前池塘
等高危场景的潜在危险，不仅详细讲解
了防溺水“六不准”原则，更充分利用救
生圈、长竿、水瓶、衣服等日常物品，演示

“叫打伸抛”救援方法，让学生掌握“就地

取材”“岸上救援”的科学施救方法。“原
来救生衣背后的两条绳子要穿过裆部扣
紧，以前和家人去漂流都没注意到，这次
学习太及时了！”在实操环节，心肺复苏
术（CPR+AED）、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法、
救生衣穿戴等项目深受学生欢迎。在专
业师资的指导下，同学们积极参与实践，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

据介绍，本次活动覆盖了全市80%
涉水乡镇，针对留守儿童占比高的现
状，重点加强“岸上救援”技能培训。台
山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
不仅要教会孩子自救，更要通过他们影
响家庭，‘小手拉大手’共同筑牢防溺水
安全网。”

活动期间，台山市红十字会还与市
民政局联动，邀请市人民医院专家为4
所高中（职校）开展防艾专项宣教。

乡镇学生上“生命必修课”

掌握“岸上救援”科学方法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李嘉
敏 通讯员/台工宣 广海工会）
骄阳炙烤着广海渔港，百余艘
渔船停靠在港湾。码头边的
流动服务点前，渔民陈大勇
擦着汗，将一沓材料递给
工作人员：“麻烦看看，这
些资料齐了吗？”“齐了！
您坐这儿喝口水，马上帮
您录入资料。”工作人员
接过材料，手指在键盘上
飞快敲打。这是广海镇渔
业工会联合会“休渔期证件
办理专场”的寻常一幕——
为解决渔民换证难题，工会直
接将服务台搬到渔港。

休渔期间，广海镇渔业工会联合
会积极行动，帮助广大渔工做好渔业
船员证、渔业船舶国籍证、渔业捕捞
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的更换工作，为渔
工解了燃眉之急。近年来，广海镇搭
建起“工会+渔民”“岸上+海上”的工
会服务“出海”模式，打通服务渔工渔
民“最后一公里”。

相关证件是渔工合法从事渔业
生产的重要凭证，为帮助渔工能够顺
利换证，渔业工联会提前谋划，通过
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换证政
策、时间和所需材料，让渔工及时了
解相关信息。在换证过程中，工联会
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服务，设立专门的
咨询点，为渔工答疑解惑，指导渔工
填写申请表格，帮助整理和审核换证
材料，确保申请资料准确无误。对于
不熟悉流程的渔工，工作人员手把手
协助办理，大大节省了渔工的时间。
目前，已有200多名渔工顺利完成换
证工作。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广海

镇渔业工会联合会对渔工的关心和
支持，也为广海镇渔业生产的稳定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3年，台山市总工会积极推
进渔业行业的工会组建工作，推动横
山、广海、沙堤三大渔港实现了工会
组织全覆盖，凝聚渔民职工力量助推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台山市总工
会结合实际，大力推进全市海洋与渔
业企业建会和职工入会工作，积极推
动沿海各镇因地制宜组建海洋、渔业
相关的工会组织，将工会和产业有机
结合，不断提升工会组织的号召力、
吸引力和影响力。

未来，广海镇渔业工会联合会将
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渔工提供
更多贴心服务，推动工会服务覆盖外
出作业渔船及渔民，实现渔民“离岸
不离家”，将服务渔工、职工触角向大
海延伸。

将服务台搬到渔港
广海镇渔业工会联合会帮助渔民顺利换证

为解决渔民换为解决渔民换
证难题证难题，，工会直接将工会直接将
服务台搬到渔港服务台搬到渔港。。

在实操环节，学生在专业师资的指
导下学习急救技能。

钟亦平夫妻齐上阵，合力发展种植业。 北陡镇部分品种的荔枝已上市。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通
讯员/台人社）为深入推进“百千万
工程”，凝聚人社力量推动高质量发
展。近日，台山市人社局调研组深入
挂点联系的大江镇石桥村，找准找实
发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要素助力

“百千万工程”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与
镇村干部共同凝聚发展共识，为石桥
村的未来发展“把脉问诊”。大江镇
相关领导参加调研。

在石桥村党群服务中心，调研组
现场体验社保“镇村通”、就业创业帮
扶等系列便民服务；在石桥村下古公
园，调研组实地查看了樱花谷文旅项
目升级改造等情况。座谈会上，相关
镇、村负责同志重点介绍了石桥村在

“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培育、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的推
进情况。调研组对石桥村以发展现
代特色产业、乡村风貌提升为着力
点，引领乡贤积极参与“百千万工程”

建设的工作经验给予充分肯定。
调研组表示，该局将继续加强与

大江镇的联系，以高质量充分就业、
拓宽人才引育留用渠道等措施促进
挂点镇、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
是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外来工、就
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摸
底调查，做实重点群体服务台账，针
对性提供就业服务。二是持续强化
就业优先导向，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加强就业人员技能培育，积极探索多
样化培训模式，全力推动实现高质量
充分就业目标。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进一步鼓励
企业吸纳就业、支持灵活就业。强化
人才待遇保障，优化完善人才政策，
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实干的动力
活力。四是充分挖掘利用本地优势
资源，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深入实施

“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工程，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台山市人社局到大江镇石桥村调研

凝聚共识“把脉”发展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通
讯员/汶村宣）为进一步检验基干民
兵组织建设情况，加快建设精干高
效、应急应战的民兵队伍，近日，汶村
镇召开2025年民兵点验大会。

大会宣读了民兵骨干任职命令，
并宣布出入队人员名单，组织点名；
全体民兵举行宣誓仪式；新入队民兵
代表进行表态发言，表明忠实履行国
防义务、随时响应国家号召、担当职
责使命的决心。

大会对基干民兵提出三点希
望。一是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国防后

备力量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
是加强学习训练，不断提高能力素
质。三是主动作为，在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中发挥作用。

此次民兵点验大会“点”出了精
气神，“验”出了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了民兵队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下
一步，汶村镇将继续强化民兵队伍建
设，提升民兵的集结力、执行力、战斗
力，锤炼一支“平时服务、急时应急、
战时应战”的过硬民兵队伍，为执行
各项任务、保障全镇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汶村镇召开民兵点验大会

“点”出精气神“验”出战斗力

盛 夏
的台山，碧荷连天，
藕香四溢。作为粤港澳
大湾区“菜篮子”的台山市，赤
溪镇的夏季莲藕田迎来丰收，引得
大湾区蔬果批发商纷纷上门“抢”货。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与生态种
植模式的推广，台山夏藕以脆嫩清甜的品质获
得市场青睐，价格稳中有升，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碧绿的荷叶如波浪般起伏，洁白的莲花点缀其间，采藕人穿着连
体水裤，手持高压水枪，在泥泞中穿梭。水枪喷头精准探入泥中，高压
水流将莲藕周围的淤泥冲散，一根根饱满的莲藕随即浮出水面，被整齐
码放在特制的塑料船上。

“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深圳等大湾区各地，因为品质优良，经过口碑传
播后，吸引批发商上门收购，他们收回去再批发出去，或者进行深加工。”赤
溪镇大耕户钟亦平介绍道。

挖藕人在水中挪动、批发商在田边沟通、搬运人员忙着运送莲藕……赤
溪镇钟亦平家庭农场的莲藕基地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过去挖藕靠锄头，一天挖不了半亩，还容易折断藕节。现在用水枪，两个
人一天能收两亩，藕身完整。”农场负责人钟其美弯腰拾起一根莲藕，藕节洁白
如玉，长达半米。

在她的身后，丈夫钟亦平正将最后一船莲藕拖上岸，夫妻俩的脸上写满了
丰收的喜悦。科技赋能不仅提升了采收效率，更重塑了种植模式。

钟亦平夫妇近两年开始尝试莲藕种植。钟其美指着田埂边的标牌介绍：
“赤溪镇的水土很好，莲藕的质量很高。今年，农场还没开挖就被深圳、广州的
商家预订了，还纷纷来问‘挖莲藕’了没。”

“今年这批藕，地头价稳定在2元/公斤的话，一亩赚2000元不成问题。”钟
亦平算着账，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莲藕的“出圈”，不仅在于产量与品质，更在于其背后产业的革新。
“我们还是以种植粮食为主，水稻是我们的‘本业’，也尝试轮种莲藕，希

望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带动更多人就业。”钟亦平夫妻是赤溪镇的大耕户，
种植有上千亩水稻。据了解，“藕稻轮作”是一种将莲藕和水稻在同一片
土地上交替种植的新型农业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和
经济效益，还能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钟亦平夫妻推行莲藕与水稻
轮作模式，等莲藕采收后，藕田直接翻耕种植水稻，轮作田块土壤有机
质含量高，能减少化肥使用量，使得稻谷亩产更稳定。

“残留在土壤中的莲藕茎秆经微生物分解后将成为天然有机
肥。”钟亦平介绍道，一田两用，不仅能改良土壤，减少病虫害，提高
作物产量，还能增加不少收入。

更值得关注的是，创新的种植模式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就
业，“我们全年能带动数十位村民就业，高峰的时候，一天有
20多名村民来帮忙。”钟亦平的农场早水藕因填补夏季蔬
菜空档，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也让村民们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

赤溪夏藕飘香远

盛夏时节，
北陡镇的荔枝林迎

来丰收季。在“百千万工
程”的推动下，北陡镇以荔枝产

业为核心，通过电商助农、文旅融合
等创新模式，让岭南佳果走出深山，带

动果农增收致富。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通讯员 北陡宣

昨日，北陡镇那琴黄新村的果农谭国就，忙着将新鲜采摘的荔
枝分拣装箱。手机屏幕不断跳出订单提示，快递员已守候在果园门

口等待装车。“今年部分品种的荔枝已上市，我们利用网络进行预订
工作。往年荔枝大丰收，日均400公斤网销订单，能当天摘当天发，北
上广的客户都能吃上新鲜荔枝！”他边擦汗边笑道。

谭国就的底气，源于北陡镇近年来推行的“电商+农业”新模式。过
去，荔枝销售依赖果贩上门收购，价格波动大。如今，果农们通过微信朋
友圈、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将荔枝园变成“云上展厅”。

“客户看中哪些，我们就现摘现发，还能订单定制。”谭国就向记者展示
手机里的订单记录。

科技赋能不仅拓宽了销路，更提升了荔枝品质。“今年初春的低温干旱
天气，却意外成为荔枝丰收的‘催化剂’，低温抑制了枝梢徒长，让花芽分化
更充分，开花量比往年多了三成！”谭国就指着果园里的桂味、糯米糍等品
种介绍，这些优质荔枝挂果率高、糖分充足，在电商平台上收获了大量回头
客。

为保障荔枝新鲜度，借助电商平台，不少农户与物流企业开通了“荔枝专
线”，采用冷链运输将荔枝送达全国主要城市。“在电商上，荔枝价格也有所提
升，利润也跟着提升！”谭国就算着账，脸上满是笑意。

北陡镇的荔枝产业振兴，不局限于田间地头。近年来，该镇以“百千万
工程”为抓手，将荔枝种植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出“荔枝+”
的多元业态。

走进北陡镇，沿途荔枝林与碧海银滩相映成趣。今年六七月，北陡镇
将举办“荔香满城”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山海荔廊”精品路线，串联荔枝主
要种植区与南部旅游景区。

“游客可以白天采摘荔枝，傍晚漫步海滩，晚上参加荔枝烧烤派
对，一站式实现‘荔枝自由’！”北陡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种产业融合模式，让荔枝树化身“摇钱树”，不少农
户将自家果园改造成荔枝采摘园，可以入园采摘，也可以
带走荔枝，特色游玩乐趣吸引了不少大湾区游客前来。

“北陡主要种双肩玉荷包品种，品牌已经打响。
这个品种虽然月底才会全面上市，但已获得不少客户
的关注。现在提到北陡荔枝，客户不仅认准甜度高，
更认准‘文化味’！”北陡荔枝种植农户点赞该镇荔枝
品牌塑造的工作。

目前，北陡镇连续三年举办荔枝文化旅游嘉年华，
通过荔枝宴、荔枝诗会、荔枝摄影大赛等活动，让荔枝

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夏藕丰收 高品质吸引客商上门

生态轮作 提高土地利用率

科技赋能 让荔枝实现
一天从“枝头”到“餐桌”

北陡荔枝满枝头

产业融合 利用“荔枝+”发展多元业态

北陡镇的果农忙北陡镇的果农忙
着将荔枝分拣装箱着将荔枝分拣装箱。。

赤溪莲藕品质好赤溪莲藕品质好，，还还
没开挖便被商家预订没开挖便被商家预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