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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林育辉）按照
中央及省委、江门市委关于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
台山市委工作安排，近日，台山市委书记
郑劲龙，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楷钊分别到
水步镇、台山市府办为党员干部讲授专
题党课。

在水步镇，郑劲龙以《高标准严要求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以作风建设新
成效开创水步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题，
为全镇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表
示，要全面贯彻落实学习教育各项要求，
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力，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全面完

成和“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
郑劲龙强调，要以开展学习教育为

契机，聚力建好产业转移主平台核心区，
持续壮大金属新材料和汽车零部件两大
产业集群，同时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推
进全域文旅提质增效。要加快美丽圩镇

“七个一”建设，深化省“百千万工程”典型
村培育，持续美化人居环境，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质公
共服务，落实兜底保障，筑牢安全底线。
要时刻牢记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体推进
学查改，用实干实效确保“百千万工程”是
经得起检验的“廉洁工程”“民心工程”。

郑劲龙要求，要在整改整治上动真
碰硬，在基层减负上狠下功夫，在建章立
制上常抓不懈，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
加坚强有力。同时，把开展学习教育与
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
统筹推进“百千万工程”等中心工作结合
起来，推动学习成效切实转化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实绩实效。

在台山市府办，吴楷钊以《铸牢执政
之基，建设高效有为的政府》为题为党员
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吴楷钊表示，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努力建设让
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一方

面，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深学细悟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
效经验，充分认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严重危害，力戒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当好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标
杆”。另一方面，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做
好“三服务”工作上来。做到高效协同，以
结果导向推动流程优化、环节精简，提高
工作质效。做到担当作为，勤于学习、勤
于思考，不断增强调查研究、参谋辅政、督
促落实的能力，为领导决策提供更科学的
依据。做到为民务实，把解决人民群众实
际问题作为干事创业的出发点，深查细究
问题原因，努力从源头解决问题。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素敏） 7
月3日，由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院、侨乡治理与乡村振
兴研究院与台山市委统战部联合主
办，台山市南洋归侨文化博物馆和旅
港台山陈氏家族联合会协办的《侨兴
海宴：广东台山海宴华侨农场口述历
史》（以下简称《侨兴海宴》）新书发布
会暨校地共建教学科研实践基地签
约仪式在暨南大学举行。新书的出
版以及暨南大学—台山校地合作基
地的建立，将有效赋能侨乡高质量发
展，为台山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学
术动能，提供实践支撑。

活动中，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与台山市委统战
部签订共建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协议，
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正式揭牌。该基
地将依托台山“侨乡”历史文化资源
与暨南大学“侨校”学术智力优势，在
侨史研究、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乡村
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校地合作
典范。

《侨兴海宴》由统战部门支持，暨
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侨乡治理与
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团队历时2年
编纂完成，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35万字，通过对40余位（个）海
宴华侨农场归侨个体和家庭的口述
实录，全景展现来自13个国家的归
侨群体在重大历史关键阶段返回祖

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将海宴华侨
农场从海滨盐碱滩涂耕耘建设为沃
野良田和现代化美丽家园的奋斗史
诗。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
人研究院院长、教授鞠海龙表示，《侨
兴海宴》的出版彰显了暨南大学作为

“侨校”传承华侨文脉的文化使命和
历史责任感，同时，校地共建教学科
研实践基地将有力推动学院立足侨
乡沃土服务国家需求，迈向更高水
平、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新发展。

在研讨环节，归侨代表关福乾、
曹国秀、方光明以亲身经历讲述海宴
华侨农场沧桑巨变与个人家庭命运
轨迹，炽热的家国情怀与回馈桑梓
的初心令人动容。相关领域研究专
家徐健、陈明信、潮龙起、张云等则
从文旅发展、博物馆事业发展、华侨
华人和华侨农场历史资料研究以及
国际关系和田野政治学的结合等不
同视角，解读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历
史和侨乡精神研究的时代价值和学
术意义。

近年来，台山市积极做好新时代
“侨”的文章，坚定推进“港澳融合”
“侨都赋能”工程。通过本次合作，台
山市将进一步推动“侨乡+侨校”联动
发展模式走深走实，为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新
动能。

江门日报讯 7月8日，星海
音乐学院“双百行动”台山
市县域学校乐团建设工
作站在台山市新宁小
学揭牌成立。此次活
动是深入贯彻落实
广东省“双百行动”
的重要实践，标志
着星海音乐学院
与台山的结对共
建迈出坚实一步，
为县域学校美育发
展注入新动能。

揭牌仪式在台
山市新宁小学管乐团
气势恢宏的《礼乐之声》
合奏中拉开帷幕。星海音
乐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工
作站不仅是教学基地，更是文化
播种机，将通过“音乐名师培育计划”
和“音乐素养提升工程”，让优质音乐
教育资源直达台山、惠及师生。该负
责人还详细介绍了双方三大合作方
向，包括人才共育、资源共享和文化
共建，致力将工作站打造成县域美育
的“孵化器”和文化传承的“基因库”。

台山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工作站将打通人才培养、艺术实
践等链条，打破县域美育专业师资
匮乏的瓶颈，为台山的学校乐团建
设提供专业支撑。台山将充分利用
好高校资源，积极探索建立常态化、
深层次的合作机制，合力打造全省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校地合作的
示范样板，为台山教育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台山市新宁小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学校将以工作站为契机，让美育
课程“活”起来，让侨乡音韵“响”起
来。

仪式结束后，星海音乐学院师生
团队分赴15个教学场地，为台山学
子进行专业艺术指导，他们专业的示
范和耐心的讲解让台山学子收获满
满。

据悉，工作站成立后，星海音乐
学院将通过定期派驻专家、课程研
发、师资培训、组织交流演出等形式，
助力台山市教育系统打造高水平乐
团，提升台山艺术教育水平，促进高
校资源与地方需求深度融合。

（文/图 黄颖欣）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近
日，台山市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领导
小组正式公布“台山优品”第三批入
选名录，共有16家企业的53款优质
产品通过严格评审，成功上榜。

北峰山牌“金香油粘”“象牙香
粘”大米凭借绿色种植技术和优质口
感脱颖而出；美如华牌鸡骨草、黑豆
等药食同源产品因标准化生产流程
获得认可……此次评审依据《台山市

“台山优品”产品采购办法》标准，经
现场评审、专家论证及多轮综合研
判，最终遴选出一批代表台山农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的标杆产品，进一步丰
富“台山优品”品牌矩阵。

本次入选产品品类升级，打造全
场景消费体验，呈现三大亮点。品类
覆盖更广。新增海产品、方便食品、
休闲零食等细分领域。例如，台山蚝
豉、金蚝、元贝等海产干货彰显地域
特色；方便米饭、烤鱼等即食产品迎

合快节奏生活需求；无花果干、鸡仔
饼等传统糕点传承地方风味。产品
结构更优化。新品类与前两批产品
形成互补，构建起从初级农产品到深
加工食品的全产业链体系；黄金果、
神秘果等特色果蔬的加入，更填补高
端生鲜领域的空白。消费需求更贴
近。针对健康化、便捷化趋势，推出
低糖核桃酥、高纤维藤葛粉等功能性
产品，满足消费者对营养和口感的双
重追求。

据悉，“台山优品”工程自启动以
来，已累计培育超百款明星产品，带
动本地农业企业转型升级。台山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
将持续完善动态管理机制，通过品
牌溢价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
民增收。同时，加大电商渠道拓展
力度，让“台山优品”走向更广阔的
市场，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工程建设。

台山市领导讲授专题党课

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台山携手暨南大学

推动“侨乡+侨校”联动发展

星海音乐学院“双百行动”
台山市县域学校乐团建设工作站揭牌成立

让优质音乐教育资源
直达侨乡

53款特色产品入选“台山优品”

品牌矩阵进一步丰富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在广海镇靖安村，历经715年风雨的菩提“树
王”傲然挺立，枝繁叶茂。这棵饱经沧桑的古树，如今正以蓬勃鲜活的生命
力，见证脚下这片土地的华丽蝶变。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该村以古
树为笔，饱蘸生态与文化浓墨，依托这一独特的生态与文化瑰宝，锚定“近
郊型农文旅特色村”目标，大力改善村庄环境，推动产业升级。

古树新生
打造文旅“金钥匙”

踏入靖安村，苍劲挺拔的菩提古树
群映入眼帘。在茂密树荫的庇护下，村
民们围坐在一起悠然乘凉、闲话家常。

近年来，该村紧紧围绕这得天独厚
的“绿色瑰宝”，精心雕琢，以“一树、两
园、三廊、四旁”为功能布局，全力打造
独具“海丝”风情的菩提古树公园。“一
树”，即全力保护菩提古树，通过改善其
生长环境，加强病虫害防治等，确保古
树健康生长。“两园”，即建设古树公园
和绿美家园，全面改善古树周边村庄环
境，建成栈桥、环村步行径、停车场、旅
游厕所等配套设施，为村民和游客提供
便利。“三廊”，即通过古树风景打造乡
村景观廊，以村墙绘画生动展示烽火角
水闸、海永无波、烽火台、灵湖古寺等历
史文化图景，并结合周边稻田美景打造
生态科普廊，让人们在欣赏自然风光的
同时，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四
旁”，即开展路旁、水旁、宅旁和村旁景
观提升工程，让乡村处处皆美景。

昔日的乡村角落华丽转身，成为集
休闲观光、科普教育、生态科研、文化体
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目的地。
2024年11月，广东省定向联赛（江门·
台山广海“海丝文化”之旅）在这里成功
举办，参赛者们奔跑在绿美古树间，亲
身领略靖安村的独特魅力和“海丝文
化”的深厚积淀。

盘活资源
点燃产业新引擎

靖安村巧打“盘活牌”，让沉睡资产
焕发勃勃生机。2024年，该村引入社
会资本，成功盘活靖安小学校区旧址，

“古韵树庐”精品项目应运而生。
今年春节，该项目的“网红打卡区”

与“轻食餐饮区”开始试营业。古色古
香的花窗前，身着汉服的姑娘们手持团
扇，宛如从古代画卷中走出的仙子。游
客携亲带友，于雅致庭院中围炉煮茶。
光影交错间，人们拍照留念，欢声笑语
回荡在乡村每一个角落。

“该项目的建设标志着靖安村旅游

接待能力实现质的飞跃，有力带动周边
旅游基础设施完善和文化载体建设，推
动形成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态势，为村集
体经济增收和村民‘家门口’就业开辟
新路径。”靖安村党总支书记林建生说。

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文旅产业。
依托菩提古树、“海丝”遗韵等核心资
源，该村紧抓“大桥经济”机遇，串联周
边资源聚力发展全域旅游。目前，该村
成功引入富有台山风情的特色“铛铛
车”，有机串联起广海渔港码头、菩提古
树公园、“古韵树庐”项目，打造出一条

“红（侨村文化）绿（古树生态）交织”、动
静相宜的特色旅游动线。“海永无波公
园—灵湖古寺—菩提古树公园”旅游路
线成功入选省文化和旅游厅粤西“海上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游径，显著提升靖
安村的文旅辨识度和影响力，吸引越来
越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畅通脉络
铺就振兴“快车道”

交通曾是制约靖安村发展的瓶
颈。为此，该村大力实施农村道路提质
改造工程，近年来累计完成8公里生活
道路100%硬底化，铺设1.1公里绿道，
村民日常出行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同
时，广海镇开展靖安长安村至环城区边
村道路改造工程，拓宽入城进村道路
1.113公里，打通乡村振兴“毛细血管”，
让靖安村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今年以来，该村持续发力，积极推
进乐家村塘边至学生候车亭、朝宗村
至南阳村主乡道等道路拓宽工程。日
益完善的交通网络，让村民出行更加
便捷高效，也为游客提供更舒适的游
玩体验，有效打通乡村旅游“最后一公
里”。

“为进一步优化游客体验，我们计
划年内完善新能源车充电桩网络，规划
建设4个充电桩并配套智能管理系统，
着力解决游客和村民的充电难题。”林
建生表示。

菩提古树绿荫成片，小桥流水潺潺
作响，古树与鸟儿共同奏响一曲夏日乐
章，村民在这和谐氛围中享受其乐融融
的生活。

广海镇靖安村依托生态与文化瑰宝

建设绿美乡村引客来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通讯员 台轩

北陡镇大步头村打造振兴鲜活样本

乡村焕新“步步生花”

昔日杂草丛生的沙地变身七彩排球场，老旧农房披上多彩墙绘，咸围
养殖与制衣工坊奏响富民二重奏——这是“百千万工程”精准擘画下，北
陡镇大步头村交出的乡村振兴答卷。近三年来，该村以生态筑底、环境提
质、产业赋能将政策蓝图转化为乡土大地的生动蝶变。这个曾经默默无
闻的沿海村落，如今以“步步生花”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

产业赋能
整合资源推动强村富民
走进大步头村，制衣工坊的缝纫

机声此起彼伏，妇女们熟练踩着踏板
纺织制衣。在推动乡村面貌改善的同
时，该村积极探索强村富民新路径，通
过盘活旧校舍，成立制衣工坊，以“订
单式生产”模式让村民实现“农忙种
田、农闲制衣”的双重增收，20余名妇
女人均年增收4万余元。

在大步头村，一排排房屋的屋顶
上，光伏电板在阳光下泛着蓝光。“晒
着太阳就能赚钱！”“村集体光伏项目
每年分红，自家屋顶的电板发电还能
抵扣电费。”村民纷纷点赞。该村将

“光伏+”融入产业布局，在村委会办公
楼、旧校舍、农村自建房的屋顶铺设光
伏电板，太阳一晒、村民增收。

村集体是发展绿美经济的重要主
体，今年，在大步头村“两委”干部和驻
村干部的推动下，该村约10.67公顷
（160亩）咸围重新发包，发展生蚝养
殖产业。“过去单打独斗，现在抱团发
展。”养殖户伍叔道出产业升级密码。
该村通过“致富带头人+技术分享会”
模式，带动45户养殖户提升育苗技
术，辐射周边村创造12个就业岗位。

生态筑底
全域美颜织就宜居画卷
“在河边散步，再也闻不到臭味

了！”村民沛叔站在亲水长廊边，为清
澈的河道点赞。近年来，大步头村以

“一河两岸”工程为支点，大力推进河
道整治，让550米生态挡土墙与150
米护栏构成安全屏障，专职保洁员每
日打捞水浮莲，曾经黑臭的河涌变身
为村民的“水上客厅”。

在水廊的另外一边，沿机耕路前
行，480棵黄花风铃木与紫薇树组成
的“绿色长廊”令人眼前一亮，盛夏时
节鲜花盛放，与金黄稻田相映成趣。

村落美如画，这是大步头村基础
设施实现全面升级的一个缩影。村口
闲置荒地经过硬底化改造、增设健身

器材，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打卡
点”。主要村道硬底化拓宽、LED路灯
全覆盖，标准化公厕与排球场、篮球场
成为“15分钟生活圈”标配，党员带头
为“小菜园”搭建生态围栏，“就地取
材”成为绿美乡村的特色符号。

走在大步头村，健身器材区传来
居民的欢笑声，几位阿婆坐在石凳上
边吃荔枝边唠家常，构成一幅祥和的
乡村美景。

环境提质
共治共享激发乡村活力
清晨，身穿红马甲的大步头村党

群志愿服务队队员穿梭在乡间开展清
洁行动。这支由驻村干部、村“两委”
干部、党员代表和村民组成的队伍，通
过“农村积分制”激发治理内生动力。

“拆掉旧猪栏获得20积分，够换
一袋大米了！”村民陈姐指着自家刚翻
新的外墙说。原本斑驳的泥砖房外墙
换上蓝白相间的多彩墙绘，与邻家橙
黄色的农房构成村里的风貌长廊。

村貌的改善，始于环境的整治。
大步头村组建一支由驻村干部引领、
村“两委”干部协作、党员代表积极响
应、群众代表广泛参与的党群志愿服
务队伍，凝聚强大的整治合力，通过

“农村积分制”、党员设岗定责和党员
联系户等方式，村民们主动落实“门前
三包”。这种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让

“路净、河清、村美”从口号变为日常。
目前，大步头村通过创新“三清三

拆三整治”模式，以“裸房”整治、旧房
翻新、空房美化等措施，完成34间农
房墙绘改造，打造乡村风貌长廊。今
年以来，累计清理乱搭乱建8处、卫生
黑点12处。

从环境整治到文化惠民，从资源
盘活到产业富民，大步头村以“生态固
本、治理聚力、产业强链”的系统实践，
突破发展要素瓶颈，用“微改造”实现

“大变化”。如今，“一河两岸”与花野
长廊景致交融，制衣工坊与养殖基地
产销两旺，该村以“步步生花”的变化，
打造“百千万工程”鲜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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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海镇靖安村紧紧围绕得天独厚的广海镇靖安村紧紧围绕得天独厚的““绿色瑰绿色瑰
宝宝””，，全力打造独具全力打造独具““海丝海丝””风情的菩提古树公园风情的菩提古树公园。。

北陡镇大步头村基础设施实现全面升级北陡镇大步头村基础设施实现全面升级，，村口闲置荒地经村口闲置荒地经
过硬底化改造过硬底化改造、、增设健身器材增设健身器材，，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打卡点打卡点””。。

星海音乐学院师星海音乐学院师
生团队为台山学子进生团队为台山学子进
行专业艺术指导行专业艺术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