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到来，露营活动热
度持续走高。在郊外、景
区、河畔，总能看到露营爱
好者们的身影，他们在亲近
自然中享受悠闲时光。

台山的山海正以最温
柔的姿态敞开怀抱，这个夏
天，不必远赴千里，只需驱
车短距离便能在这里踏入
一片融合自然秘境与人文
韵味的露营天堂。从三合
镇的迷迭谷露营基地到赤
溪镇的麦芽海岛营地，从海
宴镇五丰村的东南亚风情
到斗山镇河畔的田园诗画，
台山以丰富的“露营+”资
源，为都市人编织山海间的
“慢时光”。今年暑假，不妨
来台山露营吧，赴一场山海
间的浪漫之约。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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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不妨来台山露营

在山海间享受“慢时光”

享受山谷静谧
听着涛声入眠

侨乡文化、滨海风光、温泉康养、
田园体验……台山旅游资源丰富，近
年来，当地出现以露营为基础、多种业
态相融合的文旅模式，多元玩法蓬勃
发展，吸引许多文化爱好者、自然探索
者、美食达人前来体验。

在三合镇那金村，迷迭谷露营基
地逐渐成为游客来台山露营的首选。
这个依托迷迭香种植基地打造的露营

空间，空气中弥漫着草本清香。有着
驱蚊驱虫功能的迷迭香，造就了“无蚊
营地”，更让露营者体验到与自然对话
的原始乐趣——到溪边营区泼水嬉
戏，到山边栈道惬意徒步，到综合草坪
区烧烤架烹饪晚餐，炊烟与暮色交织
成画。随着三合镇大力推动“百千万
工程”走深走实，当地农文旅融合发
展，迷迭谷的变化令人惊叹。三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谷，如今已形
成“溪边戏水—山径徒步—草坪聚会”
的立体场景。

沿着黄茅海跨海通道驱车前行，
赤溪镇的麦芽海岛营地也备受关注。
作为一个滨海营地，这里拥有2公里原
生海岸线，业态丰富，白天是日光浴
场，夜晚化身星空影院。营地最受欢
迎的项目当属“海景房车套餐”——夜
宿可听涛声入眠，晨起推开窗便是整
片蔚蓝。

体验异国风情
感受田园诗意

“这是斑斓卷，那是斑斓奶茶。”在

海宴镇五丰村的东南亚风情街，归侨
后代支起小食摊，迎来一批批游客。
五丰村是一个居住着13个国家和地区
归侨后代的村落，用斑斓叶的香气串
起异国记忆。印尼华侨的咖啡磨具、
马来西亚华侨的蜡染布、越南华侨的
斗笠……村口的归侨文化博物馆里，
每一件展品都是跨文化交融的见
证。村里有一处房车营地，配套20个
房车泊位，全部配备水电接口，让“带
着家旅行”的梦想照进现实。白天逛
博物馆，傍晚在红树林观鸟，晚上参

加印尼歌舞晚会，这种深度体验吸引
了湾区不少露营爱好者前来。

在斗山镇，爱乡滨河公园的景色
如水墨卷轴般展开，浮月村的15幢碉
楼在稻田中若隐若现，这些始建于
1917年的建筑，将西洋柱式与岭南灰
塑完美融合。沿着“一河两岸”碧道前
行，公园推出的“露营+研学”套餐颇受
欢迎——白天在陈宜禧纪念广场了解
中国首条民营铁路的历史，傍晚前往
浮月村观赏碉楼与晚霞的美丽风景，
夜晚在营地感受乡村稻香，体验台山
和美乡村的魅力。

此外，“凤乡玉怀”“禾与荷”等台
山本地民宿创新打造了草坪公园、野
餐区域，配备相关设施供游客露营、野
餐使用，丰富游客体验，让游客在民宿
即可感受“诗与远方”……

端芬镇政法干部伍荣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带着“人情味”定分止争

化解劳资纠纷，他据
理力争，为工人算“明白
账”；调解家庭、邻里纠纷，
他“两头说好话”，稳住双
方情绪；调处山林权属争
议，他跋山涉水，为的是明
晰林权界址……他就是端
芬镇平安法治办公室干部
伍荣壮。

作为一名基层政法工
作者，伍荣壮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化
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辖
区和谐稳定的道路上默默
耕耘，用心用情服务好群
众，以实际行动诠释政法
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善用法治思维高效解纷

山林权属争议与劳资纠纷是基层
治理的“硬骨头”。面对这些盘根错节
的矛盾，伍荣壮深知，唯有法治才是定

分止争的“金钥匙”。他以身作则，成
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坚持用
法治思维破难题、以法治方式化风险。

2024年7月，端芬镇发生一宗棘
手的建设工程劳资纠纷。某稻米加工

企业外包粮仓工程，因工资计算基准
存在分歧，矛盾迅速激化。伍荣壮闻
讯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他一
面安抚工人情绪，一面协调平安法治
办、派出所紧急介入。随后，伍荣壮召
集劳务派遣方、项目负责人和工人代
表进行沟通协调。

协调会上，伍荣壮基于法律视角
分析劳资纠纷的事实经过，用法治思
维破解争议点。他梳理、甄别《建筑工
人简易劳动合同》与《月工资表》（劳务
派遣单位、工人代表各自出具）的条
款，比较两者的法律效力，并向司法
所、政府法律顾问征询法律意见。他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说服双
方当事人，成功化解这宗劳资纠纷，9
名工人拿回工资约40万元。

扎根基层传递法治温度
扎根基层工作几十年来，伍荣壮

习惯于奔赴矛盾纠纷调解一线，他善
于抓住矛盾纠纷的核心，将矛盾纠纷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村里有群众在吵架，扬言要打人

……”刚在隆文村委会调解完山林权
属争议的伍荣壮，回程的路上又接到
新的调解任务。在村内杂物占用公共
通道，矛盾双方互不相让的情况下，他
自己动手将杂物搬走，成功将矛盾化

解在初期。
在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时，力求“底

数清、情况明、动态准”；在开展普法宣
传时，深入社区、学校、梅家大院等人
流密集处，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
口”……伍荣壮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
多面手，敏锐捕捉风险隐患的“弱信
号”。该镇综治中心逐渐成为集群众
诉求响应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于一体
的核心枢纽，“有矛盾纠纷到综治中
心”成为当地群众的普遍共识。

调解前，伍荣壮习惯给群众递上
一杯热茶，这源于他对本地民情的细
致观察——群众习惯在茶叙中敞开心
扉。工作中，他坚持“把茶泡好、把事
情说透、把心结打开”的理念，将调解
桌变成茶桌。与当事人、村干部、网格
员围坐，一杯热茶在手，几句家常问
候，适时轻拍肩膀，真诚肯定对方的合
理之处……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
却如春风化雨般迅速拉近心灵距离。
法律问题在轻松的氛围中得以沟通，
复杂情绪在茶香氤氲间悄然平复，这
种带着人情味的方式，使调解事半功
倍，让冷峻的法条传递出温暖。

伍荣壮坚守在工作一线，他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以忠诚担当巩固平安成果、筑
牢法治根基，持续擦亮平安底色。

江门日报讯 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
业学院“芋健未来”突击队深入台山市四九
镇，开展为期7天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通过产业调研、技术帮扶、文化传承等
形式，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在见面会上，四九镇相关负责人详细
介绍当地以鸡爪芋为代表的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现状和文化品牌建设情况，为大学生
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指明方向。广
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教师黄永昌系统
规划围绕鸡爪芋全产业链的调研计划，助
力鸡爪芋产业提质增效，彰显校地合作的
广阔前景。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期间，广东江
门中医药职业学院“芋健未来”突击队成员
们为农户带来“鸡爪芋标准化种植和病虫
害防治”主题技术课，提升农户的种植技
能。同时，突击队成员们深入探寻四九镇
的文化底蕴，深化“药食同源”智慧结晶，开
设中医养生讲座，并带领农户练习八段锦，
将中医药文化带到基层群众身边，为文化
传承与创新提供新思路，为乡村文化振兴
贡献青春力量。

此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校地
协同助力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的一个
缩影，展示了高校学子在乡村振兴中的积
极作用，彰显了校地合作的巨大潜力。

（黄颖欣）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素敏 通讯员/
都斛宣）在都斛镇中心小学的教室走廊
上，一棵特别的“大树”正悄然生长——稚
嫩的小手沾满颜料，在枝干上按下五彩斑
斓的印记，每一片“树叶”都承载着孩子的
梦想。这棵“梦想手印树”，是广东金融学
院“梦想起航小分队”与乡村少年心灵碰撞
的丰盈收获。7月6-12日，广东金融学院

“梦想起航小分队”以“青春筑梦乡村，知识
启迪未来”为主题，到该校开展支教活动。

此次支教活动的课程聚焦小升初关键
节点，针对乡村学生成长需求设计丰富内
容，包括心理健康、普法、小升初答疑等。
活动期间，广东金融学院“梦想起航小分
队”通过“挫而不折 向阳而生”主题心理
课，以小树苗成长、爱迪生发明电灯等案
例，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挫折，解析小升初可
能面临的学习、社交、心理等方面的问题，
并向学生传授接纳自我、拆解目标等应对
方法。同时，开展歌曲《国家》手语操教学，
让学生厚植爱国情怀；设置小升初答疑环
节，解答学生关于初中时间分配、作息、课
程设置等疑问；引导学生书写寄语卡片，增
进情感交流；举行“梦想手印树”仪式，让学
生以手印结合梦想书写的形式，坚定理想
信念；结合校园欺凌、刷单诈骗等案例，讲
解违法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引导学生识
别危险；通过互动断案环节，让学生在游戏
中理解法律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的法
治意识。

一周的光阴虽短，却点燃了乡村学生
的快乐。“时间过得太快了！”学生张诗琳在
支教活动结束时恋恋不舍地拉着广东金融
学院“梦想起航小分队”成员的手说。

此次支教活动不仅为乡村学校注入新
鲜活力，更充分展现了大学生的智慧与担
当。接下来，都斛镇将继续与高校深化合
作，探索乡村支教的长效机制，进一步释放
大学生的实践能量，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
注入青春动力。

我在一线
护航平安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高校学子“三下乡”实践活动
聚焦四九镇特色农业

助力鸡爪芋产业
提质增效

广东金融学院学生
到都斛镇支教

照亮乡村少年
升学路

台山的山海正以最温柔的姿态敞开怀抱，这个夏天，不必远赴千里，只需驱车短距离便能在这里踏入一片融合自然秘
境与人文韵味的露营天堂。

▲台山本地民宿创新打造了草坪
公园、野餐区域，配备相关设施供游客
露营、野餐使用。

伍荣壮（右）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