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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刻记忆，砥砺前行。作为南海区唯一的年度事件和年度人物权威性评选活动，“南海农行杯”2020南海影

响力年度十件大事/十大人物评选自2020年12月1日启动以来，得到市民的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

经过筛选，主办方已确定了20件大事和20位人物作为候选。本报陆续推出系列报道，介绍20件候选事件及

其深远影响，并展示20位候选人物的先进事迹，网络投票同步开启。

2020年12 月21日至12月31日期间，市民可通过微信投票链接，或打开佛山+，点击南海影响力年度“双

十”评选活动广告页面、专题页面、浮窗，为你心目中的影响力事件和人物投票，每天最多可投3次。凡投票者可

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华为P40手机、扫地机器人、蓝牙耳机及现金红包等。 扫一扫

进入投票链接

2020年10月，由南海发

起申报的佛山生产服务型国

家物流枢纽正式入选2020年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成为

广东省唯一入选的生产服务

型国家物流枢纽。

南海作为佛山物流枢纽

的承载地，区位优势突出。地

处粤港澳大湾区腹地，是广佛

都市圈的核心区，河运、航空、

高速、高铁、地铁一应俱全；佛

山西站、广州南站两大枢纽带

来的便利，29分钟可达深圳，

40分钟到达港澳，与广东自

贸区的深圳前海、广州南沙、

珠海横琴三地相连，形成了珠

三角两小时自贸区经济圈。

南海规模庞大的实体经

济，也为佛山枢纽建设带来了

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增长的空

间。截至目前，南海拥有各类

市场主体超 37万户，其中工

业企业约6万家，形成了汽车

制造、有色金属、家具家电等

12个产值超200亿元的制造

业集群，2019年全区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3176亿元。

11月28日，由中国物流

学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主办的第十九次中国物流学

术年会在南海召开。这是该

年会2002年在南海举行首届

会议以来，时隔 18年后再次

在南海召开，成为南海对外展

示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按照规划，佛山国家物流

枢纽定位为世界级先进制造

业物流基地、大湾区一体化物

流核心枢纽、产业升级绿色供

应链组织中心以及佛山枢纽

经济创新发展动力引擎。

佛山枢纽将重点打造官

窑物流枢纽区为主、南鲲物流

枢纽区为辅的两大片区。其

中，官窑物流枢纽区位于南三

合作区腹地，将按照“高站位、

多功能、优服务”的国家级物

流枢纽发展定位，致力打造生

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依

托佛山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南

海将通过统筹规划迁建等方

式整合区域铁路专用线、专业

仓储、多式联运转运等物流基

础设施，减少物流设施无效低

效供给，促进土地等资源集约

利用。

佛山生产服务型国家物

流枢纽入选2020年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名单，既是对南海物

流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也将

推动南海物流产业开启崭新

的发展篇章。通过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佛山、南海乃至粤

港澳大湾区得以融入国家物

流大通道，便捷链接国内、国

际大市场。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

佛山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入选2020年国家物
流枢纽建设名单

打造国家物流枢纽
注入发展新动力

都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

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2017年3月，西樵镇

启动“樵山父母学堂”，并在

2018年9月挂牌成立西樵镇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截至目前

已惠及群众 305840人次。

而这都离不开一个人：西樵镇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负责人区

才芳。这位土生土长的西樵

人，在经历了30年的教师生

涯后，选择在家庭教育的起点

上再起航。

从1988年踏上讲坛的

那一天起，区才芳见证了西

樵教育事业的发展变迁。

2004年至2005年，作为当

时的民乐小学校长，区才芳

为了提振师生精神，邀请黄

飞鸿狮艺武术馆的师傅走进

校园教学。

于是，该校从狮艺兴趣

班开始，将这项特色教育一

步步推广至全校学生。这些

年，民乐小学把这项特色教

育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教育品

牌，并多次走上了春晚大舞

台，成为了内地与港澳，中国

与外国文化交流的一张名

片。

在学校教育和管理所取

得的成绩并没有让区才芳停

止脚步。2014年，她开始主

动进修家庭教育课程，把心

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结合在一

起，应用到家庭教育中。后

来，她带着“樵山父母学堂”

走进校园，向家长传授家庭

教育的方法，还在家庭教育

指导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坐镇”，给予遇到问题的家

长和孩子“一对一”帮助，从

家庭开始，解决教育根源问

题。

何谓智慧家教？区才芳

介绍，就是通过“双线并进”推

广家庭教育，即线上通过互

联网平台发布音频、视频，让

家长们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学

习；线下组织沙龙、讲座、工作

坊活动，让重视家庭教育的

家长相互交流。

经过近3年的探索，中心

在镇内所有中小学幼儿园落实

市规范家长学校“3+1”课程，

开展家庭教育讲座、亲子活动

共计194场，家长互助成长小

组工作坊7期，个案辅导跟进

786人次，线上微悦读28期，

微课、讲座114节，线上课程

累计播放量达279826次，惠

及群众305840人次。此外，

中心还从全镇教师队伍中培育

出48位义务家庭教育指导师，

并成立了家长家庭教育义工先

锋队。

未来，她将继续往“三全

育人”（全域、全员、全程）的方

向努力，让家庭教育涵盖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所有

人成为家庭教育的受益者和

践行者，随时随地都能学习

并践行智慧家教。

文/珠江时报记者罗炽娴

西樵镇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负责人区才芳

30年教师生涯再起航
推广普及家庭教育

今年11月，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座谈会在西樵举行。

西樵镇被授予广东佛山基塘农

业系统项目的“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牌匾。

2012年，原农业部启动

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

作。旨在通过认定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弘扬农业文化，增

强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自豪感，以及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而且把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作为丰富休闲农业的重要历

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来开发

利用，能够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带动遗产地农民就业增收，可

以实现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

中传承。

经过多年的发掘，包括浙

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广西龙

胜龙脊梯田系统、福建安溪铁

观音茶文化系统等多个项目入

选。2019年底，第五批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出炉，以西

樵镇为核心的广东佛山基塘农

业系统项目成功入选。

广东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廖

森泰充分肯定了西樵对基塘农

业系统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

作，并鼓励西樵要乘势而上、做

强做大。“考虑通过增加生态农

业科研与生产基地，提升‘科

研’的水平，努力将这个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向世界性发

展。”

据了解，广东佛山基塘农

业系统项目遗产所在地位于广

东佛山珠三角基塘农业保护

区，范围包括儒溪、七星、朝山、

岭西村周边的基塘农业区域，

总面积10659亩，其中核心区

面积 1000亩，次核心区约 1
万亩，辐射周边基塘农业总面

积20万亩。

近年来，西樵镇不断改造

提升该片区。首期以西樵山南

麓约 1000亩鱼塘片区为中

心，依托珠三角的蚕桑文化，以

岭南水乡的自然风光为景观，

建成集游玩、娱乐、休闲为一体

的体验式文化旅游园。此外，

积极推进西樵山南万亩桑基鱼

塘片区建设，落实建设传承和

发展基地、打造生态养殖示范

区、打造水上生态观光旅游线

路、计划引入第三方养殖机构、

计划引入“香云纱文化产业基

地”等重点工作。其中，已建成

核心区生态养殖示范区，片区

看护房改造提升项目也在稳步

推进。

授予“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牌匾对于西樵未来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接下来，西樵镇将

以此作为起点，举全镇之力继续

推进和发展基塘农业文化工作，

助力南海创建广东省城乡融合

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文/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

广东佛山基塘农业系统项目获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发展基塘农业文化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西樵桑基鱼塘。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摄

2020年4月，佛山市优

秀共青团干部荣誉表彰名单

公布，南海区大沥消防救援

站党支部书记陈杨丰荣获优

秀基层党支部书记。在入伍

的14年间，陈杨丰先后收获

多项荣誉，包括9次荣立个人

“三等功”、佛山市“佛山十佳

人民警察”、公安部消防局优

秀基层指挥员称号等。

去年年底，高明凌云山

突发山火，全市出动388名

消防人员参与救火。其中，

也包括了陈杨丰。“去年 12
月 7日早上，突然接到上级

指令，我和同事就立马出发

了。”陈杨丰回忆说，当时着

火的山坡烧成了一个半圆，

山下有一个工厂，他们的任

务就是在大火烧到厂房前将

大火扑灭，最大程度减少损

失。

整整5个小时的连续作

战，最后一点余火终于扑

灭。可是，还没等陈杨丰坐

下来好好休息，风向突然改

变，凌云山西片区另一个山

头又燃起大火。他和同事马

上再次出动，参与灭火。“后来

大火是灭了，可是我们还是

不敢走，担心其他地方再次

着火。”陈杨丰说。

深入火场救援，陈杨丰早

已习惯。据不完全统计，陈杨

丰入职14年来累计参与火灾

救援四千多次。“每一次的救

援都有危险，每一次的出征都

很坚定。”陈杨丰说，救火灭火

不能有一丝丝的大意，它关系

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除了火灾救援，他还要

参与过台风救援、水下救援

等工作。值得一提得是，陈

杨丰还是广东省为数不多的

有潜水资质和教练员资格的

干部，曾长期担任佛山唯一

的水上救援分队队长，参与

水下救援300余起，被同事

亲切称为“浪里白条”。

此外，陈杨丰还率领中

队科研小组研发水域救援

服，在230多个复杂水域环

境里对水域救援服的性能参

数进行测试，将水域救援服

应用于150余次水域实战救

援当中，获得了公安部“三小”

活动的最佳发明奖。“希望通

过科学救援，挽救更多的生

命、减少群众的损失。”陈杨丰

如是说。

文/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

南海区大沥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陈杨丰

浴火奋战14年
参与救援超4000次

■陈杨丰。 （资料图片）

■佛山国家物流枢纽规划。 （资料图片）

■区才芳。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