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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祭扫须预约，倡导线上

寄思念……4月6日是清明小长

假后首个工作日，珠江时报记者

跟随南海区7镇街派报员，进村入

企到校派发第36期《新时代南海

家书》，文明祭扫、全域旅游、家书

日记、新冠疫苗、共有产权住房、

“十百千”计划配套实施细则、学

党史、村改等报道引发各界热议。

4月3日，伴随着本期“家书”

新鲜出炉的还有珠江时报、南海家

书微信公众号推文《踏青闯关赢红

包！点击开玩→》，第十四期南海

学习达人挑战赛邀您欢乐踏青！

“梦之声”国粤双语版“家书”音频

同步上线，调动听说读写多种技能

为您传递南海一个月大事记，全平

台短时间内阅读量达10万+。

》学党史
“红色宝藏”成为“活教材”

“这期的内容比较丰富。”徐

雅珠是桂城街道江滨社区工作人

员、江滨社区团委委员，每月第一

周，她都会仔细阅读新一期的“家

书”，进行“评报”。

本期，徐雅珠最称赞的莫过

于《南海持续掀起党史学习教育

热潮》一文的“实地研学”模块，此

处将南海的“红色宝藏”同版罗

列，包括6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4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16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处国防教育

基地及2处爱国教育公园。徐雅

珠认为，这为广大党员和市民群

众瞻仰红色革命遗址，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提供了“活教材”。

党史天天学、教育整顿每日

应知应会……4月6日午间，九江

派出所综合室民警陈景麟正认真

做着党史学习笔记。“吃完饭打开

手机看到新一期‘家书’的学党史

内容，就想起来我们的党史天天

学了！”今年3月，九江派出所召开

了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在

全警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惠生活
老旧小区改造最受关注

当看到《确保到2022年全面

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版面时，

大沥镇渔业社区幸福院社工黄顺

兴一阵欢喜。

“我们渔业社区去年已全面

完成雨污分流管网铺设，目前已

投入使用几个月，对我们的影响

是积极的！”黄顺兴表示，自2020
年渔业社区雨污分流工程完成

后，河涌水质变好了，难闻的味道

消失了，居民也更喜欢到河涌边

散步。

在不远处的里水，在电脑前

浏览最新一期“家书”的里水居民

蒲卓文，对与上文同版面的《南海

区部署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和

垃圾分类工作》报道发出感慨。

“以前，我家附近的巷子几乎都不

平坦，各家门前的小台阶更是占

了不少位置，老人小孩出行尤其

不便，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摔跤，下

雨天更是难走。”蒲卓文说，无忧

出行是人们获得生活幸福感和安

全感的基本保障之一。

》爱助企
强力扶企政策振奋人心

4月6日下午，佛山市南海区

高新技术产业协会秘书陈景钊一

上班就打开电脑，例行浏览新一

期“家书”。

《15个重点项目签约落户三

龙湾南海片区，总投资123亿元》

《南海区出台“十百千”计划配套

10份实施细则》《进口重要装备

最高扶持100万元》等报道让他

精神大振。

“南海出台一系列力度前所

未有的政策，为的就是支持企业

不断壮大，向纵深发展。”陈景钊

表示，3月份，佛山市南海区高新

技术产业协会联合狮山镇经济发

展办公室，举办狮山镇奖励扶持

政策宣讲会，落实区委的部署，鼓

励企业用好用实政策、向高质量

发展迈进。

》一起“苗”
打消群众“苗苗”疑虑

“听说近几天又多了好多群

众去打疫苗了！”4月6日上午，九

江镇下西社区居民朱惠霞打开最

新一期“家书”，翻到《新冠疫苗免

费打 市民可预约接种》一版时

说。作为下西社区上基经济社的

妇委执委，朱惠霞这几天挨家挨

户派发接种疫苗的预约单张，她

反映，许多群众早前均抱着观望

心态，现在经过大力宣传，很多人

积极预约接种。

“改天就去预约接种！”丹灶

志愿者张博一看到《新冠疫苗免

费打 市民可预约接种》这个醒目

的标题，便记录下丹灶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点的地址。

在西樵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接种的西樵镇樵园社区居民吴诗

韵说，明显感觉到身边的同事、朋

友都在关注接种疫苗这件事。她

认为“家书”中提及的新冠疫苗接

种预约流程等内容，正好能给他

们很好的指引。

》议家书
防电信诈骗报道引共鸣

丹灶新市民林晶晶格外关

注《预存话费送手机？莫贪小利

吃大亏！》报道，还向记者谈起刚

毕业时看到置换手机的网络广

告差点上当的经历。“我要多阅

读‘家书’，这里不仅有权威的时

政新闻，还有贴近生活的民生新

闻，对开阔眼界、提高辨别是非

的能力很有帮助。”林晶晶说。

“之前我在医院动手术后不

久，就收到一条健康回访的短

信，资料填着填着突然让我填身

份证号码和账号密码，说是有

50万元的医疗保障送我，还好

我有所警惕才没上当。”大沥镇

渔业社区长者邓伟明看着“家

书”上同一篇报道，表示希望公

安机关多给中老年人普及防诈

骗知识，提高大家的防范诈骗能

力。

鹤峰村：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振兴
凝聚起每一名村民、每一户家庭、每一个经济社，积聚力量奔小康

最美人间四月天。连
片的农田越发翠绿，小公
园里的黄槐花开得正盛，
里水鹤峰村日前又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表彰大会”，
一批优秀党员、村民代表、
五好文明户，在全村人的

见证下，自豪地接受表彰。
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南海县第一批创建的文明村之

一，鹤峰村始终努力传承优良的文明传统，并不断创新举措
提升全村人的文明素养，以文明之风凝聚起每一名村民、每
一户家庭、每一个经济社，锲而不舍地积聚力量奔小康，抢抓
机遇奋力走上振兴之路。

■大沥镇渔业社

区长者居民邓伟

明翻看“家书”，表

示希望公安机关

多给中老年人普

及防诈骗知识。

珠江时报记者/

吴志恒 摄

■鹤峰村干净整洁的村容。 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 摄

■鹤峰村村民在五好文化宣传墙绘前合影。 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 摄

去年5月，鹤峰村村民周

永光家门口挂上了“鹤峰村文

明户”牌匾。周永光说，作为文

明户，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好本

分，树立榜样，带动周边的人，

多一个文明户，村风就会更好。

一年后，在周永光等文明户

的带动下，鹤峰村的文明户增至

59户。4月2日，鹤峰村表彰了

一批典型，其中包括8户获得

2020年文明户荣誉的家庭。

2018年，鹤峰村正式开

展“五好文明户”家庭评选活

动，首批共评出 9户文明户。

回想起第一年评选文明户，鹤

峰村党委书记高家安直言，当

时没有想到评出来的家庭还不

太愿意挂上文明户牌子。

“这反映出我们的家风乡风

还要重点建设。”高家安一直在

思考，怎样才能进一步弘扬好家

风，推动整个村的精神文明建

设，从而提升村民整体素质。

从0到59，鹤峰村领导班

子想尽了办法，不断挖掘综合

素质高的家庭，为村民树立榜

样，甚至专门出版了内刊《迈向

幸福——鹤峰村五好文明户风

采》，记录了每一户文明家庭的

文明日常。鹤峰村用身边人讲

身边事，让身边人学身边榜样，

让更多村民倍感亲切，又感觉

到践行“公德好、家风好、文化

好、生活好、卫生好”，人人都可

以做到。

20世纪90年代初，南海

县委领导率祝贺团到鹤峰村送

“文明村”牌匾，一度成为鹤峰

村文明建设的佳话。如今，为

让更多村民以文明户为荣，鹤

峰村领导班子率领醒狮队，前

往各文明户家庭逐户挂上“五

好文明户”牌匾。

再低调内敛的村民们，收

到邻居祝贺时，也是满脸骄傲

自豪。这是一种滋润心田的荣

誉，是一种可以凝聚乡情的无

形力量。三年来，鹤峰村大力

营造的文明乡风吹遍了大街小

巷，让文明户家庭勇于出列，让

村民“学有榜样，赶有标兵”。

“鹤峰村开展‘五好文明

户’评选后，有了学习榜样，大

家的素质不断提升，村里的环

境明显变好了！”村民杨丽敏

说，“五好文明户”发挥了传帮

带作用，让大家都动起手来参

与三清三拆三整治，共同维护

干净整洁环境。

曾经不注重屋前屋后卫生

的村民变了，成为三清理工作

积极分子；曾经鲜少参与村务

的村民变了，疫情防控期间总

是来站岗；曾经与邻里关系不

和的村民变了，建新房时主动

让出10公分空间……这些年

来，鹤峰村民们见证了一个又

一个文明建设的成果。

让文明扎根，为振兴赋能。

春暖花开季节，鹤峰村民

家门前的花园繁花盛放，映衬

着村民们日益红火的生活。

多年积累下的发展基础，终于

要迎来质的变化。

今年，鹤峰村迎来了好机

遇，入选佛山市第三批乡村振

兴示范村名单，再加上作为镇

级第二批建设的乡村振兴示

范村，鹤峰村将共获得高达三

千万元的乡村振兴资金。

日前，鹤峰村领导班子与

佛山市美丽乡村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相关专家召开论

证会，并前往鹤峰、高边、岑岗

三个经济社实地调研，根据村

民的诉求初步提出因地制宜

建设方案，除了要对各经济社

出入巷道进行全面硬底化改

造，实施明渠暗渠化提升人居

环境外，还将统筹整合村里的

环境特色资源，串点成链。

高家安表示，鹤峰村将把

握好乡村振兴机遇，将环境、

景观、路网等进行全面提升，

并希望可以成功集约 2000亩

的农田打造一个农业大观园。

鹤峰村民高壹峰知道乡村

振 兴 的 初 步 方 向 后 非 常 期

待。他说，现在村里四周都铺

上水泥路，装上明亮的路灯，

很多村民都喜欢来到田边散

散步，邻里间的关系也拉近不

少。今后环境再提升，一定会

得到村民认可与支持！

村民奔向小康，鹤峰村走

向振兴，始终离不开文明赋

能、乡愁凝聚。鹤峰村计划进

一步盘活文化载体，发挥清代

著名书法家谢兰生的名人效

应，把鹤峰旧小学仓库改造成

谢兰生书法培训中心、鹤峰市

场改造成谢兰生书法艺术中

心等，另外再打造村史馆，进

一步传承历史文化，提炼鹤峰

精神，凝聚民心。

以小家风营造文明乡风

记者手记

示范村迎来新机遇

文/珠江时报记者欧林菊刘传鹏 通讯员李翠媚

同心奔小康
离不开好家风

家风，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

行为准则，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

神动力，更是一个村（社区）和谐

稳定的基石。

同心奔小康，离不开家家户

户的好家风。

鹤峰村党委从家庭入手，通

过“五好文明户”评选，号召大家

立家训、扬家风，以好家风引领

乡风，把民风建设作为推动文明

鹤峰的最重要抓手，带领村民奔

向小康生活，为乡村发展注入新

活力。

小家风引领好民风，实现大

“治”慧。鹤峰村不断探索党风、

村风、行风及民风建设，针对党

员、村民代表、行政人员、文明户

等对象，制定专门的考核与评优

标准，逐渐形成一套农村思想教

育体系。

文明新风，润物无声。如今

的鹤峰村，振兴之路上，全民学

有榜样、追有标杆，民心更齐，力

量更大。

第36期《新时代南海家书》派发

“红色宝藏”传递红色文化民生报道引发热议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孙茜

文/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朱明菲钟泽诗 吴玮琛孙茜

吴志恒邓施恩

通讯员/冼发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