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戴欢婷

柯凌娜 郑慧苗 通讯员/蒋素媚）

人以地名，地以人显。9月23
日，南海区地名文化研学线路发

布，7条“最岭南”线路涵盖水

脉、文脉、商脉，创新走出研学新

路子。

地名，是写在大地上的历

史，是地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既与居民的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又承载着区域一脉

相传的文化记忆。

研学游是南海区落实推进

青少年的区情乡情教育，引导

广大青少年和时代新人热爱家

乡、回报桑梓的重要举措。当

下，南海区正联动40个研学基

地，打造具有南海特色的青少

年研学路线。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在不

同场合强调，必须发挥文化引

领作用，推动产业活力、城市活

力、人的活力全面迸发。区长

王勇在南海区高中教育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也强调，要坚持回

报桑梓的情怀，加强南海学子

的区情乡情教育。

千年古郡南海，拥有亿年

山脉、万年水脉、千年文脉、百

年商脉，丰富的岭南文化底

蕴，是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空间载体。此次发布的 7
条地名文化研学线路，涵盖崇

文尚礼之路、穿越商贸古道、

问道千年古村、风物美学之路

四大类。

穿梭于武广高铁横跨而过的

千年西华寺，沉浸式体验一眼看

尽南海千年的风物美学空间……

跟着地名出发，当日率先“尝鲜”

地名文化研学游的里水镇“梦想

少年团”，他们在一间间私塾博

物馆里，在一栋栋古建筑前，一

边看，一边记录，开启了一场跨

越时空的文化之旅。“梦想

少年团”成员孙芷晴在

朋友圈感慨：“一路

上，深入了解写在

地址簿、户口本上

的‘地名’，内心

十分激动。”

用 脚 步

丈量每一条

村，用地名

串起一个地

方的乡愁记

忆。当日，

南海民政局

局长陈的现

场分享，“梦

想少年团”都

是来自特殊家庭

的青少年，“行万里

路，读万卷书”是他们的梦想。

研学游正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生

动课堂”，关乎一代代人的文化自

信，是重要的社会事业。

为了帮助更多青少年加深

对南海人文、历史的认知，发布

会现场，“我地·我家”南海地名

文化建设基金成立。南海爱心

企业家李兆敏所在企业广东兆

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捐赠

10万元，专项支持南海区特殊

家庭的青少年参加地名研学游

活动。

筑梦未来，引领南海研学

新内涵。接下来，南海区民政

局将挖掘更多具有代表性的地

名文化研学线路，打造一批特

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地名文

化旅游 IP，将丰厚的地名文

化资源转化为文旅

融合发展优势，保

护和利用好地名文

化遗产，赓续南海

历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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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梁慧恩

通讯员/南农宣）佛山市全域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暨农村“厕

所革命”现场推进会近日在九江

召开，通报2023年上半年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实效检查结

果，研究和部署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农村“厕所革命”下一步工

作。

在实效检查考评中，南海区

位列全市第一。在镇（街道）检

查得分方面，西樵镇、里水镇分

列第二、第三名。九江镇水南社

区、西樵镇崇北社区、丹灶镇下

安村、里水镇里水社区获明检村

（社区）前五；里水镇瑶头村、西

樵镇岭西村、大沥镇水头社区、

大沥镇联安社区、狮山镇万石村

获暗检村（社区）前十。9个村

（社区）均被授予“佛山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优秀村（社区）”

牌匾。

会议还公布了第二批市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结果。其

中，南海有九江镇水南社区、西

樵镇儒溪村、丹灶镇塱心村、狮

山镇沙水村4个村（社区）通过

验收，并被授予“佛山市乡村振

兴示范村”称号。

2020年至今，南海区农村

人居环境水平在全市综合考评

中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南海围

绕佛山市推进“百千万工程”十

大行动重点任务，以创建省市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为抓

手，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整

合各类资源强化保障，实现乡村

公共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全部村

居达到省干净整洁村标准。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和“厕所

革命”，南海各镇（街道）、村（社

区）实招频出。比如，桂城街道

推进“拆除一片、清理一片、利用

一片”；九江镇发布《乡村美学复

兴十五条》；西樵镇统筹开展“红

色星期六”和“百社千队万人行”

品牌活动；狮山镇通过“书记‘看

比学’+‘我在群众身边’志愿服

务+‘自己家园自己建’村民公

约”相结合，多维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大沥镇采用“众筹”模式营

造“美丽家园自己建”的浓厚氛

围；里水镇制定人居环境整治竞

争性奖励扶持方案，将检查结果

与村干部绩效挂钩。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罗伟海

表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首要硬

仗。接下来，要发挥好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主体作用，补齐田头

棚杂物堆放、河涌保洁、乱搭乱

建等人居环境的短板，充分发挥

先进镇村的示范作用，推动乡村

从“个别美”走向“全域美”。

上半年南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领跑佛山

9个村（社区）获评优秀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燕慧

通讯员/许于平）新华社近日发

布《我们亚洲》宣传片。冲波而

出、跃浪争先的龙舟，勇往直前、

团结拼搏的选手……在长达四

分钟的视频里，来自南海大沥的

龙舟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受到

关注。

龙舟，2010年成为亚运会

正式比赛项目。在《我们亚洲》

宣传片中，来自南海大沥的佛山

市南海黄飞鸿中联电缆武术龙

狮协会队员，奋力挥舞船桨，笔

直的龙舟快速前行，向观众展示

了龙舟运动的魅力。

大沥镇是中国传统文化名

镇、全国龙狮运动名镇、广东省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醒狮、传统

龙舟）。端午前后更有全国现存

最古老的龙舟——盐步老龙起

龙、龙舟盛会等系列活动。龙

舟、龙狮、藤编、粤曲等传统岭南

文化在此蓬勃发展。目前，大沥

拥有醒狮、盐步老龙礼俗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13个。

在片尾的鸣谢名单上，制作

方鸣谢了大沥镇宣传文体旅游

办公室、大沥镇文化发展中心、

佛山市南海黄飞鸿中联电缆武

术龙狮协会、南海大沥平地麦边

武术龙狮团。

佛山市南海黄飞鸿中联电

缆武术龙狮协会曾代表国家获

得超过40项国际赛冠军以及

50多项国家级冠军，在多项龙

狮赛事中均取得前三名以上的

成绩，赢得“世界狮王”的美誉。

在大沥过年时的传统节庆活动

——醒狮盛会上，也总能看见他

们的身影。

平地麦边武术龙狮团，亦是

大沥镇的一张文化名片。麦边

舞龙，素有“南海第一龙”之称，

多次夺得省级、国家级、国际级

大奖。2013年，麦边舞龙入选

佛山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名录。

今年以来，大沥镇频频获

央媒关注。其中，在6月22日

央视 4套推出的特别栏目《传

奇中国节·端午》中，盐步老龙

亮相近 4分钟，向全国观众展

现了大沥独特的龙舟文化；央

视财经频道《中国米食大会》在

7月8日播出的节目中，聚焦了

南海区大沥镇的醒狮与“食夜

粥”文化。

2022年，大沥发布了《大

沥镇文化旅游体育发展“十四

五”规划》，提出构建“一带一轴

两廊四区”文旅体空间发展格

局，同时还要在中央活力区打造

老龙互访之旅线路，围绕“盐步

老龙巡游”这个主 IP，打造“龙

腾南海”的IP。

大沥元素亮相新华社亚运会宣传片

南海举行区直机关新任党
支部书记、“四强党支部”组
织委员培训

培训接地气
干事添动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通讯

员/基石）南海区近日举办区直机关

新任党支部书记、“四强党支部”组

织委员培训班，全区区直机关近

100名新任党支部书记、“四强党支

部”组织委员参加培训。

培训首日，南海区直机关工委

组织开展了党务知识测试，以充分

了解参训学员对党内法规和党务知

识的熟悉掌握程度，引导参训学员

固强补弱，带着问题投入学习。南

海区直机关工委重点围绕党章和党

内法规体系建设、打造机关党建特

色品牌、开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互

促共进新局面进行专题辅导，使参

训学员对新形势下机关基层党建面

临的新挑战新要求有更加清醒的思

想认识，全面增强务实抓党建、创新

抓党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据介绍，南海区直机关工委将

强基层、抓基础，作为强化提升机关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系统工程长抓不

懈。培训期间，工委将参训学员统

编为6个小组，通过集中交叉检查

党支部工作手册的方式，引导学员

在横向检查对比中审视自身党组织

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采取分组研

讨的方法，集思广益，寻求破解影响

新时期机关党建质量提升的实招。

同时，结合机关党组织和机关党员

“双报到”，组织参训学员深入研讨

机关党建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切入

点和最佳结合点。

与此同时，针对基层党组织换届

选举、发展党员和组织生活会三大重

点工作，南海区直机关工委采取“模

拟演练+现场点评”的方式，为参训学

员“送干货”“理重点”“解疑问”，将培

训课堂变成党组织会议现场，促使学

员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思考”，真

正做到党务知识入脑入心，实现理论

知识与现实工作双向融合。

南海“最岭南”地名文化研学线路发布
7条线路涵盖水脉，文脉、商脉，创新走出研学游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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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参观西华寺同学们参观西华寺。。

入选村居名单

入选明检村（社区）前五名：

九江镇水南社区

西樵镇崇北社区

丹灶镇下安村

里水镇里水社区

入选暗检村（社区）前十名：

里水镇瑶头村

西樵镇岭西村

大沥镇水头社区

大沥镇联安社区

狮山镇万石村

（上接A01版）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建设制

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

化等有机结合，让我们感到责任重

大。”四川省通信管理局局长郑蕾表

示，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新

型工业化进一步筑牢基础，我们将

加快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

用，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加快“5G+工业互联网”规模

应用，推动工业企业“智改数转”，更

强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产业政策、要素保障

等，对于推进新型工业化来说至关

重要。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朱

爱勋表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江苏将聚焦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持续发力，着

力打造质效优先、自主创新、数实融

合、绿色低碳、协调发展的工业发展

格局，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展现更

大担当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新型

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推进新型

工业化需要激发政府、企业、社会等

各方面的力量。”重庆两江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许宏球说，两江新区正在

加快打造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将

围绕链主企业招引上下游生态企

业，推动产业聚链成群，充分调动各

类经营主体积极性，切实增强推进

新型工业化的动力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汇聚起推

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力量。这让我

们倍感振奋。”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物

联网研究院教授王洋说，推进新型

工业化，人才是关键，作为教育一线

人员，我们将更加重视后备军和生

力军的培养，面向产业新趋势、市场

新需求培养高素质技能人员、工程

师，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人才支撑。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