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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杨晨吴小龙陈燕均报道 当前，

佛山正处于冷暖交替频繁、雨水充

沛的早春时节，白纹伊蚊虽未大规

模繁殖，但其越冬蚊卵已悄然潜伏

在各类积水容器中。阳台角落的

花盆托盘、天台堆放的废旧容器、

屋檐淤堵的排水槽……这些看似

不起眼的积水点，可能为蚊虫暴发

埋下隐患。

南海区卫健局呼吁市民把握

早春防蚊黄金期，重点排查阳台、

天台、庭院等易积水区域，通过

“清、翻、疏”三字诀阻断蚊虫繁殖

链，降低夏季登革热传播风险。

佛山市冬天温度通常不适宜蚊

虫繁殖，它以蚊卵的形式藏匿于有积

水或以前有过积水的各种小型容器

（如各种瓶瓶罐罐、花盆托盘、废旧轮

胎、室内外闲置容器等）内壁上。此

时蚊卵处于“滞育期”，具有一定的抗

寒抗干燥能力，静待春暖花开时孵化

成蚊，传播登革热等疾病。

开展越冬白纹伊蚊防制工作，

重点是搞好环境卫生，全面清理清

除白纹伊蚊可能产卵的容器。

早春防蚊黄金期
速查这些积水点

珠江时报讯记者关境充沈芝

强摄影报道 近日，九江慈善会发

起向全社会征集与万善堂相关的

书籍、字画等的倡议，社会各界踊

跃参与。

“万民共沐恩波远，善果连绵

世泽长”“百载慈航灯塔亮，九江乐

善地标明”，《赠医施药图》《万善堂

修缮进行时》……在九江镇吴家大

院，地情专家陈品良与数名热心人

士向九江慈善会捐赠一批字画。

热心市民关尧均捐赠2副楹联，他

说，“万善堂早期开展过赠医施药、

救灾济贫等慈善工作，是九江的慈

善地标，对市民有着重大的意义。”

九江美术协会名誉会长、南海

九江老年诗书画摄影协会会长陈

浩禧捐赠了书画《万善堂修缮进行

时》，他介绍，自万善堂启动修缮以

来，他几乎每周都会了解修缮进

展，并画下修缮过程图，“希望以此

来记录万善堂修缮过程，记录万善

堂重生历程。”陈浩禧说，接下来他

还会带领美术协会、老年诗书画摄

影协会会员一起参与进来，共同记

录万善堂修缮过程。

此外，万善堂最近还收到了市

民捐赠的竹筹（取号牌）；南海区第

九人民医院捐赠药秤、药缸与药

盅、算盘等珍贵旧物。这些捐赠不

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爱心的传递，

是万善堂文化精神传承的生动体

现。

九江镇公共服务办、慈善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百年慈善地标修缮

需社会各界多元参与，呼吁公众通

过资金捐助、捐赠历史旧物、提供

珍贵影像或文献、分享口述记忆等

形式贡献力量。当前工程在加速

推进，旨在以实物捐赠与精神传承

的双重路径，还原地标历史原貌与

文化肌理。

捐赠历史旧物
留住古建“乡愁”
九江征集与万善堂相关的书籍、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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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摄

影报道 3月7日，里水镇举行

企业家大会暨里水商聚力政企

交流会，进一步推进里水商聚

力十大会长工程改革工作，

“里”遇企业家，助力新质生产

力发展。

大会还表彰了2024年度

慈善先锋、慈善典范、增资扩

产、科技投入、出海扬帆、经济

贡献等工作突出的获奖单位。

把脉制造业发展方向
2024年，里水工业总产值

突破1500亿元，背后是里水企

业家“向新求变”的生动实践，

更是对南海区“坚守制造业、再

造新动能”战略的坚实支撑。

目前，AI技术已加速融入

行业生产系统，据预测，未来两

年将深入50%以上核心场景，

为企业带来更高效、智能的运

营模式。

大会邀请了华为、中国移

动、中金公司等多位行业专家，

就“AI+产业升级”“DeepSeek
前沿科技”“企业出海”等主题

进行深入分享。行业专家详细

阐述了AI技术如何赋能制造

业，推动产业升级，DeepSeek
等前沿科技在提升生产效率、

优化用户体验方面的巨大潜

力，并从全球宏观环境、产业趋

势等角度为里水镇的企业家们

提供了详尽的“出海攻略”。

里水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邱安邦希望，里水企业家要向

“新”而行，向“外”突围，向“实”

发力。里水谋划2000亩科创

产业保护区，政策、资金、人才

“三驾马车”齐备，目标就是把

里水打造成大湾区“科创智造

样板间”。里水总商会也将出

台《企业出海宝典》——从展会

补贴申领“手把手教学”，到外

贸市场“破冰攻略”，再到多语

种人才“资源池”，一本宝典全

搞定，还会继续深化“你点单、

我上菜”服务机制，做好里水企

业的“后勤部长”。

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会议还对里水商聚力十大

会长工程的创新成果进行全面

展示。过去一年，里水镇积极

实施商聚力十大会长工程，为

镇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该工程以提升商协会

引领行业、赋能产业、服务企业

的能力为核心，通过搭建“政府

搭台，企业家领题”的模式，推

动了包括“以商营商、商帮互

助、供应链金融、数智赋能、品

牌强企、美企行动、青蓝接力、

营商学堂、广佛商联、总商会大

厦”在内的十大工程落地实

施。这些工程的实施，不仅有

效提升了里水镇的营商环境，

更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在商聚力十大会长工程的

推动下，里水新质生产力蓬勃

发展，成功打造了一批标杆园

区，如世发（广佛）包装印刷产

业园、金峰兆业时尚数字产业

社区、广禾物流园等。这些园

区通过统筹整合产业链，加快

了印刷包装、鞋业、传统物流等

行业的转型升级和集聚发展。

里水总商会会长高耀庭介

绍，接下来，里水总商会将继续

深化商聚力十大会长工程的精

神内涵与实践探索，当好里水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倡导者、里

水制造业当家的实践者、里企

新生代力量的培育者、里商精

神的传播者。

里水镇镇长余海生寄语企

业要自强和外拓。企业要练好

内功，积极推动“科技+产业”融

合发展，前瞻性布局关键技术，

强化自主研发能力，推进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使科技创

新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引擎，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

跨越。要推动“人文+产业”融

合发展，善于运用人文力量发

展新赛道，把文化融入企业发

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

势。外拓方面，里水将实施科

创三年行动计划，首期划定

2000亩科创产业保护区，打造

“全链科创园”。

里水镇举行企业家大会暨里水商聚力政企交流会

“里”遇企业家 引爆“商聚力”

“三向攻坚”打造绿美大沥
通过向水要绿、向地谋金、向废寻美，深化“绿美之城中心大沥”建设成果

■现场表彰一批优秀企业。

■联安社区

周 边 精 品

“四小园”。

■捐赠的画作。

■社区工作人员处理楼顶积水。 （通讯员供图）

（一）及时清理家中的生活垃圾。

（二）室外的各种盆、瓶、罐等容

器积水需要及时倾倒，清除废弃的

容器，暂时闲置未用的容器应当逐

一翻转反扣，防止再次积水。

（三）庭院内或室内的水桶、水

缸、水槽等功能性储水容器需要严

密加盖并定期换水。

（四）对于一些洼地、假山、树洞

等积水，可以使用砂土填埋的方法

防止蚊虫孳生。

（五）将竹筒劈开十字槽，或者

用细沙填满可能积水的竹筒。

（六）轮胎可在下方扎孔防止

积水，或在里面投放废机油或者灭

蚊药物。

（七）景观水池饲养观赏鱼灭

蚊，适用鱼种有金鱼、锦鲤、食蚊鱼、

罗非鱼等。

（八）家禽家畜等饲养动物的

饮水槽最少7天换一次水。

（九）清除室内积水，尤其是花

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

冰箱底部的水盘等。富贵竹、万年

青、绿萝等水培植物应每隔5-7天

换水洗瓶、清洗根须。登革热流行

期间最好不要种养水生植物，如要

种养则改为用泥、沙种养。

（十）注意阳台、楼顶、屋檐排水

槽及屋顶反梁积水，需要及时疏通

排空，同时注意简易塑料布搭棚的

棚顶积水，及时将积水疏导。

（十一）对于水池、沙井、电缆

沟、排水沟、化粪池等难以清除积水

的水体，投放缓释杀虫剂，如有机磷

缓释剂或生物制剂。

居家防蚊指南

联安社区在铁路坑涌旁新

栽种270株水杉、沥中社区盘活

闲置地种上乔木……在春季植

树造林的黄金时期，大沥掀起了

一场全民参与的乡村绿化热潮，

通过向水要绿、向地谋金、向废

寻美“三向攻坚”，不断深化“绿

美之城中心大沥”建设成果。

向水要绿
水岸焕新打造诗意亲水空间

大沥镇建成区占比超八成，

如何在有限的存量空间里挖掘

绿化潜力？南海区创新提出的

“美水计划”，为大沥镇提供了

“向水要绿”的解题思路——将

河岸湿地转化为植绿新阵地。

为此，大沥不少农村社区开

启了“水岸焕新”的探索。其中，

联安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带

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河岸绿美

建设，拆除铁路坑涌河涌覆盖物

40处，面积超1200平方米；拆

除河岸违规建筑18处，硬底化

面积约4200平方米。同时，对

沿岸的闲置地、边角地进行改

造，建成了12个“四小园”。在

绿化植物的选择上，既有紫花风

铃、串钱柳等观赏性乔木，也栽

种了荔枝、龙眼等果树，让居民

既能欣赏美景，又能享受果实。

此外，还为沿线厂房的白墙绘制

了超1000平方米的主题墙绘，

增添了文化氛围。

今年年初，联安社区再次发

力，联动各方力量，在铁路坑涌

旁新栽种270株水杉。如今，这

里已成为一条充满绿意的水岸

“绿道”，为居民提供了一个亲近

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

联安社区的“水岸焕新”只

是大沥镇“美水”行动的一个生

动范例。2024年，大沥镇发动

各界党员干部和群众添绿添美，

新种苗木超1.5万株，新建提质

“四小园”超2000个，打造主题

林超150片，名企园34个，增

绿面积超300亩。

今年，大沥镇共挖掘“水边”

种植空间近 5000平方米，横

江、沙溪、水头、奇槎、联滘等社

区也相继开展“美水”实践，勾勒

出一幅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美

好画卷。

向地谋金
闲置地美化变身“绿色银行”

近年来，大沥镇引入“绿

美+”空间治理模式，见缝插绿、

见空补绿。该模式以盘活闲置

地块为突破口，将零散土地打造

成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于一

体的复合空间，既拓宽了社区集

体经济的增长渠道，又构建起环

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

良性循环。

沥中社区便是这一模式的

成功践行者。2024年，沥中社

区精心“扮靓”漖心路，打造出

黄花风铃一条街，并将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幸福院、卢合美丽

塘基、陈边经济社四小园、香基

河陈边段亲水栈道等串联起

来，建成了沥中“最美路线”。

近日，沥中社区以“美村”行动为

抓手，自筹100多万元，将位于

漖心路中段的34亩闲置地盘

活，栽种了黄槐、红花风铃、香

樟、广州樱和鸡蛋花等乔木，为

“最美路线”再添一道亮丽风景

线。

沥中社区还计划引入社会

资源，在这片土地上设置科普教

育点和户外露营点，打造一个集

生态涵养、农耕教育、休闲娱乐

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农耕生态

园。此举不仅能带来良好的环

境效益，还能通过发展“林下经

济”，提升集体收益。

向废寻美
腾退复绿唤醒沉睡空间

大沥镇在推进乡村绿化工

作时，不仅持续拓展“水边”“路

边”的绿化空间，还将目光聚焦

到零散低效建设用地的生态重

塑上。

河西社区就是一个典型案

例 ，其 对 河 三 经 济 社 占 地

14.04亩的废旧厂房进行腾退

复绿。这片复绿地块原本是简

易结构的厂房，不仅存在消防安

全隐患，而且由于业态低端，严

重制约了城市品质的提升。河

三经济社最终以高达97%的同

意率通过拆旧复绿方案，释放出

绿化空间，并种植了一批秋枫，

打造出与周边居住环境相协调

的休闲公园。同时，河三经济社

积极运用绿券政策，实现了土地

的集约利用。

沥北、谢边、沥中等社区也

纷纷探索使用“腾退复绿—指标

置换—功能升级”的绿色发展方

程式，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

鉴的宝贵经验。

未来，大沥镇将持续深入

推进美丽庭院、绿美道路、绿意

水岸等工作，打造更多绿美示

范村，积极孵化绿美经济，推动

“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让

绿色成为大沥镇发展的底色。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

者吴志恒

通讯员李翠姗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