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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赣深铁路惠州北站计划春节前封顶

未来从惠州到深圳
乘高铁只需半小时

新快报讯 记者许力夫 通讯员李
俊浩 曾建山报道 近日，记者走进中
铁城建惠州北站项目工地现场看到，
旋挖钻机飞速运转， 装载机的钢铁巨
臂铲开一片片平地。一眼望去，到处是
紧张忙碌的施工场面。 据项目负责人
介绍， 惠州北站地下城市通廊和地上
站房结构正在同步施工， 站房已建至
地上一层。 “主体土建结构已完成约
70%，预计在春节前封顶，然后全面转
入钢结构和安装装修施工。 ”

赣深铁路是江西对接珠三角的主
通道，是全国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
的重要一段。 赣深铁路在惠城区小金
口街道设惠州北站， 该站站房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是赣深铁路全线 8 座新
建车站中，面积最大的一个，由中铁城
建集团负责施工。 惠州北站站房主体
共有三层， 局部为四层， 建筑总高度
33.96 米，站房下方负一层设城市通廊
和出站厅，负二层预留地铁通廊。站场
规模为 7 台 16 线， 其中赣深场 5 台
12 线，莞惠城际场 2 台 4 线。

建成通车后， 市区居民从惠州搭
乘高铁前往深圳只需半小时， 前往赣
州等地只需一个多小时。 赣深高铁和
广汕铁路通车后， 从惠州北站坐高铁
出发，既可以通过南北走向抵达东莞、
深圳乃至香港， 也可以通过东西走向
到达广州和汕尾， 时间都在半小时左
右。届时，惠州将全面融入大湾区大交
通体系和广深“半小时经济生活圈”。

谭儒萝卜基地
年产值超过 2600 万元

鲜、脆、甜、无渣、入口即化———这已
经是坊间近年来对于谭儒萝卜的一种共
识，从三年前伊始的“萝卜产业”，不但让
谭儒村的 92 户贫困户 214 人达到了脱
贫标准， 更带动周边邻里乡村加大萝卜
的种植。 “2020 年 12 月，我们茂名市电
白区谭儒种养专业合作社被纳入 ‘广东
省 2020 年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名
录’， 更是农业农村部推介的第二批 47
家‘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之一。”邱
伟骄傲地说。

这些成就， 都与电白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的产业扶贫策略分不开。 他们进
行前期各项详尽细致的调研， 包括谭儒
的气候、 土壤以及市场营销的渠道、方
式，从不同层面都显示了谭儒村的“萝卜
产业”亟需做大做强。 “谭儒村其实一直

都有种植萝卜制成萝卜干的历史， 不过
都是家庭小作坊，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
统一规划。 ”邱伟说。

扶贫工作队确立了 “谭儒萝卜天然
种植加工”项目作为“一村一品”的产业，
成立了以贫困户为主体的合作社， 利用
党建优势建立党员帮扶制度， 完善合作
社章程。 “可以说，我们是比较早实现扶
贫领域 ‘公司+合作社+农科院校+基
地+农户 ’ 运作模式的农村合作社之
一。 ”邱伟说，扶贫工作队还联系上茂德
公品牌， 进行萝卜产品深加工的多元化
合作。

谭儒萝卜基地里， 处处都是农户们
忙碌的身影。 “现在，谭儒萝卜种植面积
已经达到了 3600 亩，2019 年产值超过
2600 万元。 萝卜干批发零售一条街也在
沙琅镇上自发地形成了， 萝卜干产品价
格较往年上浮了 30%。 ”邱伟介绍说。

网上线下学技术
建扶贫农产品展销厅

脱贫攻坚，如何建立长效脱贫机制？
如何让贫困人口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
产业动力？ 是脱贫攻坚中最“烧脑”的环
节， 用邱伟的话说，“从 2020 年秋季开
始， 我们扶贫工作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围
绕‘长效’‘致富’这几个字做文章。 ”

一方面，扶贫工作队从源头抓起，统
一种植标准， 包括浇灌时间和防病治虫
环节， 按照有劳力贫困户每户一亩的标
准实施集中种植和日晒加工， 并对按照
标准化生产、 品质达优的种植户给予一
定奖励。“这也算是为贫困户搭建的一个
社交圈子，强带弱，快帮慢，团结互助的
氛围起来了，人的积极性也就起来了。 ”

另一个方面，种植户提升技能，才能
真正实现脱贫。 在扶贫工作队和谭儒村
两委的多方牵线下，农业领域的专家、学

者， 本村的种植能手纷纷在田间地头开
办了“现场教学培训课程”，理论联系实
际，快速提升农户们的专业技术水平。

产业扶贫的“最后一公里”———产品
的销售，是整个链条中形成“闭环”的关
键，“成立电商团队是必须的， 这是拓宽
销售渠道的新路径。 ”邱伟说，经过数次
电商基本培训， 谭儒村很多女性都学会
了利用微信朋友圈“带货”，“既解决了销
售问题，又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一步一步
向电商团队过渡。 ”

2020 年 10 月， 电白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扶贫工作队与谭儒种养合作社一
起努力， 在电白区城市副中心沙琅镇主
干道新城路， 装修了一处占地一百平方
米的“谭儒萝卜展销厅”，同时承接沙琅
镇所有扶贫产品和特色农产品的展销，
“这应该是电白区第一个镇级的扶贫农
产品展销厅了。 ”邱伟告诉记者。

一颗好萝卜，种出“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

■采写：新快报记者 陈斌 ■图片：受访者供图

新快报讯 记者黄闻禹 通讯员粤
文旅宣报道 近日，记者从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获悉，省文旅厅组织对广州、
河源、 惠州等 7 个地市进行实地暗访，
并对其他 14 个地市进行电话暗访，抽
查 139 家公共文化机构和旅游景区，旨
在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的问题。 从抽查情况看，全省文化和旅
游系统能着力保障老年人公共文化权
益，努力营造孝老敬老惠老助老的良好
社会氛围。

将出台更多惠及老年人群
体政策措施

从省文旅厅抽查情况看，全省文旅
系统多措并举帮助老年人克服智能障
碍。 针对老年人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和操作智能设施，出现不能预约、不会
购票、无法提供健康码等困难，各地公
共文化机构和旅游景区通过老年人免
预约或现场预约、电话预约、允许家人
代为预约，以及协助查询健康码、现场
登记身份证等措施有效解决；涉及收费
项目时均开设人工收费窗口，设置学雷
锋志愿服务岗等及时为老年人提供协
助。 例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
图书馆、惠州慈云图书馆特为老年人预
留 10%左右的预约名额，并开设“老年
人绿色通道”方便老年人登记进馆。

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省文旅
厅将出台更多惠及老年人群体的政策
措施，在建设老年人文旅设施、拓宽文
旅产品供给渠道、广泛开展群文活动、
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从文化领域不断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
体系，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提
供文化支撑。

83 个文化馆对接国家公共
文化云平台

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各公共
文化机构和旅游景区基本都建设有无障
碍设施、第三卫生间、特殊指引标识，设立
便民服务点和医疗箱， 以及为老年人提
供轮椅、拐杖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配备
有大字阅读设备、触屏读报系统、放大镜、
老花镜等便利设施， 有条件的还专门设
有老年阅览区、老年活动室等。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及大
部分博物馆、 公共景区等都对群众免
费开放，部分收费博物馆、旅游景区都
对老年人免费或减价优惠。 如惠州罗
浮山风景区对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清
远新银盏温泉景区对 60 岁以上老人

四折优惠， 河源恐龙博物馆对 60-69
岁老人半票优惠，对 70 岁以上老人免
费。

线下对老年人推出“暖心”服务，线
上数字建设更添彩。 目前，广东省持续
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丰富老年人精
神文化生活。 开展数字文化建设项目
暨国家公共文化云对接，推动基层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提档升级，着力打造广东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并着手构建省级
“一站式”文旅公共服务平台。

目前， 全省已有 83 个文化馆对接
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自建数字文化资
源达 4.2TB， 涵盖老年人喜爱的书法、
戏剧、广场舞等，省立中山图书馆可提
供 1000 多种大众期刊线上阅读。同时，
全省主要的群文活动均在国家云平台
“百姓大舞台”和省“文化在线”直播，行
动不便的老年群体在家即可学习慕课、
享受文化大餐。

不抛弃，广东推进文旅场所“适老化”改造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让老年人读书赏景观展更便利

“谭儒的萝卜品种属于南美洲
白萝卜。 ”站在田里的邱伟，一边
抖落着手里的萝卜干， 一边告诉
新快报记者。 他是广东省茂名市
电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谭儒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这些天正是
谭儒萝卜丰收的季节， 村里的男
男女女都在抓紧时间把萝卜晾晒
成萝卜干， 好让谭儒村与萝卜的
“约会”走得更长更远。

■驻谭儒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邱伟正在田里晒萝卜干。

■市民战阿姨通过
“文化在线”观赏粤
剧。 通讯员供图

■广州图书馆 “老
年人绿色通道 ”指
引。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