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龄学堂首次活动人气爆棚
乡村乐龄学堂是杨家镇针对老年人开

设的活动平台，由杨家镇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亲自谋划，审核实施方案，并要求结合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8月 1日至 2日，工作队邀请共建单

位珠海科技学院的实践团队开展乡村乐

龄学堂首次活动，20名大学生集体备课，

为250人次的老年人量身定制系列“潮”

课，包括拍手操、营养膳食“袋”回家、健

康生活你我他、养生中医药科普及香包

制作、拍最美照片、反诈课堂、爱国爱党、

手作传情-党建手工课堂的多元课堂，还

为3对老党员夫妻补拍了婚纱照。

首次活动受到当地村民的热烈欢

迎，吸引了250余名老年人参加，远远超

过工作队的预期。“没想到反响这么好，

场面很热烈，老人们很开心，个个笑容满

面。”驻杨家镇少榄村第一书记郭卫国告

诉新快报记者，他看到绘画课上老人们

很认真地描画时，十分感动，“看着他们

的笑脸，我们也都非常开心。”

此次活动正值“八一”建军节，8月1
日，活动特别召集少榄村退伍老兵召开

座谈交流会，听取他们对乡村振兴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随后工作队与少榄村两

委干部还到退伍老兵家里开展走访慰

问，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

成部分，乡村乐龄学堂正是杨家镇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的新抓手。工作队队长符

立新表示，通过乐龄学堂，可以鼓励老年

人参与文体活动，促进老有所学，营造良

好社会风尚；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增强乡村凝聚力，增

强村民公共意识，促进乡风文明，有利于

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打造基层公共服务样板工程
实际上，开展“乡村乐龄学堂”的场

所——少榄村综合服务中心也是由工作

队打造的杨家镇乡村振兴民生实事项目

示范样本。

少榄村综合服务中心原是村里的居

家养老服务站，由于年久失修已经荒废

多年。2021年 9月，工作队将少榄村作

为重点村打造，在杨家镇党委、政府的谋

划下，由广州市南沙区派出单位出资 35
万元、雷州市民政局支持30万元以及南

沙区爱心企业捐献家具、家电和各功能

室的设施设备累计20余万元，共同将老

旧的养老服务站提升改造成现代化的综

合服务中心，去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新快报记者走访时看到，综合服务中心

设有医疗康复室、爱心理发室、蒲草编织

室、棋牌室、图书室、书画室、KTV 多功

能室和儿童娱乐室共 8大功能室，集多

样化和高品质于一体。

杨家镇分管乡村振兴副镇长李昕雅

表示，乡村乐龄学堂是在综合服务中心建

设成效的基础上为人民群众进一步提供

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内容，也是该服务中心

持续改善和服务民生的一个新起点。

驻杨家镇少榄村第一书记郭卫国表

示，将积极响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以综合服务中心和乐龄学堂为平台，联

系更多社会资源，开展更多活动，丰富群众

的生活，促进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振兴。

■采写：新快报记者 方轶
通讯员 郭卫国

开办课堂教老年人手机拍照技
巧、拍手操等，为老年夫妻补拍婚纱照，
走访慰问退伍老兵，开展老党员访谈
……在驻湛江雷州市杨家镇工作队（简
称“工作队”）和杨家镇乡村振兴办的积
极推动下，8月1日至2日，杨家镇与珠
海科技学院共建的“乡村乐龄学堂”在
少榄村综合服务中心揭牌。“乐龄学堂
是我镇主动服务和融入‘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的积极探索，将有利于促
进乡风文明，推动我镇乡村振兴。”杨家
镇主要领导说。 ▲驻杨家镇工

作队和少榄村

“村两委”走访

慰问退伍老兵

和老党员。

▼绘画课上，老

人在认真画画。

驻湛江雷州市杨家镇工作队：

乡村乐龄学堂挂牌 乡风文明建设有了新抓手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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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方轶报道 为

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委“百千万工

程”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广州对

口帮扶清远农村供水长效运维管

护机制，近日，广州市派驻清远市

驻镇帮镇扶村指挥部（下称“广清

指挥部”）组织 21名来自试点乡镇

和驻镇工作队的相关负责同志和

业务骨干，赴广州自来水公司北区

供水分公司开展为期两天的交流

学习活动。

活动中，北区供水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详细介绍了公司运营管理、供水

设施维护管养等日常工作，由经验丰

富的业务骨干具体讲解如何做好用

水业务管理、管网日常维护及漏损分

析等业务知识，实地考察学习北部水

厂5G智慧水厂的运营建设情况和超

滤膜制水工艺，并就大家关注的重点

难点问题开展深入交流探讨。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自进驻清

远开展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以来，广

清指挥部稳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以农村供水保障为切口，以阳山县

小江镇等 8个镇为试点，从水源水

质、项目建设、技术指导、运营管

理、资金保障等进行全链条帮扶，

积极探索建立“建管用”相结合的

长效机制，在 8个试点镇成立镇属

企业，共接收管理239个自然村、近

2.5万户村民的供水设施并开展维

护工作，实现“无序管护到系统管

护”的转变；投入帮扶资金 2406.3
万元，开展农村供水提质提标工程

建设 29 项，共惠及 53 个自然村约

2.97 万人，实现“从有水喝到喝好

水”的提升；逐步健全农村供水工程

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在试点镇有序

实现农村供水收支平衡的可持续运

营模式，确保供水服务长期稳定，努

力让更多清远山区老百姓喝上“安

全水”“放心水”，过上“甜日子”。

在工作推进中，广清指挥部得

到了广州市水务局、市水投集团的

倾力相助，先后选派10名技术骨干

进驻清远开展帮扶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党委副

书记黄绍明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支持乡村振兴事

业，为清远市农村供水保障工作提

供技术支持。

新快报讯 记者李斯璐报道 被誉为“植物大熊

猫”的野生稻是稻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稻育

种工作中重要的资源材料和优良的遗传基因库。日

前，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遗传资源研究室

（下称“省水稻所”）、陆丰市种子管理站、华南农业大

学农学院等一众专家以及30余名学生走访了汕尾陆

丰市6镇，考察了14个普通野生稻的原生境情况。

通过此次考察，调研团队摸清了陆丰现存普通

野生稻原生境状况：发现大部分原生境野生稻消失

的主要原因是野生稻的原生境不断遭受人为因素的

严重破坏，比如水利建设、垦荒造田、养殖业发展、除

草剂的使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侵袭、城镇建设以

及气候剧变等。

走访考察过程中，专家们专门采集了一批野生

稻种茎，计划通过异位保存的方式种植到位于广州

的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为日后挖掘出优异资源

和优良基因“留种”。

“野生稻资源保护工作至关重要且迫在眉睫。”

省水稻所专家指出，为了进一步保护普通的野生稻，

应建立野生稻档案信息，加强科普和法制宣传，提高

民众对野生稻的认识和保护意识。在农村，应加强野

生稻原生境保护，建立原位保护点，给予稳定的保护经

费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持续支持。而作为科研团队，

亦应当以采取原生境、异地种质圃、种质库等多种保护

方式，确保野生稻资源长期安全保存。

■广清指挥

部赴广州自

来水公司北

区供水分公

司开展交流

学习活动。

广州市派驻清远市驻镇帮镇扶村指挥部：

开展供水业务交流
让清远群众过上“甜日子”

■考察队赴陆丰野生稻原生境调研现场。

团队摸查 拯救“植物大熊猫”
省水稻所考察汕尾陆丰市的野生稻，以寻良种

■珠海科技学院的学生教老人学习拍手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