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10月1日创刊

深读珠中江

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 黄磊 / 美编 关彩玉 / 校对 余燕红

手机报料：18520686633 0750-3524738 0760-88329986江门 中山 珠海 16607603350

壬寅年七月初八

2022年8月 5 星期五 A13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翎、通讯
员国中调报道：8月 3日，国家统计
局中山调查队公布十八大以来中
山民生建设成果报告。该报告显
示，十年来，中山经济平稳发展，居
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越
来越多地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消费
较快增长，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中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2 年的 27424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57901 元，增长 111.1%，年均
增长8.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60323元，比2012年增长
110.1%，年均增长 8.6%；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41750元，比2012
年增长130.6%，年均增长9.7%。

2021年，中山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为37853元，比2014年增长
72.0%，年均增长 8.1%。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39144
元，比 2014 年增长 70.6%，年均增
长7.9%；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29244 元 ，比 2014 年 增 长
92.5%，年均增长 9.8%。中山居民
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从 2012 年
的 38.6%下降到 2021 年的 33.9%，
下降 4.7 个百分点，中山居民平均
生活水平达到相对富裕水平，超过
小康型社会标准。

中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增长111.1%

环境质量常年位居前列
珠海何以“独步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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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一级打造“读、学、研”三位一体的

青少年校外素质教育专属阵地、构建 2个

“1+N”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体系、设立

江门地区首个专门保障青年创业就业的法

律服务站……记者近日前往江门鹤山市采

访时获悉，近年来当地以实施全国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试点工作为契机，为青年实现人

生出彩搭建“舞台”。今年，鹤山市通过全国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以

下简称《发展规划》）县级实施试点验收工

作，并于近日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中长期

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县级试点工作考核优秀。

珠海碧水蓝天

2020年 12月，鹤山市被共青团中
央确定为全国《发展规划》县级实施试
点。共青团鹤山市委副书记李高东介
绍，当地以实施试点工作为契机，建立
了鹤山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印发《鹤山市中
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21-2025 年）》，
推动青年发展规划与鹤山市“十四五”
规划有效衔接，明确提出坚持“青年优
先发展”战略。

李高东表示，近年来，在江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共青团江
门市委的具体指导下，鹤山始终坚持
党管青年原则，树立青年优先发展理
念，围绕青年发展推出“青思领航、青

鹤归巢、青智行动、青春护航、青春骄
阳”5项工程，实施了“N个”有温度的
青年政策和民生实事项目，构建起具
有鹤山特色的青年发展“1+5+N”工作
体系，为鹤山青年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记者了解到，日前，鹤山收到共青
团中央发来的感谢信。信中点赞“鹤
山市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试点工作，
坚持党管青年原则，践行青年优先发
展理念，建立健全青年工作联席会议
机制，扎实下好服务青年发展的‘先手
棋’、用好政策体系‘组合拳’，以‘六
力’举措打造鹤山‘青年友好型城市’
新名片，探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发展规划》中提出“创造社会教
育良好环境，规划青年成长成才各个
环节的教育需求”。记者在采访时了
解到，鹤山将相关要求落实至镇一级，
为青少年提供“家门口”的素质教育。

日前，在鹤山市桃源镇青少年活动
中心，记者看到了鹤山首个镇级“青年
之家”示范点。中心的素质教育课室
内，十多名小孩正津津有味地上一堂围
棋课。“这颗白子周围有几口气？”在课
堂上，老师随机提问，小孩积极举手应
答，“白子下在边上，有3口气！”一问一
答，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而在中心一楼，则是一座宽敞舒
适、设置了空调等设施的图书阅览
室。阅览室左边，设置几排用于阅读、
学习的座椅，右边则是整齐排列的书
架。记者看到，书架上放着包括历史、
文学、应用协作、科技、医学等分类的
图书，还有专门设立的党史书籍区
域。在阅览室最后一排，还设置了给
小孩休息阅读的沙发等设施。

记者前来采访时，3位学生正安静
地坐在座椅上做作业、查资料。其中

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学校放假之后，她
几乎天天都来这里阅读、学习，“这里
环境很好，书籍又丰富。我打算趁着
暑假的机会多阅读书籍。”

共青团鹤山市委工作人员赵倩柔
告诉记者，作为镇级“青年之家”示范
点，该中心还设有“青年之家”、青年民
兵之家、心理咨询室等多个功能场
室。“我们通过县、镇两级联动，利用鹤
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优势教学资源，旨
在打造‘读、学、研’三位一体的青少年
校外素质教育专属阵地。”记者了解到，
在这个暑假，中心开设了12个课程，涵
盖美术、舞蹈、体育、托管等方面，提供
素描、绘画、篮球、科普、百科等教学。
相关课程已招收学员100多名。

共青团鹤山市委相关人士还介
绍，为了在社会上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促进青年终身学习，近年来鹤山市还
加强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
等文化设施建设，全面实现公共文化
场馆免费开放；文化资源与科学素质
教育相结合，持续开展科普进校园教
育活动，提升青年创新能力。

16岁的李美欣（化名）在家人的
鼓励下，第一次尝试了心理咨询。

记者了解到，由于学习成绩不如
意，加上亲人的变故，让李美欣感到
焦虑：“总是失眠，做什么事都很烦
躁。”日前，她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鹤
山市人民医院。

走进心理咨询室，李美欣在医生
的引导之下，逐渐打开心扉。医生细
心开导，指导她如何排解，还约定了
下次咨询的时间。“跟医生聊完之后，
感觉心里舒服了。”李美欣的脸上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

记者了解到，鹤山市人民医院
在 2016 年挂牌成立了鹤山市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鹤山市
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心理咨询师叶
福贤介绍：“鹤山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辅导中心设有心理咨询室、家
庭治疗室、心理阅览室、沙盘室、音
乐放松治疗室、情绪宣泄室等功能
室，能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的心理辅
导服务。”

李高东介绍，2021 年起，共青团
鹤山市委结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需要，整合多方资源，依托鹤山市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为专业咨
询总部，构建起2个“1+N”青少年心

理健康服务工作体系，即线下设立
“1”个专业医院咨询服务总部与“N”
个咨询服务站点，线上开通团市委心
理健康咨询服务小程序“1”个总预约
端口，充分发挥学校、医院、社区等

“N”个哨点作用，同时配置“专医+志
愿者”共 48 人心理咨询团队，通过

“线上咨询+线下服务”模式，立体化
构建青少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该体
系坚持预防与心理疏导并重，着力开
展心理辅导、自护教育，通过组织开
展心理咨询、培训讲座、沙龙游戏等
活动，为全市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与
辅导、问题心理矫正、心理健康知识
普及、心理咨询转介等服务。

记者还了解到，去年 5 月，鹤山
市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站正式投入
使用。该辅导站充分整合鹤山各单
位优秀心理健康教师资源，成立青少
年心理辅导志愿服务队，打造一站式
心理健康服务平台，为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保驾护航。

据统计，自 2021年以来，鹤山市
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个体化辅
导人次已达110人次，开展关爱青少
年心理健康成长公益等活动20余场
次，通过线上招募、线下辅导等形式，
开展团体辅导20余场次。

两年前，三十而立的李文华来到
鹤山创业，开设特种设备生产企业。

“刚开始资金压力很大，一下就把我
的积蓄花光。”正在他发愁时，共青团
鹤山市委向他伸出了援手。“团市委
有一个和鹤山农商银行合作的青年
创业金融服务项目，正好适合我的情
况。”在相关单位的协助下，李文华申
请到了一笔贴息贷款，帮他渡过资金
周转难关。如今，李文华的企业车间
已经开始投产。

在鹤山，像李文华这样获得帮助
的青年创业者还有很多。共青团鹤
山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鹤
山围绕青年创业等方面的急难愁盼
问题，健全政策保障，为青年成长提
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

比如，为了切实帮助像李文华这
样的青年解决创业困难，共青团鹤山
市委与鹤山农商银行合作，共同建立
青年创业服务站，借助金融系统资
源，为青年创业者提供金融信息咨询
和金融服务支持。

此外，鹤山市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还专门成立了鹤山市青年创业就
业法律服务站。鹤山市司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是江门地区首个专
门保障青年创业就业的法律服务
站，重点围绕青年创业就业过程中
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防范化解经
营风险、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助力企
业稳产稳工稳岗等内容，提供全方
位法律服务，打造青年创业就业的

“全流程”“公益性”“一站式”法律
服务平台。“鹤山市青年创业就业法
律服务站精心选拔 93 名优秀青年
律师，为鹤山全市广大青年创新创
业提供日常性、常态化的法律支持
服务。”

鹤山的试点是江门中长期青年
发展规划工作的一个缩影。记者了
解到，江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青
年工作，把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写入
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相关负责
人表示，江门各级共青团组织将抓住
契机，围绕江门市委“1+6+3”工作部
署，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
好环境。

江门鹤山成青年成长“沃土”

珠海优美生态环境

坚持“青年优先发展”

“家门口”办起围棋课

“家门口”
的围棋课堂气
氛活跃

从“心”出发呵护成长

解青年创业“燃眉之急”

绿树如茵，海清沙白，良好的环境一直是珠海的名片。
近日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珠海全市环

境质量总体良好，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重点城市前列，水与海洋环境
稳中向好，上半年功能区环境噪声昼间达标率100%。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6月份珠海的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排名第一。

获得如此成绩，珠海“独步武林”的秘籍是什么？

大气污染防治稳步推进
臭氧污染精准防控

珠海市民董先生告诉记者：“今年珠
海蓝天特别多，蓝天照经常霸屏我的朋友
圈，不得不说，我们珠海的环境真是棒！”
事实也如董先生所言，珠海市上半年空气
质量有效监测天数共181天，AQI达标率
为96.7%，其中优117天，良58天，同比持
平，在全国 168 个城市中排名第 9 位，今
年6月份珠海的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
点城市排名第一。

“为了让大家享受更多蓝天白云，珠
海市全面贯彻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系列
计划，有序印发实施各阶段重点工作清
单。”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管理科
副科长梁铭诗介绍。据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六项污染
物全部达标。全市 PM2.5 均值为 17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9%，大幅优于世界
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PM10均值为2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9.3%；SO2 均值
为 8微克/立方米，保持较低水平；NO2均
值为2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1%；CO
均值为 0.8 毫克/立方米，同比持平；O3均
值为134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4.7%。

虽然珠海的蓝天变多，但 O3（臭氧）
均值却同比上升，从“十三五”以来，臭氧
已成为珠海市空气质量超标的首要因子。

“一方面珠海市将推进VOCs和NOx
协同减排。通过 VOCs 重点企业分级评
定和深度治理、生物质锅炉淘汰整治、天
然气锅炉低氮改造，以及加油站、储油库、
油罐车、用车大户对标治理等方式来进一
步挖掘减排潜力。另一方面珠海将持续
强化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强化生态环境、
气象部门联合会商预测，提前2到 3天发
布应急管控工作指引，着力减少臭氧污染
物的累积起点，降低污染峰值。”梁铭诗
说，“因为臭氧污染是区域性的问题，所以
珠海市将积极参与珠三角污染天气联防
联控，按照预测预报结果启动预警，强化
上、下风向城市和区域联动，提升各区各
部门工作合力，采取差异化管控措施，力
争通过精准防控降低实际污染等级。”

水与海洋污染防治高位推动
垃圾清理全面覆盖

珠海因海得名，因海而兴，8月盛夏，
珠海的海滩满是嬉戏耍闹的市民，守护珠
海的海湾与大海也是守护珠海市民的幸
福。近年来，珠海市不断深化海湾污染整
治，海域水质逐步改善，优良面积比例从
2017年的66.8%提升至2021年的75.2%，

“情侣路特色滨海美丽湾区”入围全国18
个美丽海湾案例，是广东入选的四个海湾
之一。来珠海旅游的游客秦先生说：“这
是我第一次来珠海，这两天去了城市阳
台、珠海渔女、金沙滩等景点，这里的大海
太美了，让我流连忘返。”

珠海为了守护好海湾环境，通过四大
措施推动海湾治理工作不断向广度和深

度拓展，包括强化部署，高位推动，成立由
市长任组长的近岸海域整治领导小组，建
立了各部门协调联动的攻坚机制；深入实
施入海河流总氮削减，充分借鉴水污染治
理的成功经验；开展排污口排查整治；强
化污染控制。

珠海把最贵的土地用于建公园，把最
美的景色和视线呈现给广大市民，珠海通
过情侣路特色滨海美丽湾区建设走出一
条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也造就了情侣路独
特的山、海、城、岛风光。

对于珠海海岛周边海域垃圾处理问
题，珠海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落实海滩垃圾清理全覆盖，完善非经营
性公共海滩保洁与管理维护体系，按照属
地原则，落实全市岸滩及100米内水域海
面的垃圾打捞和岸边滩涂的垃圾清洁责
任全覆盖，同时加强入海垃圾源头管控，
进一步强化珠海市“减塑”行动，积极推进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城市噪声污染治理分类防控
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美好环
境的期待也在不断提高，人们既需要蔚蓝
的天空、清澈的河流、美丽的海湾，也需
要安静的环境。近年来，珠海市声环境
质量状况总体较好，2022 年上半年功能
区环境噪声昼间达标率为 100%，夜间达
标率为 85%，声环境质量包括功能区声
环境质量、区域声环境质量和道路交通
声环境质量。

我国新修订的《噪声法》今年 6 月起
实施，据了解，新修订的《噪声法》将噪声
污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纳入政府考评，即
运用目标化、定量化、制度化的管理方法，
通过签订责任书的形式，细化噪声污染防
治的主要责任者和责任范围，使得任务能
够得到层层分解落实，从而达到既定的声
环境质量目标。

梁铭诗介绍称，珠海市结合新《噪声
法》开展了普法宣传，建立健全配套制度，
细化和压实新《噪声法》工作责任，探索划
分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同时优化
声环境质量监测，强化噪声执法监管，推
动解决噪声扰民突出问题，为市民营造宁
静的生活空间。

叶福贤医生
为青少年进行心
理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