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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实唯先 善作善成
高质量培育法治镇街

“培育法治镇街 厚植法治沃土”

——走进广州第二批法治镇街

党的二十大对坚持全面依法
治国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加
强基层法治建设的“再次动员”。
白云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邓文
告诉记者，多年来，白云区高度重
视基层法治建设工作，在市委依法
治市办的统筹指导下，以2021年成
功培育首批广州市法治街道——
云城街为“新起点”，紧盯第二批
广州市法治镇街培育“新赛道”，
通过加强多方位联动，深化全流
程督导，发力特色品牌打造，使鹤
龙街、三元里街以包揽前两名的
优异成绩通过项目验收。

“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
展。”邓文说，白云区一直坚持最
高、最好、最优的工作目标，充分
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作用，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中
心城区。已连续多年获得中国领
军智慧城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区、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等殊荣；
获评全国组织宣传人民调解工作
先进集体、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
先进集体等；高标准打造的法律
服务“新高地”——广州湾区中央
法务区白云中心区正加速成形。

邓文表示，接下来，白云区
将紧扣广州在全国首创的《广州
市法治镇（街道）指标体系》，发
挥法治镇街“新引擎”作用，以更
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作为积
极开拓全区基层法治建设“新路
径”，为广州继续在高质量发展
方面发挥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
为白云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实践提供“法治动能”。

白
云

羊城晚报记者 薛江华

跨区来到广州白云区鹤龙街，“落户”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基地
（DAYONE），年轻律师胡佳彬直呼“值得”。感慨的背后，是白云区打造法
律服务高地的成效初见，是鹤龙街打造法治镇街的过硬指标。

近年来，广州市围绕打造法治城市标杆目标，聚焦夯实基层法治根基，积
极推进镇街法治建设，打造了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基层治理法治化“广州品
牌”。其中，广州市委依法治市办精心统筹开展的法治镇街培育工作更是取
得瞩目成绩。近日，广州市委依法治市办通报了广州市第二批法治镇街培育
验收结果，白云区鹤龙街、三元里街高分上榜。羊城晚报记者再次走进广州
的优秀法治镇街，看看白云区这两个“高分选手”是如何炼成的。

当前，鹤龙街发展已驶入
快车道。走进鹤龙，处处皆是
高端项目：设计之都、广州律
师大厦、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
务基地，还有已完成封顶的广
州法务大厦……

记者首先来到全国首座
政府主导的律师大厦——广
州律师大厦。这里汇聚了“一
带一路”律师联盟广州中心、
广州国际商贸商事调解中心、
广州市律师协会、广州仲裁委
涉外仲裁庭等法律服务机构
40余家，从业人员近千人。

走进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服务基地，在一楼的党员服务
先锋岗岗位上，记者遇到了胡
佳彬。作为一名党员律师，他
不时在这里坐班，为群众提供
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楼上就
是他就职的华商林李黎（前海·
广州）联营律师事务所。作为
一个年轻的合伙人，胡佳彬对
这里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很庆
幸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我希
望能发挥个体的微薄力量，为
法治建设贡献一己之力。”

提起设计之都一年500亿
元的产值，鹤龙司法所所长李
艳伟满脸自豪。他说，辖区企
业发展得好，和法治护航密不
可分。就拿设计之都来说，从

过去的老旧社区变成今日的
模样，正是一步步依法依规征
地拆迁建设，才得以实现“华
丽转身”。

为了更好地打造法治营
商环境，鹤龙街还组建了法律
服务团队，定期走进街内最大
的两个产业园区，开设“公共
法律服务站”，为园区企业提
供免费的“法治体检”，为企业
员工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务。

站在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
务基地顶楼，举目望去，不远处
的广州法务大厦已封顶。据
悉，为了加快广州湾区中央法

务区白云中心区载体建设，法
务大厦已与包括4家亿元律师
事务所在内的 17家优质企业
机构达成进驻意向，鹤龙街朝
着建设资源集聚的法律服务高
地目标再迈进一步。

法律服务高地的打造也
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受益。住
在广州律师大厦附近的员村
居民翁小姐告诉记者，现在村
民想咨询点法律问题，办个公
证业务啥的，下楼就能办理
了。她也经常听到村里的老
人们夸赞便捷的法律服务与
安定和谐的社区环境。

地处白云新城核心区的三元
里街，综合经济实力强，且正努力
朝着“首善之街”的目标奋进。法
治建设在这里开展得如火如荼：深
耕基层法治平台发展、亮点打造和
载体建设，以打造一体化、智能化、
联动化的“全维、全时、全域、全链
智慧法治体系”为主线，高质量推
进法治街道培育工作。

法治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这
项工作，在三元里街得到了充分体
现。走进街道的未成年人保护基
地，“护苗乐园”4 个大字格外醒
目。护苗工作在这里被落实得扎实
到位——组建专业“护苗”队伍，定
期举办未成年人模拟法庭、辩论赛
等法治宣传活动。2022 年累计举
行线上线下青少年法治宣传活动
12场，2000余人参与。来自民航中
学初二年级的王艺霏同学就参加过
这里的模拟法庭活动，她告诉记者，
当自己穿上法袍的那一刻，深深感
受到了来自法律的威严，也学到了
不少法律知识，“明白法律就在我们
身边，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大大提
升居民的法治幸福感。三元里街
实现了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和社
区公共法律工作室覆盖率 100%，

社区法律顾问覆盖率 100%，有效
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便利、高效
公共法律服务的需求。其中，街道
松柏岗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在 2022 年被确定为白云区示范性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松柏岗社区法律顾问余铭恩
律师参与最多的事情就是旧楼加
装电梯的调解，光今年以来就已经
成功调解了4宗，有力推进了老旧
楼加装电梯进程，为居民解决了

“老大难”问题。余铭恩感受最深
的一点是，过去辖区内一些老人家
法律意识相对淡薄，“讲不通道
理”，而通过定期开展的法治讲座，
辖区内居民的法律意识大大提升，
对于法律赋予高层用户和低层用
户的权益都有了一定的认知。如
此一来，调解工作具备了推进的基
础，增加了成功的几率。

“大榕树下拉家常，英雄古村讲
法治。”三元里司法所所长颜庆生对
于三元里街的法治镇街培育工作很
有心得。在这里，“你谈，我谈，大家
谈”的法治论坛经常举办，居民们在
你一言我一语中实现了法治意识的
潜移默化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
在三元里，普法都是高规格的，街道
和法院建立了“诉调对接工作站”，

法官不时前来给居民普法释法。
在三元里街，“法治客厅”也是

响当当的品牌。记者在松柏岗社
区的“零距离·凝聚力”党群驿站实
地采访时了解到，这个社区聚集了
大量外来人员，为了更好地实现管
理，社区早在 2010 年时就建立了
流动党员党支部。在这里，记者遇
到了来自湖北洪湖的流动党支部
党员李先德。他 1999 年就来到松
柏岗，在这里扎根20多年，见证了
社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环境脏乱
差到现在的干净整洁，本地与外来
居民从过去的互不理睬到现在的
一团和气、和睦有礼。

据悉，该流动党支部现有39名
党员，发挥了39面旗帜的作用，他们
大多也是社区网格员。流动党支部
书记陈志告诉记者，过去他们和本
地居民都不怎么说话，现在吃饭遇
到甚至会拼到一桌，别提有多融洽
了。流动党支部成立后，最初每年
要处理各类矛盾纠纷150多起，到后
来减至每年几十起，现在一年都不
到5起。“见证，认识，融入，融合”，陈
志认为，这8个字是他们作为外来人
口在松柏岗20多年走过的历程，也
是三元里街构建多元平台化解矛盾
纠纷新格局的一个精准映射。

白云区司法局党组
书记、局长邓文：

广州湾区中央法务区

白云中心区
正加速成形

鹤龙街 朝建设资源集聚的法律服务高地迈进

三元里街 “大榕树下拉家常，英雄古村讲法治”

广州律师大厦内汇聚了“一带一路”律师联盟广州中心等
40 余家法律服务机构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摄

位于三元
里街松柏岗社
区的“零距离·
凝 聚 力 ”党 群
驿站努力实现

“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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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锴跃、
通讯员潮宣报道：2023 中国（潮
州）国际陶瓷博览会于今日（19
日）在潮州开幕。博览会以“中
国瓷·世界潮”为主题，通过“政
府搭台、市场运作、企业唱戏”的
模式，推动潮州陶瓷业的升级，
并结合潮州日用陶瓷、艺术陶瓷
优势产业，擦亮“中国瓷都”的金
名片，汇聚起潮州陶瓷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据介绍，本次博览会规模将
达到10000平方米，共设置标准
展位 400 余个。规划全国陶瓷
区、枫溪展区、湘桥展区、潮安展
区、饶平展区、工艺美术区、陶瓷
演示区七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
全国各产区陶瓷精品，涵盖家居
日用瓷、酒店瓷、艺术瓷、礼品瓷
等多个品类，进一步加强陶瓷产

业全产业链的展示展销，拉动市
场消费需求。在今日的开幕式
上还将发布《潮州陶瓷史》，再现
潮州瓷都辉煌历史，彰显陶瓷文
化独特魅力。

据了解，潮州是中国的古瓷
都，也是陶瓷文化发祥地之一，
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至今已有
1300 多年的陶瓷生产历史。改
革开放以来，潮州陶瓷产业在
传承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变革、推陈出新，实现
了 长 足 发 展 ，焕 发 出 崭 新 活
力。2004 年，中国轻工联合会、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潮州市

“中国瓷都”荣誉称号。目前，
陶瓷已成为潮州名副其实的城
市品牌和支柱产业，潮州也成
为全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和
出口基地之一。

中国（潮州）国际陶瓷博览会今日开幕

“杨梅之乡”迎来丰收季，揭阳普宁梅塘镇举办首届“杨梅节”

“采摘+直播+旅游”
“洞仔杨梅”渐成致富果

“洞仔杨梅”以果肉厚
实、味道清甜而远近闻名，
出 产 的 杨 梅 有 东 葵 一、二
号 ，乌 酥 梅 和 白 杨 梅 等 品
种，其中东葵一、二号曾先
后获得普宁市、揭阳市科学
技术进步奖。

此次杨梅节，多位本土
网红主播深入景光村，在杨
梅圩、杨梅种植基地等地进
行现场直播连线，直观呈现

杨梅从采摘到销售的全过
程，让网友感受到杨梅丰收
季的氛围，以电商直播的形
式助力景光村杨梅产业发
展。

参与此次活动的主播
“柠檬”表示：“首次参加杨梅
节活动，现场氛围真的很好，
让我感受到家乡文化的魅
力，我也希望为家乡洞仔杨
梅出一份力。”

在景光村内的杨梅集市
——杨梅圩，农户将新鲜的
杨梅装满一个个竹筐，摊位
前早早就围满了采购杨梅的
市民游客，场面甚是热闹。

“早上五六点采摘完就
过 来 买 了 ，这 里 已 经 成 为
周 边 的 一 个 景 点 ，很 多 人
都会过来这里买杨梅。”农
户周阿姨指着一筐白色的
杨 梅 解 释 道 ，这 是 当 地 种

植 的 白 杨 梅 ，相 比 黑 色 的
杨 梅 口 味 更 加 清 甜 ，还 很
适合泡杨梅酒。

白杨梅，是梅塘镇景光
村出产的特色杨梅品种之
一。景光村杨梅种植面积超
2500 亩，曾获评广东省首批
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专业村，由于该村曾命名为

“洞仔村”，这里生产的杨梅
又被称为“洞仔杨梅”。

在景光村杨梅种植基地，
普宁市黄埔职业技术学校的师
生正围在农户杨惠潮的周围，
听他讲解杨梅的历史文化和种
植、采摘过程，并亲身体验采摘
杨梅的乐趣。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山上
种植杨梅，在我身旁这棵杨梅
树就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杨惠
潮告诉记者，基地总共种植了
近 20亩杨梅，平时主要通过采
购商订购，到了杨梅旺季，一下
午也有几十名游客前来采摘购
买。他希望借助这次活动，丰
富杨梅销售渠道，也让更多人
了解并喜欢上“洞仔杨梅”。

除了听农户讲解，现场不少
学生更是跟随主播的脚步，加入
到户外直播带货中。从磕磕巴
巴的讲解到熟练面对镜头直播，
学生在亲身实践中得到了锻炼。

普宁市梅塘电子商务服务
中心负责人詹志深表示，此次
活动聚焦“一村一品”杨梅特色
产业，采用“杨梅采摘+电商直
播+旅游”的模式，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提升农产品吸引力，
吸引城市居民入乡消费，全力
打响景光村“杨梅之乡”特色品
牌。这颗红彤彤的杨梅果，正
日益成为产业红火、乡村振兴
的“致富果”。

小满将至，一年一
度的杨梅旺季随之到
来。在“杨梅之乡”揭
阳普宁梅塘镇景光
村，一颗颗深红的“洞
仔杨梅”垂挂枝头，吸
引了远近市民游客和
采购商前来采摘品
尝。

为了进一步打响
梅塘镇景光村“洞仔
杨梅”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以电商直播新
形式助力农产品销
售，5月 18日，梅塘镇
举办首届“杨梅节”电
商助农活动，多位本
土网红主播将杨梅带
上“云端”，众多师生
走入田间地头，亲身
参与农产品直播带
货，通过“杨梅采摘+
电商直播+旅游”的模
式，全力打造杨梅文
化品牌，助力农户增
收致富。

市民游客争相采购

“云端”传递丰收喜悦

文旅融合打响品牌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报
道：记者 18 日从第十九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新闻发布会获悉，第十九届文
博会将于 6 月 7 日至 11 日在深
圳举办，为期 5 天。预计将有
3596个政府组团、企业和机构参
展，第十四次实现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
部参展。

据介绍，本届文博会由中宣
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
局 、国家电影局）、文化和旅游
部、商务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国贸促会、广东省政府和深圳
市政府联合主办，由文化和旅游
部轮值主办。主会场设在深圳
国际会展中心，深圳各区共有64
个分会场，云上文博会展览平台
为文博会官网和微信小程序“文
博会+”。

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为契机，本届文博会还将恢
复设立线下一带一路·国际展
区。展会期间将举办国际性文
化活动，扩大文博会国际朋友
圈。同时，加大海外拓展平台宣
传力度，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 2 万多名海外专业观众

报名参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文博会

将围绕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和贸
易的目标，进一步强化国家级对
外文化贸易交易展示平台功能
定位。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文斌介绍，本届文博会预计将
有超50个国家地区，300多家海
外展商参展。本届文博会“一带
一路·国际展区”将设欧洲、亚
洲、中东地区、非洲、拉美地区等
展区和文化进口贸易展区，联合
深圳头部跨境电商做大做强文
化产品进出口贸易，并将创新举
办文化进出口贸易洽谈会，策划
举办合作签约、国别路演、主题
对接三大板块活动，并做好线上
展示和交易对接，广邀境外采购
商及观众线上观展、采购。

据介绍，自 2004 年创办以
来，文博会在展示全国文化产业
发展成果、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发
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深圳文化产
业快速发展。2022 年，深圳文
化产业增加值预计达 2600 亿
元，占全市 GDP 达到 8%，文化
企业数量超 10 万家，从业人员
逾100万人，总体发展水平处于
全国前列。

第十九届文博会将于6月7日在深圳举
行，为期5天

300多家海外展商将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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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仔杨梅”迎来丰收季学生参与直播带货实践

杨惠潮向师生讲解杨梅相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