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前，在斗门区白蕉镇盖山村举办的珠海稻田音乐节吸引了近万人次游客，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网红景
点；在莲洲镇东湾村，村巷全面改造实现了雨污分流，人居环境大幅提升……这些变化都得益于斗门区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切实改善乡村宜居环境的积极实践。

9月14日以来，斗门区积极落实中央及省、市部署，举全区之力开展了“三清三拆三整治”活动。如今，斗
门区113个村居环境已经换了新颜。

在工业密集、城市化率超过80%的珠三角城市群中，斗门区初步探索并总结出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斗
门经验”，显示出“将斗门打造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示范样板，成为展示乡村振兴的窗口”的决心，力争为珠
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新征程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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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行动取得良好成效，得
益于斗门区在“三清三拆三整
治”过程中摸索出的“斗门经
验”。

“依据《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斗门区2018年重点推进‘三清理
三拆除’，同步推进‘三整治’，11
月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年底前
基本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任
务。2019年巩固前阶段工作成
果，建立‘三清三拆三整治’常态
化管理机制。”斗门区委书记周海
金说。

斗门区出台了《斗门区“三清
三拆三整治”考评办法》，成立专

门考评工作小组，每半个月轮流
督办督查一次；斗门区四套班子
领导各挂点联系 3-4 个村庄，
113个部门单位各挂点帮扶一个
村居，挂点单位每周一次、挂点领
导每月不少于2次深入挂点村
居，督促指导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协调解决整治行动中
遇到的问题。

在全区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过程中，斗门区从顺民意、定目
标、绘蓝图、强保障、多联动等“八
个维度”扎实推进。目前，全区基
本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任务，
赢得了斗门区乡村振兴的第一场

硬仗，摸索出了一条高效的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经验。

斗门区在人居环境整治
过程中实施“因村施策”，根据
村居人文传统和自然条件的
不同，将113个村居按照传统
农业村、城郊村、城中村分类
整治。同时，根据村情，分梯
度、分类型创建干净整洁村、
生态宜居村、特色精品村，并
率先将斗门镇东湾村、莲洲镇
石龙村等13个村居纳入市级
示范村打造计划；而对于井岸
镇的西浦、草蓢等城郊村居，
则以拆除乱搭乱建、清理户外

广告为主。
“各村开展工作不搞一刀

切，区里根据每条村的人文特
色和自然条件，设置一村一品、
独具特色的改造方案。对相同
资源条件的村居，则推行连片
整治。”斗门区委农办负责人表
示。“三清三拆三整治”环环相
扣，斗门区村居环境整治取得
良好成效，获得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肯定。

据悉，目前斗门区已进入
“三整治”阶段，12月，广东省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现场会也将
在斗门区召开。

因村制宜 摸索出“斗门经验”

斗门区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切实改善乡村宜居环境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见习记者 何进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斗门镇新乡村背靠树木葱郁
的竹仔岭，由一条清波荡漾的沥
岐涌环绕四周。

11月 20日，记者来到新乡
村。只见一条三百多米长的村道
整洁宽阔，从牌楼下一直延伸到
村里。道旁古榕参天，田间绿蕉
成行，村居错落。村中心一片占
地200多亩的竹林绵延到竹仔岭
脚下。

村居四边，新铺设好的水泥
路四通八达。村里清一色两层的
青砖古宅，户户雕梁画栋，处处飞
檐挂角，院内花枝斜出门楼，将村
巷装点得古色古香。村委会休闲
广场上，村民趁着阳光充足正在
晾晒新收的稻谷。金灿灿的稻谷
在扒犁下被划匀摊薄，丰收的色
彩铺满大地，谷物特有的清香扑
面而来。

而眼前“面容姣好”的新乡

村，一个多月前却是另一番景
象。

“以前村里道路窄，大部分是
土路。一到下雨天，到处都是泥
泞。有些村民习惯将生活垃圾乱
扔乱丢，有的人家盖房子，建筑垃
圾随意倾倒，导致房前屋后、池塘
周边甚至田间也随处可见各种垃
圾，根本谈不上美观。”63岁的村
民周悦荣说，竹仔岭下的竹林入
口，以前垃圾堆成了一座小山，风
一吹，各种垃圾四处飞卷。说起
村里的环境污染，村民们意见最
大的，则是村里存在了10多年的
养鸡场。

周悦荣住在村口，养鸡场就
在他家附近。150平方米圈舍，
圈养了近千只鸡。因管理不到
位，鸡粪日积月累造成了环境污
染，常年臭味熏天。

9月 14日斗门区动员大会

后，新乡村“三清三拆三整治”
行动开始实施。垃圾清运车进
村大扫除，仅仅3天，霸占竹林
入口长达数十年的垃圾山就被
彻底铲平。

养鸡场的拆除是这次工
作的重点。村“两委”花了10
多天时间，做通了养鸡场场主
的思想工作，同意对养鸡场的
拆除。村里也为养鸡场申请
到区里下发的1万多元的禁养
补贴。

“根据区里统一安排，我
们召开座谈会，并给村民人
手一份地发放宣传册。经过
反复宣传和引导后，村民现
在都理解了什么该拆，什么
该保留，拆完了做什么。整
治过程中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很高。”新乡村党委书记李建
锋告诉记者。

前后49天的改造使得新
乡村脱胎换骨。目前已建成
6座休闲公园、文化文场，3座
污水处理站，实现了所有巷道
的硬底化和污水收集处理。
同时也建成了联通周边南门
村、下洲村、上洲村的休闲观
光绿道。

“村里有43栋保存较好的
老宅，有的已有 200 多年历
史。我们下一步，将依托周边
御温泉、金台寺、接霞庄、菉漪
堂等景点资源，以发展旅游、民
宿经济为未来方向。”李建锋告
诉记者。

底蕴深厚的老宅，已吸引
了旅游界的目光，“最近几个
月，有好几家广州、深圳的公司
来考察并洽谈合作，在对古宅
进行修缮后，很快会有民宿企
业入驻。”李建锋说。

49天 新乡村脱胎换骨

在“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
中，“颜值”大涨的不仅是新乡
村。斗门区的113个村居正在逐
步实现美丽蜕变。

按照省、市安排部署，斗门区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改
善乡村人居环境。印发《斗门区
乡村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2018－2020年）》(下称《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通过经费补
助、政策扶持等举措，鼓励各村
（社区）因村制宜，开展黑臭河涌
整治、危旧房清理、厕所革命、村
间路提升、微景观营造等，促进村
居环境的有效治理，全面提升、优
化乡村人居环境。

通过一段时间的持续发力，
治理行动收效明显。截至11月

20日，斗门区范围内，市、区、
镇三级共投入资金2.1亿元，动
员干部群众25万余人次，清理
积存垃圾80227立方米、杂草
杂物78727立方米、建筑材料
40590立方米、沟渠池塘溪河
淤泥及障碍物14827立方米。

“三拆除”方面，共拆除村
危旧房(棚）1271间、露天茅房

厕所 81 间、废弃猪牛栏 565
间、违 章建筑及乱搭乱建
55515平方米、违法违规商业
广告及招牌6948平方米。

“三整治”方面，共整治人
畜分离及家禽集中圈养 493
处、卫生改厕590户、破损道路
修补及泥土路硬底化 22478
米。

113个村居“颜值”齐升

斗门区斗门镇新乡村。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珠海
市田家炳中学教师陈绮兰、林曼
曼近日分别斩获全国田家炳学校

“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全
国一等奖、三等奖。此项活动由
田家炳基金会、《班主任》杂志社
共同主办，来自全国田家炳学校
的200多名教师参赛。

据悉，田家炳基金会是香港
慈善家田家炳1982年在香港注
册成立的非营利慈善机构。
2003年，田家炳向珠海市田家炳
中学（前身为斗门区白蕉镇中学）
捐资250万元，用于校园基础建
设，配置先进的教学设备。

多年来，田家炳基金会不仅
在学校硬件设施上慷慨解囊，

还通过各类研修培训，努力使
教师在本专业教学基础上实现
多元提升。不久前，田家炳基
金会组织香港基础教育领域的
志愿者来到学校，与该校教师
进行了素质教育教学方式的沟
通交流。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
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为珠港
两地基础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提
供了更多机遇，也使学校与田家
炳基金会的联系更加紧密。”珠海
市田家炳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
学校目前已参加由田家炳基金会
发起的英语教学共同体项目和德
育品牌建设项目，共同推动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

斗门教师获全国田家炳学校
“卓越班主任奖”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
何进报道：在18日举行的第三届
珠海金秋奖民歌大赛上，白蕉镇
灯笼中心小学以一曲沙田民歌荣
获本届大赛一等奖。这是自
2016年白蕉镇开展“沙田民歌非
遗项目进校园”活动以来，该小学
第4次摘得市级荣誉。

在当日的比赛中，六名白蕉
镇灯笼中心小学的学生演唱了
《灯笼少年梦》，他们用动情的歌
声为观众营造出沙田水乡的优
美意境，赢得了观众和评委的一
致好评。歌曲《灯笼少年梦》展
现出学子为追逐梦想而努力奋
斗的精神风貌，引发了观众的共
鸣，最终获得了本届大赛的一等
奖。

为保护和传承沙田民歌，从
2016年开始，白蕉镇灯笼中心小
学将沙田民歌定为学校的特色教
育项目，在校内设立了沙田民歌
活动中心，并聘请广东咸水歌研
究会常务理事黄华欢担任该项目
的教学顾问和教材主编。今年7
月份，沙田民歌传承保护基地在
该小学揭牌成立。

如今，白蕉镇灯笼中心小学
拥有自创的沙田民歌教材，开办
沙田民歌特色实验班，每年都举
办沙田民歌校园歌手比赛，并通
过不断培养学生歌手、录制民歌
歌碟、编排歌唱节目参加市内外
比赛活动等，让沙田民歌这一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校园传承之路上
愈发闪亮。

非遗项目的校园传承之路

《灯笼少年梦》获第三届
珠海金秋奖民歌大赛一等奖

第三届
珠海金秋奖
民歌大赛，

《灯笼少年
梦》获一等
奖。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
何进报道：18日，由斗门团区委、
斗门区妇联联合主办，创享e家、
斗门镇亲青家园以及珠海市瑞众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亲子收
割活动，在斗门镇禾菜园家庭农
场举行。

当日活动中，社工及志愿者
教孩子们割禾的动作要领和注意
事项，并作示范讲解。10个家庭
分成两组，进行割禾比赛。孩子
们第一次亲手割禾，热情很高，动

作也有模有样，比赛之后每个参
赛家庭还将收获的稻谷放入打谷
机里完成脱粒。这一环节后，主
办方组织了“蒙眼捡禾”游戏，参
与活动的家庭成员带上眼罩原地
转三圈后，捡取地上漏禾，感受颗
粒归仓的喜悦。

举办方表示，收割活动让孩
子们亲近田园、亲眼观察稻谷的
生长环境，感受到种植粮食的辛
苦以及收获的喜悦，领会“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内涵。

了解农事 亲近田园

斗门区举办亲子收割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记者
22日获悉，斗门区第三届教研节

“基于信息技术‘活力课堂’展示
与评选”活动，近日分别在斗门区
井岸镇第一小学和斗门区第四中
学举行，来自全区中小学200多
名教师现场观摩。

本次活动分小学场、中学场，
共展示了11节课例。每位参赛
教师通过将不同的信息技术手段
与教学内容深度融合，利用数字
教育资源让学生更积极地参与课

堂。在活动中，学生表现出了浓
厚的课堂兴趣，达到了预期的教
学活动效果。同时，此次活动全
程实行微信网上直播，参加在线
观看的教师达300多人次。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斗门区教
育局第三届教研节的活动之一。
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优化课堂
的教学，转变课堂教学的方式，积
极尝试信息技术下“活力课堂”的

“教”与“学”结合，提高教师的业务
水平，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斗门区教研节举办“基于信息技术”活动

微信直播“活力课堂”

微信网
上直播“活
力课堂”教
学。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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