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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局到
沙田开展调研

本报讯（文/通讯员 沙宣）近日，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刘
裕昌带队到沙田镇开展工作调研。
沙田镇副镇长何耀华，沙田市场监管
分局和沙田镇政务中心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东莞市华
洋燃气有限公司，对气瓶充装单位的
许可资质、作业人员持证情况和气瓶
充装追溯系统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并现场查看气瓶充装前后检查
制度的落实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充装
超期未检、翻新或应报废的气瓶等。

随后，在沙田镇政务服务中心，
调研组先后参观政务服务中心大堂
和沙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检查
市场监管分局办事窗口工作情况，详
细查看办公场所硬件设施的配备情
况、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服务质量
以及群众办理业务的平均等待时间
等。

调研组表示，市场监管业务涵盖
登记许可、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
产品质量、知识产权和计量等众多工
作，要进一步强化干部队伍建设，提高
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为沙田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贡献市场监管力量，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采取有力措施
保障工地饮食安全

本报讯（文/通讯员 沙宣）为防范
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切实消除
工地食堂存在的风险隐患，近日，沙
田镇召开2024年工地食堂规范化建
设现场会。副镇长何耀华，沙田市场
监管分局、住建局以及相关村（社区）
和企业食堂食品安全负责人参加会
议。

会前，与会人员到狮子洋通道项
目T12标段项目部工地食堂现场参
观食堂食品安全建设情况。沙田市
场监管分局监管人员从食堂布局、食
品加工规范、清洗消毒、场所清洁、食
品留样、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讲
解食堂食品安全提升情况。狮子洋
通道项目T12标段项目部食品安全
负责人就食堂规范化建设过程和管
理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上，沙田市场监管分局和住建
局分别对工地食堂规范化建设作了
细致的工作部署，明确了专项提升工
作的时间安排和有关要求。

会议强调，要坚持食品安全“四个
最严”要求，清醒认识工地食堂存在的
食品安全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
实保障工地工人饮食安全，提升工人
幸福感。要强化示范引领，将示范点
建设标准、经验作法向全镇在建工地
食堂作推广，全面提升全镇工地食堂
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岭南疍民文化研讨沙龙活动在沙田举行

推动打造岭南疍家文化传承高地推动打造岭南疍家文化传承高地
本报讯（文/图 黄安乔）夏日微风，暖阳送

意。7月13日，一场岭南疍民文化研讨沙龙
活动在沙田镇文化艺术中心（广东省疍民文
化研究会研究基地）举行。此次活动不仅体
现了社会各界对岭南地区疍民文化关注与保
护，也充分彰显了沙田作为岭南疍民文化研
究高地的重要意义。

广东省疍民文化研究会会长傅凤龙，广
州、汕尾、佛山等地文化工作者，沙田镇党委
委员邝志光，沙田镇文联、文化服务中心负责
人等参加岭南疍民文化研讨沙龙活动。

专家学者共聚沙田
交流探讨疍家文化保护传承

在研讨沙龙上，专家学者、各地文化工作
者、沙田疍民相聚一堂，围绕“如何发挥沙田
文化艺术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岭南区域
疍民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平台作用”“文旅融合
形式与可持续传承”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与探讨。

省疍民文化研究会会长傅凤龙作了激情
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沙田镇的疍民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工作。他指出，沙田是疍民文
化的宝地、疍民的福地、岭南疍民文化研究高
地。沙田镇文化艺术中心作为广东省第一个
疍民文化研究会研究基地，应当要充分挖掘
好、保护好、传承好疍民文化独特的基因。

在自由交流环节，与会者纷纷发言，各抒
己见。值得一提的是，沙田镇的区位优势成
为本次沙龙关注的一大焦点。

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外在基
础，疍民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历史内涵。

多名与会人员认为，东莞沙田地处粤港
澳大湾区中部轴线，凭借着优越的区位优势，
在岁月的洗礼下，沙田成为岭南疍民们的聚
集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疍民们凭借
着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在沙田这块土地扎
根生长，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的沙田疍民

文化，因此，沙田是研究岭南疍民文化的重要
历史区域。

沙龙活动期间，佛山市三水河口非遗疍
家船工作坊制作技艺传承人林森华将亲手制
作的两艘疍家艇模型赠与沙田镇。随后，沙
田镇向捐赠方回赠感谢函以表谢意。

在活动开始前，专家学者们还到岭南疍
民文化馆参观，围绕“疍”字来源、疍民分布、
历史书籍等内容进行详细交流。

同时，传承人林森华及徒弟刘昊洋还为
沙田镇的亲子家庭带来了疍家艇制作技艺课
堂，让亲子家庭动手制作疍家艇模型，切身感
受疍家文化魅力。

发挥省疍民文化研究会研究基地作用
推进疍民文化创新性发展

疍指疍民，这是汉族中一个特殊的族
群。疍民曾广泛活动于我国福建、广东、广
西、海南、香港的沿海地区和主要内河，是有
着自己特殊历史文化的水上族群。

而东莞沙田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曾为
岭南疍民聚居的地方。沙田的“西大坦”在19
世纪之初，还是咸潮泛滥的海滩，是流居于此
的疍民，用惯拿鱼叉和船桨的双手，拿起锄头
围海造田。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依靠着独特
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体验形式，逐渐形成了极
具本土特色的岭南疍民文化，具有不可替代
的特殊价值。

悠悠江河水，深深疍民情，沙田见证了疍
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从这一视角看，沙
田是岭南疍民文化研究高地，充分彰显了丰
富而悠久的疍民文化史。

疍民文化凝聚着千百年来疍家儿女的生
存智慧和精神力量，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传承疍民文化，推进
疍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区域文
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2014年，在沙田举办疍民文化论坛期间，

专家学者提议成立疍民文化研究组织，以提
升疍民文化研究学术水平，而后才成立了广
东省疍民文化研究会。从缘起看，专家认为
沙田无疑是疍家文化研究的宝地。

近年来，沙田镇持续深入挖掘、传承、创
新疍民文化，做活水文章，在夯实文化基础设
施的同时，大力推动疍民文化保护和传承，深
入研究疍民文化，塑造沙田文化新形象。

沙田镇文化艺术中心作为广东省第一个
疍民文化研究会研究基地，设有岭南疍民文
化馆，分为族群源流、疍民生计和民俗文化
三大主题展厅，推出“沙田印象·莞脉传承”

暨疍民文化季，打造岭南疍民文化示范场
馆，充分体现了岭南疍民文化研究地的重要
价值。

此外，在2023年，《莞脉·沙田疍民口述
史》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第一部对沙田疍家人
口口相传的历史素材进行系统梳理整合的疍
民书籍，对疍民文化的研究带来了重大意
义。与此同时，沙田还抓住咸水歌这一重点，
通过咸水歌进校园、老艺人传唱、咸水歌晚会
等举措，对咸水歌挖掘保护，推出原创水幕剧
《船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6月7日的2024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暨东莞非遗进校园十周年
系列成果展示活动启动仪式上，沙田文化艺
术中心（岭南疍民文化馆）获评首批东莞非遗
主题馆，全市首批共有12个。

展望未来，沙田将立足岭南疍民文化的
重要基础，利用好疍民文化研究会研究基地，
进一步弘扬疍民文化，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不
断丰富文旅资源供给，探究岭南疍家的起源、
发展和变迁，深入推进保护及传承，突出岭南
疍民文化的完整历史风貌、鲜活文化记忆，促
进岭南疍民之间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价值
认同。

■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实践基地暨人才发展项目正式启动

本报讯（文/图 黄安乔）7月10日，沙田镇
滨港社区举行青年创新就业孵化实践基地暨
人才发展项目启动仪式，吸引青年安居乐业，

为企业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力量，为沙田“百
千万工程”和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沙田镇副镇长郑淑贤，各驻村团队单位

代表、人大代表、党建办、经发局、人社分局、
团委、妇联、宣教办、综合治理办等相关部门
代表，共建单位代表、企业代表、大学生代表
等参加仪式。

仪式上，与会领导上台，将手掌触屏启动
倒计时，把本次启用仪式推向高潮。“3！2！
1！”在全体嘉宾的见证下，青年创新创业孵化
实践基地地暨人才发展项目正式启动。

此外，滨港社区负责人还为“101”人才发
展项目执行落地指导单位及导师颁牌。

“希望社区能够真正地为沙田的孩子们
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让人才在沙田扎根。”
滨港社区负责人在致辞中详细介绍了“101”
人才发展项目，阐述了青年创新就业孵化实
践基地的建设初衷和愿景，希望通过推行实
践基地，保持好人才培养圈，精准匹配企业需
要型人才，实现良性循环。

据悉，青年创新就业孵化实践基地旨在做
好青年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纽带，助力100
个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影响100家企
业，促进企业与人才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共

享，此外，基地还配备了专业的导师团队，为青
年提供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方面的指导，帮
助他们解决就业创业过程中的难题。

随后，企业代表、项目落地指导导师、大
学生代表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纷纷表示，
青年创新就业孵化实践基地能够吸引和留住
更多优秀人才，同时，他们也感谢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发扬奋斗精神，为
地方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支持
青年创新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
擎。此次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实践基地的启
动，将为广大青年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助
力实现梦想，让每一位青年都能找到归属感
和成就感，为沙田“百千万工程”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添砖加瓦。

下一步，滨港社区将坚持以党建引领为
支点，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和治理模式，在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中提质增效，引导多方力量合
力参与社区人才发展项目，将青春的足迹印
刻在沙田大地上。

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实践基地暨人才发展项目正式启动

广聚青年力量广聚青年力量 赋能赋能““百千万工程百千万工程””

沙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持续升级

打造打造““11中心中心77站点站点””健康服务网络健康服务网络
本报讯（文/郭钰君）东莞市沙田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
于提升健康服务能力和质量，为全镇居民提供
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卫生服务。近日，该中
心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提升工程和中医阁建设
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进一步巩固了“1个中心
7个站点”的服务网络布局，为20余万常住居
民带来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社卫站点全面升级，就医体验显著提升
2023年，沙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

响应“百千万工程”号召，聚焦民生需求，启动
了社区卫生服务站提升工程。在镇委、镇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该中心先后完成了稔洲和
齐沙两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搬迁工程，并选

址新建了大泥社区卫生服务站，使得全镇社
区卫生服务网络布局拓展至“1中心7站点”，
业务用房总面积增加至11420平方米，有效
完善了15分钟就医服务圈。新站点不仅在
硬件设施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还增设了中医
服务区、预防保健区和母婴室等功能区域，并
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孕产妇等特殊群
体进行了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设施的改
造，切实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自新站点
启用以来，业务量较旧站点增长了40%以上，
深受群众欢迎。

2024年，沙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
发力，将横流社区卫生服务站升级改造和穗
丰年社区卫生服务站搬迁纳入年度十件民生

实事。横流站将进行全面修缮和升级，改造
后的站点不仅面积扩大，还将增设全科诊疗
区、中医药服务区和自助测量区，同时配套优
美的绿化环境和休闲设施，大大改善周边人
居环境。穗丰年站则选址新建，按二类社区
卫生服务站标准建设，设有全科诊疗区、中医
阁、妇科门诊、康复理疗区等，满足群众多样
化的健康需求。
中医阁建设成效显著，中医药服务深入人心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中的作用，沙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积极推
进中医阁建设。目前，该中心已完成立沙、稔洲和
大泥三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中医阁建设，为居民
提供了更加便捷、专业的中医药服务。

以立沙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阁为例，该
中医阁服务面积达140平方米，配备有专业
的中医师和护士团队，以及丰富的中药饮片
和中成药资源。中医阁不仅提供辨证施治、
针灸等传统诊疗服务，还引入了火龙罐、平衡
火罐、刮痧等22项中医适宜技术，满足患者
的多样化需求。自中医阁建立以来，已累计
开展中医服务4600余人次，占站点总诊疗人
次的23%以上，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

未来，沙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继续
深化中医阁建设工作，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
培养和服务能力提升，推广更多中医适宜技
术，不断提高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影
响力和贡献度。

沙田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沙田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文/黄安乔）7月11日下午，“讲

好中华民族故事”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宣传教育活动在沙田文化艺术中心举办，
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促进各民族广泛
交往、交流、交融，深刻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助推沙田高质
量发展、“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沙田镇统

战办相关负责人，各民族代表人士参与活
动。

活动中，各民族代表们参观了沙田镇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主题公园和岭南疍民文
化馆，切身感受沙田本土特色文化的独特魅
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随后，在石榴籽工作驿站，藏族代表、沙
田中心小学老师分享藏族的雪顿节，阐述藏
族民间传统节日的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内
涵，同时结合民族特色，诠释着自己对民族团
结的理解。

近年来，沙田镇党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有效整合民族团结进步资

源，设立“石榴籽工作驿站”，突出新时代民
族工作特色，共建美好未来。接下来，沙田
将进一步增强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宣传好各民族优秀文化，讲好各
民族文化故事，促进各民族间共生共荣，让
民族团结的理念深入人心，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沙田将立足岭南疍民文化的重要基础，深入推进疍家文化的保护及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