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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是开展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载

体和有力抓手。过去一年，佛

山全市网信系统积极开拓创

新，打造文明创建新品牌，推动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网

上延伸，“#佛山网络文明”网上

话题浏览量超3000万，全社会

共建共享网络文明的和谐氛围

正在形成。

尤其在宣传佛山城市形

象、佛山高质量发展成果时，通

过“纷享佛山”“外国人在佛

山”、佛山职工好声音大赛、“人

间烟火味 最动凡人心”等品牌

及活动，主动对外传播佛山好

声音。其中，“外国人在佛山”

品牌栏目展示了众多外国友人

融入佛山的精彩故事，全网点

击量超3000万次，单集最高播

放量超160万次，在13个海外

平台转载播出。

佛山功夫、美食、陶瓷、龙

舟等传统非遗文化，也在一辑

辑精心制作的城市文旅宣传

片中得到完美呈现，让海内外

网友领略佛山独特的城市魅

力。在市委网信办的指导下，

全市网信系统、网络社会组

织、社会自媒体围绕“纷享佛

山四季风”“中国节 IN佛山”

“双城探宝记”“网遇佛山创作

季”等主题，充分运用新的传

播理念和技术，创作一大批精

品佳作，“佛山西甲”“龙舟漂

移”等话题及视频作品登上全

国热搜榜。

新时代，新征程。接下来，

佛山市委网信办将继续指导、

引领全市网信系统及广大网

民，深入开展网络文明建设，重

点组织开展好青少年网络素养

提升等相关活动，共建共享网

上美好精神家园。

弘扬新风正气 清朗网络空间
——佛山深入推进网络文明建设综述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宁静

敢于“饮头啖汤”的制造业强市佛山，近年

来一直在互联网浪潮中站得稳、打得开，目前全

市涉网企业超1.7万家，社会网站约4.3万个，

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稳居全省前列。如何

引领广大网民书写“网络文明”新篇章，成为这

座互联网大市新的时代课题。

过去一年来，佛山市网信系统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以网络空间“思想领航”

“文化培育”“铸魂立德”“行为规范”“生态治理”“文明创建”六大工程

为抓手，广泛动员各方力量积极主动参与网络文明建设，厚植网络文

明理念，强化网络内容供给，优化网络生态治理，实现网上网下文明建

设互促共进、融合发展，为网络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了佛山样本，贡献了

佛山力量。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

精神家园，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新

空间、社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把

网络空间发展好、守护好，是每位

网民的共同责任。

2023年，佛山全市网信系统及

相关职能部门压紧压实网站平台

主体责任，深入开展“清朗”“净

网”等系列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各

类问题乱象，网络辟谣、网络举报

等工作机制不断健全，互联网企

业行业自律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成效明显。

其间，市委网信办重点推动全

市41家网络社会组织、730多家网

络企业和众多商业网站、网络大V、

自媒体加强自律，培育“@小苏助

理”“@Shiere夏雨”等一批网络文

明推荐官，发挥正能量网络名人示

范引领作用。市委网信办连续两年

获中央网信办普法宣传通报表扬。

持续向上向善向好的网络生

态环境，让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网络

素养显著提高。全市网信系统全

年共举办青少年网络素养“进校

园”“进家庭”相关活动近400场，

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育局指导

全市中小学连续4年开展佛山市

“十佳微团课”评选活动，以生动活

泼的网络“微团课”作品，引导广大

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情感。佛山市华英学校物理

老师黄子羿坚持运营物理科普抖

音账号，向76万青少年网友粉丝传

递科学、真实的物理常识，鼓励青

少年网友理性思考、文明讨论。

佛山成功入选第二批建设国

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后，市妇联

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

教育局等部门共同举办“友好佛

山·童梦未来”——我心目中的儿

童友好城市创意短视频大赛，邀请

本地青少年以小小体验官的视角

创作网络作品，向各地网民推介佛

山，相关作品在全网收获10万次

点赞。

举旗铸魂崇德向善
如何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

的主题？如何看待新时代新征

程党的使命任务？过去一年，

佛山全市网信系统及相关职能

部门大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守正创新

讲好领航故事，浓墨重彩开展

重大主题宣传。其中，统筹全

市网宣力量开展“高质量发展

看广东（佛山站）”等网络采访

活动，刊播推送相关作品近30

万篇（次）、总阅读量超15亿。

率先在全国推进网络正能量

“进村入户”“进群入圈”工程，

精准推送党的创新理论，相关

做法被中央网信办、中央政法

委、省委办公厅刊发并向全国

全省推广，荣获中国正能量“五

个一百”网络精品奖。

嘹亮的主旋律、澎湃的正

能量，佛山网民学理论、悟思

想、谈实践的热情不断升腾。

市委网信办联合全市网络评论

资源，创建“佛山论见 理上网

来”网评生态圈，强化网上议

题设置和网络舆论引导，《大

山小议》《东平知政》《醒世龙

言》等名栏目全年刊发原创评

论文章超千篇，通过剖析社会

热点、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共

识、激浊扬清，为佛山打造“思

辨之城”赋能。

良好道德风尚，也在滋养

我们的网络空间。市委网信

办、市互联网行业党委在全市

指导建立41个互联网党建联

系点，组织40多场“E网同心

汇”活动，打造“网上红色引

擎”；联合工青妇等部门开展

“六个一”好网民活动，建成三

支网络文明志愿服务队；陆秀

兴、王治勇、佛山市南狮退役

军人志愿救援队等一批先进

楷模事迹涌现，在网上广泛传

播；市红十字会、嘉星传媒等

开展多场网络公益活动，发动

广大网民在网上完成一场场

爱的接力。

优质内容充盈网络空间

网络环境文明清朗

新 风 尚

新 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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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

城市生活空间、打造与佛山经

济相匹配的城市形态和功能品

质是佛山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

目标。实施城市环境品质提升

行动，也是佛山落实“百千万工

程”部署的十大行动之一。

佛山持续提升江河两岸风

貌，截至目前，集中推进249条

重点河涌共计1125公里长河

道整治，清理江河两岸问题

2.62万宗，对“一河两岸”进行

绿化、美化、亮化，将脏、乱、堵、

污的河岸打造为洁、净、美、绿

的景观带，完成50条亮点河涌

建设，完成新建碧道183公里，

完成20个秀丽湖库打造。

围绕“沿路两边、高架桥

下”环境和景观，佛山开展主要

道路沿线全面综合整治提升工

作，14条包保道路共323公里

均通过验收，8条景观示范路综

合提升项目、16个重点道路综

合提升项目及29个高架桥下空

间利用项目全部完成。同时开

展“断头路”连通攻坚，紧抓围挡

管理，重点整治沿路、沿河、沿铁

路的石棉瓦房、铁锈皮屋等。

加快建设半城山水满城绿

的绿美佛山，以高品质生态环

境支撑高质量发展。2023年

全市新（改）建公园绿地面积

290.25公顷，完成5公顷以上

大型公园6个，新建、改建道路

绿化面积3.87公顷，累计种植

白兰超过1000株，完成728棵

古树后备资源调查建档工作。

在推进环卫“大市政”模式

改革方面，佛山以南海区作为

试点，在盘活社会及内部资源、

加强管理协同、优化作业模式、

深化技术改造等方面进行统

筹，将104个原项目归并为65

个现运营项目，有效解决运营

主体分散、边界衔接不畅、转运

效率不高等问题。

下一步，佛山将进一步深

入推进“江河两岸、沿路两边、

高架桥下”环境整治及景观提

升行动工作，加强统筹协调、沟

通联动，积极引导各区及属地

镇街、村居，持续推进城市环境

品质提升。

聚焦探索长效管理机制，

佛山将健全完善统筹协调机制，

压实主体责任，不断推进“百千

万工程”城乡环境治理任务落

实。尤其加强城市出入口、沿

路、沿河城市环境的治理和品质

提升，组织各区结合“百千万工

程”、绿美佛山等工作，开展道路

冗余部件清理整治行动，不定期

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治成果。

佛山还探索利用1.5级开

发等模式盘活闲置存量土地，

“以用代管”完善围挡、铁锈皮

屋等拆后的土地管理，盘活闲

置土地资源。同时计划印发佛

山市城市家具品质提升工作方

案，到2024年底，各区分别至

少打造1个样板街区、2条样板

路、20个样板节点。

此外，佛山将系统归纳总

结南海“大市政”模式改革先行

先试经验，指导各区稳步推进

改革，充分挖掘“控本增效”方

法和路径，确保 2025 年全市

“大市政”模式改革目标任务基

本完成。

杨梅村立足“湿地公园+乡村”

特点，以“国资+社会资本+村组”模

式推动乡村产业建设运营，完善村

内基础设施建设，整合零散闲置土

地资源，培育乡村特色产业。

杨梅村党委书记梁锋表示，通

过盘活福田村房屋资源，把村内闲

置土地、房屋、水塘打造成文艺载

体，示范街区每栋自建房月租金约

2000 元，给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促进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渠道

多元化。2023年，村集体资产总

额7727万元，同比增长5.2%。

同时，发挥“头雁工程”和优秀乡

贤带动力量，提升“三治融合、四会联

动”自治水平；打造“榕树头讲党课”

品牌，创设“党群议事厅”平台，积极

畅通村民诉求表达渠道，构建乡村治

理新模式；充分调动村民参与农村自

治的主动性，全面实施“五美”专项整

治行动，共整治320间破旧危房，打

造提升“四小园”122个。

当前，存在集体经济经营模式较

为单一、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自主性

有待提高等问题，杨梅村持续深化典

型村建设，进一步梳理发掘村民闲

置土地和物业，通过开展杨梅村古

村活化项目，提升乡村环境和基础

配套，发展湖滨浪漫文旅产业。

梁锋表示，未来还将加快打造

精品“四小园”，改造提升杨梅农贸

市场等基础设施，落实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长效管理机制。加强谋划建

设，优化路线规划，用活福田农旅文

示范街区产业载体，完善街区内文

旅氛围配套设施。

佛山全面实施城市环境品质提升行动

让内涵和颜值
双提升

盘活土地资源 做强特色产业
佛山村居代表谈“百千万工程”创新做法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吴家键

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4月29日，在市委常委

会会议上，南海区桂城街道平东社区、高明区荷城街道石洲村、三水区云东海街道杨梅

村三个村（社区）党委书记分别汇报了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工作情况，深入交流新思路、

新举措，全力推进“百千万工程”在基层一线取得新成效。

锚定“百千万工程”目标任

务，平东社区聚力产业升级，破

解空间局限，将有限的土地资源

“化零为整”提质增效。

平东社区党委书记罗锦华

介绍，以领德产业园区为例，社

区将项目涉及的3个经济社约

30亩的土地集约到经联社统一

进行开发，建设约8万平方米的

玉器主题工业园区，设置集中切

割雕刻中心、环保镶嵌加工中心

等，引导中小作坊上楼生产，实

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村集体

资产。

“培育玉匠精神，聚集玉器

人才。”罗锦华表示，社区通过举

办大湾区玉器珠宝国潮文创设

计大赛等大型赛事，积极推动玉

器设计、雕刻、电商等全链条专

业人才培养。目前已集聚各类

玉雕技能人才超1000名，新零

售直播从业主体超万个、从业人

员超3万人。

在推动生态宜居改善民生

方面，社区启动玉器街“微改造”，

去年重点建设了沿江路、玉器南

街、玉廉广场升级改造等项目，

新增设超1000个停车位。同

时，累计投入超3000万元积极

推进雨污分流、净岸行动、“四小

园”建设、三线整治等民生工程，

逐步形成三生融合的特色小镇。

罗锦华表示，下一步将进一

步做大玉的产业，加快推进“大

雾围”地块“工改工”开发、领德珠

宝产业园、杰德创客园等项目，

为玉器产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新的载体和空间。

同时，激活玉的文化，注重

玉文化推广、金融服务、“公益

科普+商业服务”，深化“五馆一

厅”文旅发展格局，以“玉文化

周”等活动为契机，常态化举办

各类型展览，提升平洲玉器文

化影响力。

石洲村以“党建引领-资源

集约-特色产业-市场运营”为发

展路径，统筹各类资源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不断擦亮“花漾

石洲 山水共富”的典型村品牌。

石洲村党委书记唐志源表

示，坚持党建引领、凝心聚力，石

洲村动员村民、企业、乡贤等全

面参与乡村发展，创建拥有51

名成员的“百千万工程”乡贤团，

在投资创业、人居环境整治、村

庄绿化植树等工作中带头出资

出力。

针对耕地零散不易耕作等

问题，村内推行“公司+基地+农

户”发展路径，引入3家农业龙

头企业开展规模经营。2023年

村连片出租土地达到9600亩，

占全村耕地山地面积的66.3%。

立足山美水秀资源禀赋，石

洲村打造“一花一鱼一片区”的

石洲产业品牌。例如，种好“一

枝花”，建设蝴蝶兰等高端花卉

种植基地面积超3000亩、年产

值约5亿元；养好“一条鱼”，建

设大口黑鲈“省级水产良种场”，

水产养殖面积超2500亩、年产

值约1亿元；做旺“一片区”，建

成旺林艺术花园、1922农场部

落、凌云花谷等农旅项目，推动

单一产业向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去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超1500万元。

同时，在村股联社成立“村

公司+国企”的农旅发展公司，

积极参与田园综合体建设、花卉

基地建设等项目，带动数百名村

民就近就业，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8年的692万元升至去年的

2000万元。

唐志源表示，当前仍面临文

旅设施配套不足、专业人才欠缺

等因素制约，石洲村党委将以产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目标，抢

抓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动

工建设、实施“西进计划”等重大

机遇，推动“百千万工程”在石洲

村结成硕果、惠及百姓。

平东社区 聚焦产业升级 打造最“贵气”小镇

石洲村 做强花卉产业 人气乡村未来可期

杨梅村
做优环境底色
推动农旅文融合发展

4月29日，
第二届佛山网
络文明大会召
开。/佛山市新
闻传媒中心记
者王伟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