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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表彰的“好人”分享自己的故事。 本报记者 黄艺杰 摄

本报讯（记者 江慎诺）4 月 25日下
午，由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市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2022年度
中山好人榜发布会暨道德模范现场交流
活动”举行。活动公布了我市 2022年度各
类“中山好人”名单。

活动现场先后举行广东好人荣誉证书
转授仪式、中山市好人工作室授牌仪式、

“孝老敬亲”中山好人颁奖仪式、“见义勇
为”中山好人颁奖仪式、“诚实守信”中山好
人颁奖仪式、“助人为乐”中山好人颁奖仪
式、“敬业奉献”中山好人颁奖仪式，并邀请
多名“中山好人”上台分享自己的故事，感
染、带动、感召更多人参与文明实践，让文
明实践更接地气、更有人气，从而进一步在
全社会弘扬“好人”精神，凝聚向善力量。

先后获得“中山好人”“广东好人”的
中山市第五届道德模范高带珍就是分享
嘉宾之一。自 2007年丈夫因病去世后，高
带珍就挑起了家中大梁，不仅要照顾年幼
的孩子，还要侍奉丈夫年事已高的父母，
以及患病的大伯。

多年来，勤劳善良的高带珍从未喊苦
喊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常常同时
打四五份工。在一家人的同心经营下，高
带珍家不仅家庭和睦，还在前几年建起了
一幢两层楼的新房。“一路走来，有很多人
帮助了我。今后我也将发挥自己的力量，
尽己所能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高
带珍说。

一个被广大市民朋友熟知的身影也
出现在活动上，她就是“中国好人”、获第
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90后李元娟。
自2010年获评“中山好人”以来，李元娟每
年都会积极参与“中山好人交流会”。她不
仅自己来，有时还会带上她的孩子和同事
一起来，让他们在此中感受社会正能量。

“每一年参加交流会都能看到很多新

面孔，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好人队伍在不断
发展壮大，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氛围越来越
浓厚。”李元娟说，光是 2022年，她所在的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就涌
现出好人好事近6000宗。本次活动上，“李
元娟好人工作室”正式授牌，“我将联动公
司好人和我市好人模范，充分发挥榜样示
范引领作用，引导更多身边人行好事、做
好人，让身边好人越来越多。”

一名现场观众表示，听“好人”讲述他
们的事迹，不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心中
多了一份责任感，“作为中山市民，我们要

向这些身边的榜样看齐，从日常生活的点
滴做起，因为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举
止，也反映着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近年来，中山频上热搜，好人模范层
出不穷，凡人善举蔚然成风。他们之中，有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有远赴异国他乡
救援的，有数十载热心公益的……从一
个人到一群人，再到一座城，桩桩件件好
人好事、真情故事刻画了中山最美的博
爱底色。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支
持下，经过12年培育，中山道德模范、好人
方阵不断壮大。截至去年底，这座博爱之

城涌现出774名“中山好人”、74名“广东好
人”、44名“中国好人”，以及各级道德模范
近百名。

扫码可查看
各类“好人”
获奖名单

■人人心中要有“耕地图”
作为广东省中山市耕地保护田长制

先行镇，三角镇正在推行网格化耕地保护
制度，杨振强担任三角村村级副田长。当
日巡查内容，他会录入广东省提前向试点
区域开放的田长制APP。相比上个月，杨振
强如今手里还多出一张市自然资源局下
发的“耕地图”，清楚标明每个村的耕地保
护范围和保护要求。

杨振强负责巡查的耕地保护区域为
三角村利生围、顺利围、缸瓦沙围和尤鱼
闸边，面积约 500亩，“骑电动车十来分钟
就走完了，田地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没有

异常，田长制APP会记录他的巡查轨迹，
若发现异常，他会将情况录入系统，并立
即电话通知上级网格长。杨振强的工作，
从 2022年度 10月底三角镇被列为中山市
田长制先行镇之后就开始了。

在杨振强手机里的“耕地图”中，红、
黄、蓝三色格标明了“禁止占用区”“严格
管控区”及“日常管控区”。其中，禁止占
用区应主要用于种植粮食作物，严禁其他
任何形式改变耕地用途；严格管控区应用
于种植粮、棉、油、糖、蔬菜等农作物；日
常管控区，在未办理用地手续情况下，严
禁实施建设，严禁新增挖塘养鱼、种植苗

木、种植果树、种植草皮，原地块合同到期
后，逐步恢复地块耕地用途，以种植粮、
棉、油、糖、蔬菜等农作物为主。

对照三种管控区，杨振强需要按照中
山市新推行的耕地保护巡查制度进行巡
查，村级巡查一个月至少进行两次。“不只
我们巡查员需要做到心中有图，村民其实
也需要。明年部分地块合同到期后，村里
新发包的时候，会将这张图放进土地承包
合同，让每位承包户也做到心中有图，严
格按照耕地地类来使用，不会误投资。”杨
振强说。

■“一村一图”巡查降低后期整改成本
记者了解到，为更好地衔接全省即将

全面推行的耕地保护田长制，本月起，我市
实施耕地保护巡查制度。根据《中山市耕地
保护巡查工作方案》，镇街确立镇、村、组级
耕地保护巡查长，镇街巡查长对本辖区范
围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负总责，每月组
织开展镇级耕地保护巡查抽查不少于1次；
村级巡查长是耕地保护工作的直接负责
人，每月对耕地全面巡查不少于2次；组级
巡查长对其所属“责任田”数量质量负责，
每周对其“责任田”开展不少于1次日常巡
查，及时发现制止报告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和撂荒行为。各级巡查长组织辖区内耕
地保护巡查，建立巡查台账。

巡查中，为了让各镇街领导干部、村
民均能准确了解耕地保护范围及管控要
求，市自然资源局创新性地开展耕地保护
带图入村工作。“经与各方多次沟通协调，
最终确定巡查范围，并统一对全市所有村
分别制作巡查一张图下发。”市自然资源
局耕地保护科负责人介绍，市自然资源局
充分考虑镇街“飞地”情况，与各镇街、村
充分对接后，最终将全市 258个村范围内
耕地范围全部下发，一村一图，确保全市
耕地巡查全覆盖。

“提前发现并制止耕地上出现的‘非
粮化’‘非农化’行为，避免形成耕地卫片
与执法卫片图斑，将问题遏制在萌芽状
态，可以减少村民损失和后续整改的经济
成本与行政成本。”该名负责人认为，我市
在推进田长制前提前落实耕地保护巡查
制度，能够从源头遏制耕地不合理流出行
为，真正起到预防作用。

另据了解，2022年度中山实现耕地恢
复7971亩，根据中山市2022年度国土变更
调查初步成果，年度实现耕地流入 4867
亩，为我市实现年度耕地“进出平衡”和耕
地总量平衡提供有力保障。

“一张图”掌握耕地全分布
我市推行耕地保护巡查制度，将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遏制在萌芽状态

2022年度中山好人榜发布会暨道德模范现场交流活动举行

好人模范讲“好人故事”
凝聚全社会博爱向善力量

4月23日一早，三角镇三角村村委会副主任杨振强骑着电动车，沿村

路巡查他负责的耕地保护片区，看看是否有耕地被非法占用。除了眼观六

路外，杨振强心中还多了一张图——中山市自然资源局以村为单位下发的

耕地保护图，明确注明耕地保护范围及管控要求。“不只我，只要是三角村

的村民，看几遍就能熟记心中。”杨振强说。

本月，市自然资源局正式推行耕地保护巡查制度，向全市258个村下

发耕地保护图，并建立多级巡查制度，预防产生新的耕地不合理流出，为即

将推行的田长制提前做好衔接。

本报记者 李红 通讯员 王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