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记者在市区文化广场看到，工作人员拿着热雾机
对花基草丛、水道沟渠喷施灭蚊药剂，彻底清除蚊虫孳生地，
为市民营造良好生活环境。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国汉 摄

茂名晚报讯 记者吴祖光 通讯员
文治平 黄炳森 乡村治理也可以用到
积分制？近日，一种以积分评价的乡
村治理模式，在信宜市玉都街道高城
村开始试点推行，这是玉都街道在乡
村治理方面的一种全新尝试。

当天上午，高城村全体干部和各
村小组长、村民代表齐聚村委会，学
习刚制定的玉都街道乡村治理“积分
制”试点实施方案。

该方案是以户为单位建立积分
档案，村“两委”为管理主体，民主选
出评分小组，根据各家各户落实“门
前三包”、支持户厕改造、实行垃圾
分类、规范禽类养殖、参与环境整
治、培养乡风文明、不出现“一票否

决”行为和不发生“一票否决”事件
等内容进行打分，然后根据积分情
况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物资鼓励
或者行为约束。

相关人士指出，通过推行积分制
管理模式，注重正向激励，能够破解
在乡村治理工作中村民主体缺位、村
级组织号召力趋弱等问题。

按玉都街道规划，到 2035 年，乡
村治理积分制将得到全面推广实施，
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
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党组织领导的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更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
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乡村治理新尝试

信宜玉都街道高城村试行积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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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通讯员刘颖红 记者
张丁文 6月24日，萤火虫读书会带着书
香走进信宜市钱排镇美丽如画的“山水
双合”景区，开展第十五期萤火虫读书会
活动。活动由钱排镇政府、茂名市朗诵
协会、萤火虫读书会共同主办，以“山水
双合，李乡书香”为主题，“虫子”们和当
地文学爱好者共聚一堂，展开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读书活动。

当晚，读书会气氛热烈，从一诗一
画一景切入主题，通过诗意美文和歌舞
等形式解读和赞美双合的变化，展现乡
村振兴的丰硕成果给当地村民带来的
美好生活。

读书会成员詹玉群曾在信宜工作
八年，她亲身经历“9·21”洪灾，并参与
到救灾工作当中。在看到了双合今天
的变化，她感叹：双合村是“凤凰涅槃”
的典型范例，从当年一片废墟中建立起
来的美丽幸福家园。

在“虫子”张慧谋的印象里，双合村
有三个画面让他难忘。“9.21”之前，他曾
经到过双合村，当时的双合山清水秀，
双合河两岸竹林青翠，岸上人家过着安
逸日子；“9·21”过后的第四天，他再次
来到双合，创作组诗《挖故乡》，其中两
首作品就是取材于灾后的双合；而如今

的双合，让他眼睛一亮，“双合的变化，
是人间奇迹。”张慧谋说。

在信宜当地工作的叶柔廷通过她
讲解的宣讲视频《中国李乡，山水双
合》，与大家分享了如今的双合美景：
山环水绕，一河两岸，花香果甜，粉墙
黛瓦的楼房鳞次栉比，房前屋后李树
掩映，简单的快乐田园生活，惬意的浪
漫夏夜情怀，让闻者向往、来者依恋、
居者自豪。

来自我市高校的“虫子”陈健与大
家分享了杨万里《李花》，诗中描绘的
一大簇一大簇李花盛开满山飘香白如
雪，而且看李花不宜近不宜疏，而是

“宜远宜繁”。他还分享了陆游的《游
山西村》，现在的双合如同诗中“山重
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般，
虽然历经磨难和曲折，但如今绝处逢
生、欣欣向荣。

“虫子”杨微带来了曼妙的舞蹈《心
上的罗加》。张楚华一首《桥边的姑娘》，
浪漫的旋律、动听的歌声让人听着不自
觉想象，那桥就是双合桥、那姑娘就是站
在双合桥上的姑娘，瞬间几多故事涌上
心头。詹玉群以一首《乡愁》来寄托她对
信宜的一片乡情。余丽明诵读《挖故
乡》、张莉霞独唱《思故乡》，深深触动了

大家的心灵深处，曾经的双合和现在的
双合在脑海中交替。

来自信宜市区的杨桂焕、闵肖彦等
几位读书会成员，还有双合小学的几位
老师，都以他们的经历，讲述了他们心

中的双合。“9·21”洪灾后，受灾群众在
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关怀下重建家园，从
满目疮痍的废墟建设成为现在的美丽
双合，让他们深深感受到党和政府带来
的温暖。

茂名晚报讯 记者黄静渊 通讯员
黄仁驹 程琬茹 近日，由高州市曹江
镇委员会、曹江镇人民政府、珠海驻曹
江镇帮扶工作队主办的“乡村振兴曹
江镇特色农产品汇演”在曹江镇安良
堡村委会举办。

活动上，曹江镇特色农产品香蕉、
淮山薯、仙桃、绿杨鸡蛋、黄皮、荔枝、
黑皮冬瓜、大头菜和乳鸽等一一上台
展示。同时，在活动会场里还设置了
多个直播单间同步进行直播带货。

据了解，近年来，高州市曹江镇在
传统农业基础上勇于创优，找准发展
目标，把握市场信息，充分利用自然条
件发展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目前，
曹江镇已构建了优势产业聚集和特色
品牌突出的产业发展格局，拥有省级
农业龙头企业 2 家，茂名市级龙头企

业 3 家，高州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2 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 2 个，产业基地 20
个。万亩淮山薯示范基地种植规模达
1.6万亩，年产量达6.1万吨，年产值达
3.99亿元。据悉，去年 9月，曹江镇被
认定为第三批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
业”淮山薯专业镇。安良堡千亩优质
鸡心黄皮产业基地种植规模达 2000
余亩，年产量达 2100 吨，年产值达
1890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广
曹江镇特色农产品品牌，推进农产品
流通体系建设，进一步对接大湾区市
场，在汇演现场，曹江镇与多家公司签
订了黄皮购销协议，并与万讯七子集
团签订了“万企兴万村，百会帮百镇”
协议，正式成立曹江镇万讯七子乡村
振兴学院，推进创新就业创业模式。

高州曹江镇：举办特色农产品汇演

茂名晚报讯 记者李君平 通讯员
黄林明 邱秋梅“这个工作站好漂亮，
以后我们有福了。”“人大代表常在工
作站，他们很平易近人、很有水平。”
昨日，茂南区公馆镇黄坭塘村人大代
表“双助”工作站正式揭牌，村民纷纷
称赞和表示期待。该“双助”工作站是
该村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助力乡村振
兴、助推基层治理和科技助农的一个
缩影。自成立以来，扎实推动全村有
效治理，还引领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

据介绍，今年以来，茂南区率先探
索创建人大代表“助推乡村振兴 助力
基层社会治理”自然村级工作站，黄坭
塘村是该区第5个“双助”工作站。该
工作站成立以来，镇村两级人大代表
发挥密切联系群众推动经济发展的作
用，深入农户、走到田间地头、当好产
业发展指导员等，对辖区水稻、有机农
业进行指导帮带，推进生猪等养殖，使
农户通过发展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茂名市人大代表、黄坭塘村党支
部书记曾凡波，本着“人大代表为人

民”的初心，带领干群积极探索村集体
产业发展方向。通过多方考察学习，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他们建立了循环
经济与农业科技产业链框架，搭建了

“‘双助’工作站+澳源+合作社+农户”
的多边共创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运营
模式，对空闲集体用地进行流转，规模
化种植特色农作物，建设农业展示、交
流及销售平台，创建现代化广东澳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泰源良种猪场，
引进上市养殖企业以及与全国人大代
表温锦玲的企业进行联手合作，强化
村中产业发展的“造血”功能，科技助
农，推动种植业的发展，坚定了辖区群
众依靠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信
心。

当天，该工作站向曾凡波颁发了
站长聘书，并希望他继续发挥人大代
表的引领作用，把村中的产业做强做
大。曾凡波表示，将充分利用工作站
资源，发挥人大代表的模范带头作用，
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人居环境，把黄坭
塘村建设成经济振兴、人民满意的幸
福乡村。

公馆镇黄坭塘村人大代表“双助”工作站：

党建引领促振兴 科技助农有盼头

“萤火虫”带着书香“飞”进山水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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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气氛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