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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2023年2月22日上午10:00在茂名市
站南路九街11号公开拍卖:1.幸福路188-190号商铺
（70㎡, 2030元/月）的5年租赁权；2.油城一路商业建
材贸易总公司大楼西头二楼商铺（242㎡,1832元/月）
的5年租赁权；3.油城一路商业公司一楼3、5号商铺
（30㎡/间, 600元/月/间）的5年租赁权；4.粤K91081小
客车(3000元)。有意者于2月20日17时前将保证金
（1-2号1.5万元/间、3号5千元/间，4号1千元）汇入：
茂名市茂南区国有资产事务中心，开户行:农行茂名开
发区支行，账号:44584701040004605，到帐为准。

看样电话:3918999 2731600 2831300
茂名市中圣嘉华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茂名晚报讯 2月13日，《电白黎语辞典》首发式暨梁帝海
画展开幕式活动在位于电白区沙院镇的仁风国学文化研究
院举行。

中国的民族语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用好民族语言，
会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电白
黎语辞典》对于电白人认识自己，认识家乡，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

《电白黎语辞典》凝聚了电白几代人的心血，经谭文炘老
师和李创国教授几十年的收集、整理，几经修改、核对，由广
东出版社出版发行。《电白黎语辞典》内容单字过万个，词条
近二万条，全书共 1480 页 150 万余字，这是关于电白黎话的
第一部系统的著作。辞典搜集记录大量电白黎话语料，考溯
字词渊源，尤其是关于电白民间的家庭劳作、田园农耕、风俗
习惯、宗教信仰、历史典故、传统礼仪、民歌、谚语、歇后语等
的详细记录，对于保存和传承地方方言文化以及闽南方言词
汇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
文/图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吴云杰 通讯员 周启昌

茂名晚报讯 一直以来，高州农商银行始终坚
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以全面推进“普惠金融户户
通”为抓手，为乡村振兴注入“普惠能量”，助力高州
工业做大、农业做强、城乡做旺。截至 2022 年末，
共发放涉农贷款86.05亿元、普惠贷款余额27.34亿
元，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取得明显成效。

对接重点工程，助力工业做大

高州农商银行专注本土金属制造、农产品加
工、医药健康等主导产业，优化产品种类和金融服
务模式，创新推出“企电贷”，最高额度可达 300 万
元，解决了小微企业想要融资却苦于无抵押物的困
境。2022年全年，已为11户小微企业主发放“企电
贷”合计 0.21亿元，较好地支持了小微企业主的融
资需求。同时加大与当地政府战略合作，积极对接
配合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其中对王老吉一期项目授
信 1.5亿元、向中力恒金属实业公司授信 1.5亿元、
向荣科农业科技公司授信 1 亿元、对“高州一号工
程”领创国际博览城项目授信 8亿元，合计授信金
额达 12 亿，积极为当地重点项目工程注入金融活
水。

围绕特色产业，助力农业做强

高州农商银行紧密围绕“五棵树 一条鱼”特色
农业产业，与农业农村局签订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合
作战略协议，建立“一村一顾问”服务机制，派驻“金
融特派员”660名，服务辖内488个行政村/街道，覆

盖率达 100%。同时持续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在现
有的“农贷宝”产品基础上，持续推出相关全流程闭
环的信贷产品，有效满足本土特色农产品的信贷需
求，2022年高州农商银行全年累计投放“五棵树 一
条鱼”信贷资金1.57亿元，合计551户，贷款利率在
现行的利率定价管理办法基础上至少减少30个基
点，实现了金融服务农业生产的“普及”和“惠及”。

聚焦普惠政策，助力城乡做旺

高州农商银行聚焦各项普惠政策落地，积极运
用各种新型政策工具实施多项优惠措施，配置资源
减费降本助力城乡发展。2022年当年累计投放支
农、支小再贷款户数213笔，贷款金额3.65亿元，再
贷款资金利用率100%；当年累计为中小微企业（含
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贷款实施了临时性
延期还本68户，实施贷款金额达6.23亿元；为个体
工商户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贷款金额达0.23亿元；
当年向普惠型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户数 2123
户，普惠信用贷款余额 6.09 亿元，较年初新增 3.19
亿元。通过实施减免抵押登记费、降低贷款利率等
多项优惠政策支持小微企业，截至2022年末，累计
减费让利 0.39 亿元，惠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5560户，切实做到与客户守望相助、共渡难关。

下一阶段，高州农商银行将继续坚守普惠初
心，聚焦本土重点领域，聚力汇集金融活水，共同促
进乡村振兴，打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优秀样
本”。 (梁润)

茂名晚报讯 记者刘锋兰 为加强交流、凝聚共识，
荟聚各方力量推动高凉南山彩玉产业腾飞发展，2月
12日上午，高州市委、市政府举行弘扬高凉南山彩玉
文化座谈会，国家自然资源部原副部长、中国观赏石
协会创会会长寿嘉华 ，广东省地质局原副局长、广东
省观赏石协会创会会长、高州市高凉南山彩玉协会永
久荣誉会长周国新出席会议。众多领导嘉宾和专家
共聚一堂，就如何弘扬高凉南山彩玉文化、打响品牌
进行深入交流。会后，寿嘉华一行还实地考察高凉南
山彩玉的发展情况。

会前，与会领导嘉宾参观了高凉南山彩玉新春展
馆。会上，观看了高凉南山彩玉宣传片，相关领导作
了讲话，上级石协及外地石协代表也先后进行了交流
发言。寿嘉华提出了 6点建议，一是尽快制定高州市
观赏石石种标准，二是积极申请省和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并做好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三是创作一
首歌颂高凉南山彩玉的歌曲，四是建造专门的高凉南
山彩玉博物馆，选择体量大的原石和具有历史文化积
淀的雕刻件作为镇馆之宝，五是撰写体现出高凉南山
彩玉科学性、艺术性、文化性与经济价值的著作，六是
加大宣传力度，让高凉南山彩玉“走出去”。

次日，寿嘉华一行来到高州市曹江镇高凉墟考察
高凉南山彩玉博物馆选址，建议把曹江高凉墟打造成
为（玉）石家乐。活动期间，寿嘉华一行还为高凉南山
彩玉雕件作品《九如图》、高凉南山彩玉协会活动中心
揭幕，同时，考察了矿脉，并慰问了勘察队。

据高州市有关领导介绍，2015年中国观赏石协会
为高凉南山彩玉正式授牌，2016年高凉南山彩玉入编

《中国石谱》，2021年高凉南山彩玉雕刻入选茂名市第
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高凉南
山彩玉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元素，是高州市的地方
特色符号和文化名片。

高州：

弘扬高凉南山彩玉文化
推动产业腾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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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农商银行坚持支农支小
为乡村振兴注入“普惠能量”

高州农商
银行积极走访
“荔园”，全力
支持本土特色
农业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