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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孙铭阳 4 月 16 日
下午，“故事里的茂名”第五期将邀请知
名作家、“潘茂名传说”非遗项目市级代
表性传承人廖君，给我们讲述潘茂名的
传奇故事，以及潘茂名文化的精神内
涵。

廖君，又名西粤君。知名作家、“潘
茂名传说”非遗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会
员，现任茂名市劳动人事仲裁院院长、潘

茂名文化研究院筹建办副主任、茂名市
政协文史专员、茂名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编撰
出版文化著作12部，撰稿影视纪录片20
多部。

茂名“好心文化”源远流长,从西晋
潘茂名“济世有奇诀，救人须用心”，到南
北朝时期冼夫人“唯用一好心”，到今天
茂名涌现出“中国好人”，无不是“好心文
化”在弘扬和传承。“济世有奇诀，救人须
用心”，潘茂名以道医的身份悬壶济世，

也成了“好心茂名”的精神启元。届时，
主持人与特邀嘉宾将围绕潘茂名的故
事、潘茂名与好心文化联系与发展以及
潘茂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情况等方面进
行深入探讨，现场读者将可与受邀嘉宾
面对面交流，还有机会获得嘉宾的签名
赠书。

据了解，“故事里的茂名”是由中
共茂名市委宣传部、茂名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主办，茂名市图书馆和茂
名日报社联合承办的一个全新文化栏

目。由文化学者、专家以及同时代的
亲历者和见证者，与现场观众一起讲述
新时代的茂名故事，传达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和精神价值理念。栏目不仅是
讲述茂名故事，更是在引领价值导向的
同时解读茂名好心文化精髓和好心精
神密码。截至目前已经举行四期，分
别进行了好心文化、石油文化、民俗文
化之高州木偶戏以及用诗歌讲述茂名
故事的主题，受到市民读者、作者的欢
迎与好评。

“故事里的茂名”第五期周日开讲

讲述如何坚定潘茂名文化自信

茂名晚报讯记者刘浩 通讯员吴
春婵 梁敏娴 为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
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加快推进卫片
图斑整改工作，连日来，高州市大坡镇
纪委主动作为、靠前监督，督促相关职
能部门和辖区村党支部切实扛起耕地
保护政治责任，严格执行土地管理、节
约集约利用土地、耕地保护等法规政
策，督促各村履行好“属地”责任。

4月 7日上午，大坡镇纪委就新增
违建图斑情况，分别对白马、和睦、芹
州三个村委会的全体村干部进行了约
谈提醒。会上包片村干部进行了检
讨，村党支部书记作表态发言，镇纪委
带学工作纪律有关规定，对村干部工
作不负责任，不及时发现并上报制止
违建的行为，进行严肃批评并提醒注
意，以强监督促落实。

严守耕地红线，整治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事关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大坡镇纪委对此高度重视，立足
职责定位，紧紧围绕粮食安全开展乱
占耕地建房整治专项监督，严查土地
领域腐败和不作为、乱作为、失职失责
等问题，推动各村（居）积极担当作为，
落实好网格化管理，发现违建问题，及
时上报，压倒苗头性问题，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以强

有力的政治监督守牢耕地红线、守护
粮食安全。

自开展农村违法乱占耕地建房问
题整治工作以来，大坡镇纪委聚焦各
主体责任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责
任落实等工作重点，持续深入开展土
地卫片整改工作专项监督，坚决减存
量、遏增量，强势推进违法占地清零行
动，严格落实村级每日报送巡查的进
度情况，压实村级责任，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问题。

今年以来，大坡镇纪委对农村乱
占耕地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检查 15次，
发现问题8次，开展谈话提醒3次，督促
完成问题整改2个，就今年新增违建问
题，大坡镇纪委持续发力，加大监管力
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有效遏制
了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下
一步，大坡镇纪委将继续组织开展耕
地保护专项监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压紧压实各职能部门和村（居）主体耕
地保护责任，明确网格化管理，着力发
现问题并推动整改落实，全力守住耕
地红线。对摸排发现的乱占耕地违建
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
遏制乱占耕地行为。”大坡镇纪委书记
说道。

高州大坡镇纪委：

靠前监督,推进违建整改到位

茂名晚报讯 记者柯泽彪 通讯员李
庚儒 中国石化茂名石油分公司围绕“夯
实质量基础，培育质量文化，增强质量
竞争力”主题，通过各类媒体、显示屏、
库站现场活动等方式，积极向市民宣传
中国石化质量理念，普及油品质量知
识，坚持严把“六关”，确保油品“质优量
足”的做法，营造了良好的质量氛围。

严把“入库关”。油库质检室按要
求取样、登记、留样、检验，确保入库油
品质量100%合格。

严把“储存关”。油品接卸、储存专
管、专罐、专线；开展出口液面质量检
验，按要求清洗油罐；监控库存油品质
量，储存超过90天的开展周期检验。

严把“出库关”。质检员严格对出
库油品进行取样化验，检验合格方可出
库。对当天首发前3车抽取油罐车底样

进行质量外观检测，合格后继续发油。
严把“运输关”。运输车辆实行“专

车专用”“专仓专用”；改装油品清洗合格
后车辆才能使用；严格施封管理和车辆
运输监控；确保运输过程油品质量安全。

严把“验收关”。严格执行加油站
卸油地罐交接“八步法”流程，核对铅封
完好性；逐仓取底部油样进行外观、水
杂和气味的检查；规范留样，确保油品
质量可追溯。

严把“销售关”。严格新开站和变
类、清罐后的油品质量确认；定期清洗、
更换滤网；严格落实暴雨天气增测水
高，水位接近 50 毫米及时排水等措施。
严格开展加油枪自校，加油机经政府监
管部门周期检定合格后使用，落实计量
关键部位“双铅封”管理。依法合规经
营，确保销售油品100%合格。

茂名石油分公司严把“六关”保质量

茂名晚报讯 记者池榕 通讯员曾国
荣 近日，化州市结合春耕生产工作，精
心组织了 2023 年第一期农机驾驶员培
训班，来自全市各镇（街道）的48名农机
手参加了培训，为推动全市机械强农、春
耕生产提供了人才保障，助力乡村振兴。

茂名晚报记者从化州市农机学校了
解到，该校根据《大中型拖拉机及联合收
割机驾驶员培训教学大纲》，细化培训工
作各项流程，严格制定了 2023年农机驾
驶员教学计划、方案及课程表，推进培训
计划、方案、人员、时间、课时五落实、五
到位，为本期培训班高质量开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老师在理论授课中采取多形
式的实物讲授、模型教学、挂图演示、研
讨交流等培训模式，严格教学创新，将

‘多媒体电化教学’，应用到‘机械基础知
识’课堂上，使一些抽象理论通过模拟动
画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提升农机理论
教学水平，使农机手在有限的时间内学

到更多知识。”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市农机学

校加大了对我们这些农机手的驾驶技术
培训力度，能够有机会参加培训班，跟着
专家教授、高级教练员一起学习，真的好
开心。我将用所学的技术带回我村帮助
其他村民，助力乡村振兴。”该市笪桥镇
的一名农机手在参加培训班时感慨道。
化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茂
名晚报记者，参加培训的农机手学习热
情非常高，培训期间，也充分发挥了农机
手头雁带动作用，以“头雁”带动“群雁”，
熟练带生手，达到全体学员同频共振的
作用。“这次培训由于学员较多，特别是
在实操过程中，几台机械同时练习，教练
员有时候忙不过来，这时候我也会与学
员分享一些自己的驾驶经验，可以帮助
他们学到一些在书本学不到的知识。”化
州市首批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庞
中劲说。

茂名晚报讯 记者柯泽彪 通讯员
李加加 为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志愿服务精神，推动困难老
人、留守儿童的关爱帮扶工作做实做
细，近日，高州市驻云潭镇帮镇扶村工
作队联合派出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第五研究所，到云潭镇垌头小学和
云潭第一中学开展“你许愿我圆梦，点
亮微心愿”志愿服务活动，为孤寡老人
和留守儿童送上贴心的帮助和关怀。

“谢谢你们！我的儿子和儿媳都
在外务工，家里只剩我带孙子孙女，我
也不知道他们的愿望是什么，没办法
帮他们实现，实在太感谢你们帮忙实
现了！”在垌头村，张阿婆激动地握住
志愿服务队队员的手说。“阿婆你放
心，我们都是年轻人，更容易沟通，你
有什么想法大胆跟我们说即可，我们
来跟孩子沟通，一定尽力帮助他健康
成长的！”队员拍拍张阿婆的手，贴心
地跟张阿婆交流。开展“微心愿”公益
活动，给孤寡老人、困难学生开展微心
愿活动，给予关怀和鼓励，并送上慰问
品，正是志愿服务队的行动目标。

志愿服务队还分成两个小分队，

分别前往云潭垌头小学和云潭第一中
学授课。授课形式生动活泼，既有问
答又有 VR 展示。垌头小学学生们争
先恐后地举手，甚至有孩子不等志愿
者点名就抢答，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此外，志愿者们还让孩子们通过 VR
这一新鲜的科技了解革命烈士的英雄
事迹，生动地向孩子们展现了战争年
代战士们保家卫国的场景，给孩子们
深深地烙下爱国的印记。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走访了 33 户
困难户，并根据许愿清单为他们送上
轮椅、风扇、被子、大米、花生油等礼
物，实现了他们的微心愿。“原来愿望
真的会实现哦！”垌头村的孤寡老人、
小朋友收到自己的愿望实物非常开
心，还给志愿者们画了感谢贺卡。

“下一步，我们工作队将继续发挥
政府、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力量的作
用，深入推进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关
爱帮扶工作，为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和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和关爱，让老人放心，让孩子健康成
长。”来自工信部电子五所的驻云潭镇
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石雄毅表示。

点亮微心愿 关爱孤寡老人留守儿童
驻云潭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在行动

化州农机手集中“充电”
抱团助力乡村振兴

化州市农机驾驶员培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