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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池榕 通讯员陈云 周荣富 近年
来，化州法院高度重视人民法庭建设，从干警创业思
想、审判质效到基层社会治理均出现提升和转变。该
院今年结束了自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基层法庭没有

“四高”法官的历史，并多次获得最高人民法院“一站
式”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评估得分全国排名并列第一的
好成绩。

晚报记者从化州法院了解到，2021 年，该院党组
决定建立新入职公务员选派到人民法庭工作锻炼机
制，人员调动公开透明，转变年轻干警不愿到基层锻
炼的局面。化州法院通过院党组会议决定并形成会
议纪要：新招录进来公务员均安排到人民法庭工作，
原则上不少于 2年；基层人民法庭工作年限较长的优
先调回机关，提拔任命副庭长以上职务，原则上需要

在人民法庭锻炼一定年限。化州法院也是我市首个
为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入额考试加分的单位,从而鼓励
更多的年轻人到基层锻炼。

今年 5 月 24 日，在基层法庭扎根 30 余年的“最
美基层法官”、维护妇女权益保护的先进个人和优
秀党员陈海波晋升为四级高级法官，结束了自法
官员额制改革后，化州法院基层法庭没有“四高”法官
的历史。

同时，该院通过持续配优配强基层法庭队伍，狠
抓“一降二升三优化”审判质效评价目标体系，推动审
判管理工作现代化，综合提升审判质效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2021至2023年，化州法院7个人民法庭共审
结一审民商事案件6659宗，在全院民事商事案件总数
占比超 40%，且各项审判质效指标均排在全院前列。

如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大幅下降、结案率均
超过 90%、民事一审服判息诉率全部达标等。从 2022
年至2023年至今，该院多次在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
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评估得分全国排名并列第一。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该院立足地方诉源治理创
新服务平台“司法惠民服务中心”，紧紧围绕“法治宣
传、诉前化解、便捷诉讼、以案释法”四大功能发挥
作用，打造了“1+1+6”调解网格，努力构建“小事不
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矛盾不上交”的社会治理
格局。2022 年，化州法院依托“人民法庭+司法惠
民服务中心”诉前调解工作机制，诉前化解纠纷
1532 件，诉源治理效果初步显现，配合其他多项诉
源治理举措，化州法院荣获“全国依法治理创建活动
先进单位”称号。

茂名晚报讯 近年来，茂南区山阁镇始终把信访积
案排查化解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首要工作任务，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化解信访积案。

紧紧围绕“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工作要求，抓
好排查梳理，全面摸清信访积案底数，建立完善“三项
清单”，做到信访积案宗宗登记建册，逐案梳理，逐件核
实，并落实积案化解责任人。

定期召集相关部门召开案件化解分析研判会。对

积案进展情况进行研判，整合力量集中攻坚，协同推进
信访积案化解，做到问题不解决，班子不解散，确保“息
诉罢访”“案结事了”。

积案化解责任人深入信访群众家中，按照“三到位
一处理”原则，主动上门了解信访诉求，准确把握信访
群众思想动态，消除信访群众思想认识上的疑惑，帮
扶、解决信访群众反映的现实困难，推动信访问题有效
化解。 （彭立有）

茂名晚报讯 记者张丁文 通讯员黄聪玲 为进一
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月 29 日上午，由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
办，茂名市文化馆、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承办的“我来学非遗 传文化薪火”进校园活动
走进茂名市新世纪学校。活动通过表演和讲解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化州跳花棚，拉近师生
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切实让非遗文化在校园“生根
发芽”。

化州跳花棚脱胎于化州民间傩戏，因演出时
用竹木禾草搭建台棚而得名。化州跳花棚以化州傩
戏中“鬼仔”的36种跳法为主，编成以请神逐鬼，祈求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为主旨的民间艺术舞蹈，保留远
古巫术舞蹈的风格和中国深厚农耕文化的特质，具有
历史、考古、艺术、风俗等方面的重大价值。化州跳花
棚于1996年入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东卷》；

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次活动邀请了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述化州跳花

棚的非遗技艺，非遗传承人结合非遗图片讲解等方
式，大力宣传非遗文化知识，让现场师生享受了一场
精彩纷呈的非遗大餐。非遗传承人和演员们手持锄
头、镰刀、把头、稻穗等表演道具，舞蹈动作和音乐雄
浑粗犷，古朴情深，内容反映生产、生活和民意为主，
让师生深入了解原生态民族民间舞蹈，精彩的表演赢
得现场一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在非遗传承人的指
导下，同学们分组学习化州跳花棚的动作，亲身体验
非遗技艺，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

承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传
承的生动见证。化州跳花棚作为传统的民族民间舞
蹈，体现的就是一种农耕文化，这次活动是我市深入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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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吴祖光 通讯员温程鸿
黄国通 信宜市白石镇融入“沿云茂高速农文旅
结合带”建设，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以三华李
度假区为龙头带动，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生
态产业，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良好势头。

三华李度假区位于白石镇细寨村内，这里山
峦层叠、山环水绕。游客可到此沐浴大自然的宁
静，感受生态信宜之美。今年以来，三华李度假
区游客数量增长达30%，旅游业收入增长25%，细
寨村在景村共建共管模式中分成收入 15 万元。
旅游业兴旺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农产品的销
售。草莓产业加快发展，为村民提供了一大批就
业岗位，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

在三华李度假区龙头带动下，白石镇充分挖
掘全镇旅游资源，支持和引导建设一批标准化民
宿，打造旅游特色小镇。与此同时，该镇立足“生
态发展”理念，做强红鹦桃、澳洲坚果、蕉芋（粉）、
南华李、三华李等特色生态种植产业，通过“合作
社（企业）+农户”方式，让产业强起来，让农民的
钱袋子鼓起来。

随着“千百万”工程深入实施，白石镇发展潜
力日益彰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
企业老板回乡创业和发展。白石镇青年刘洪海
一直在外从事喜庆工艺制作，现在他回到家乡开
了一家小工厂，生意也很红火。

据了解，白石镇还注重培育区域产品品牌，
鼓励标准化、智能化的加工厂进驻，用标准化技
术改造提升产品，引导农户创办家庭工场、手工
作坊等，激发产业延伸链活力，推动全域高质量
发展。

白石镇有关领导表示，下一步，白石镇将发
挥三华李度假区等示范点的带动作用，加强组织
领导，在全镇发展特色生态农业产业，促进农文
旅融合，打造以‘生态产业’为核心的全产业链，
持续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乡村振兴，努力实
现白石镇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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