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着力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做大做
强做优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然而，我市农产品初级加工率仍然较低。
对此，民革茂名市委员会提出相关建议。

民革茂名市委员会调研发现，目前，全市基本
形成了水产品、肉类、油料、南药、水果加工等五大
类农产品加工企业群，初步打造了平原片粮油蔬、
沿海片海洋经济、丘陵片林果畜牧养殖、山区片林
果药龟鳖养殖等产业带，发展了沿海水产加工、中
部水果加工等加工集聚区，呈现出集群化、区域化
发展态势。全市规上食品工业企业170家，其中市
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87家。全市食品行业实现营
业收入 254.04 亿元，其中农副产品加工业就达
241.76亿元，占比超过 90%。但我市农产品初级加
工率不到50%，远远低于全国的67.5%，加工转化率
与我市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优势不相匹配，农产品加
工仍存在原料不稳、龙头不强、科技不足、品牌不响

等问题。
如何利用好茂名农业大市资源

禀赋，全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
发展？民革茂名市委员会建议，以发
展农产品加工产业为核心，打造我市
特色农产品加工科研中心、核心集聚
区、产品展示厅以及商贸投资对接平
台；加快各区县农产品加工园区或食
品加工园区的建设，引导一批农产品
加工龙头企业加入园区，实现产业集
群发展；培育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小微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
主体，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提升
农产品初加工率；围绕粮食、水果、蔬
菜、南药、水产、畜牧等我市特色农业
产业等主导产业，聚焦预制菜加工等
农产品加工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大
力实施以商招商、精准招商，主动对

接优势企业、优质项目，引进一批发展前景好、产业
集聚度高、牵引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大项目，
引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民革茂名市委员会还提出，要结合我市优势农
产品的情况，选准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区域特色
资源优势相匹配的农产品，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
化、绿色化的农产品加工原料示范基地；加强对农
户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为农户提供种植养殖收贮
的规范性指导，保证农产品加工原料稳定优质供
应；引导一批科研院校的农产品加工科技成果在
我市转化应用，积极引导科研人员开展农产品加
工科技创业；突出茂名原产地概念，打造一批特色
鲜明、市场信誉好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挥农
产品加工领军企业开展标准化生产的示范引领作
用，提升产品质量，强化品牌价值保障，并支持企
业走出去，宣传推介我市优质加工农产品和名牌产
品，扩大对外影响力。

茂名晚报记者梁奈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是百姓生活中最基础的大
事。但完成上下楼、买菜、烹饪、饭后清洗锅碗瓢盆等这些
步骤，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却并非易事。特别是留守、
孤寡、高龄、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吃饭问题就变成了难
事。对此，我市政协委员提出长者饭堂建设建议。

我市长者饭堂陆续投入运营

中午时分，记者走进泽丰酒店长者饭堂看到，老人们
陆续走进饭堂，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可口的
饭菜，一边开心地拉着家常。他们纷纷点赞，长者饭堂饭
菜营养搭配均衡，暖胃又暖心。

据了解，2023年，广东省民政厅出台行动方案推动
长者饭堂提质增效，年底全省长者饭堂达到3000家以上，
2025年实现村居、社区助餐和配餐点全覆盖。茂名有120
万60岁以上的人口，推进长者饭堂建设是构建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的内容之一。为此，茂名市将长者饭堂建设列入
2023年养老服务工作重点任务。随着新华街道、露天矿
街道矿区社区、泽丰酒店等长者饭堂陆续运营，越来越多
老年人可以享受到家门口的“热乎饭”。

委员建议加大投入并整合资源

目前，茂名长者饭堂建设仍在探索起步阶段，数量
少，配套及运营模式也有待完善。

周萍委员建议，以现有的长者饭堂为试点，探索多
元运营模式，积极谋划推进多个长者饭堂项目，以点带
面，逐步推动长者饭堂建设提质增效；政府要加大投入
并列入财政预算，整合撬动各方面资源，积极拓展居家
养老服务领域，扩展受益范围，出台推动长者饭堂提质

增效的行动方案，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老人助餐新
模式，重点指导偏远欠发达的农村、城郊地区积极探索
邻里互助的助餐服务，逐步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均衡、
方便可及的服务网络，确保长者饭堂的建设近期有成
效、长远可持续。

周萍委员还提出，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长者饭
堂的财务监管和食品安全监管；完善长者饭堂配套服

务，丰富菜品种类，力求做到营养丰富、合理和均衡；加
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了解长者饭堂，捐资捐物；引进社
工机构，引导老人成立长者饭堂自主管理委员会，让老
人在享受服务的同时发挥余热，承担起定期收集用餐意
见、考察监督等工作；与社区资源有机结合，并以配餐服
务为起点，逐步推动医养结合、家政服务等社区养老服
务向纵深发展。 茂名晚报记者梁奈

近年来，茂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采取有力
措施，加快推进中医药强市建设，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如何发挥
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彰显
其在治病救人方面的独特优势和作用？”针对这个问题，市政协
医卫工作组提出，要大力培养和引进一大批优秀的中医药人才。

据了解，自推进中医药强市建设以来，我市中医药事业得
到长足发展。目前，全市拥有省名中医5名、基层中医全科医
生318名，已建成省名中医传承工作室3间、全国基层名老中医
工作室1间。但是与发达地区和省的要求相比，仍存在差距。
根据广东省中医药发展相关要求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
理）医师数应达到0.50人。目前，我市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
（助理）医师数仅为0.37人，总缺口约1000人。我市中医药人
才方面还是相对薄弱，尤其高层次人才。

市政协医卫工作组建议，相关部门及用人单位协同发力，
积极引进紧缺急需的中医药人才；对于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引
进，根据实际给予适当人才补贴待遇，同时在入编、家属工作安
置、过渡性住房及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便捷服务；加大基层名
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力度，面向基层医疗机构医师和
乡村医生开展中医药专业知识培训和“西学中”培训，培训一批

“能中会西”的基层医生和全科医生；实施基层中医药治未病能
力提升和基层中医药康复能力建设项目，加强基层医疗机构中
医治未病和康复技术培训和推广，提升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中医药服务能力；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人员配备，深
入推进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鼓励各区探索对村卫生室岗
位人员实行“区招镇管村用”管理；加强中医医疗集群建设，建
立三级中医医疗机构专科团队向基层流动长效机制。

市政协医卫工作组还建议，要加强我市中医紧急医学救
援队、中医疫病防治队培训演练，组建市、区两级中医应急医
疗队伍，打造高水平的中医应急和疫病防治队伍；开展中药饮
片（尤其是南药）鉴别与传承培训班，加强中药师传统中药饮
片鉴别和处方点评能力培养；支持建设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
地，依托基地开展中药传统技术和文化传承、中药炮制人才培
育和学科建设；发挥中药种植加工企业在职工培训中的主体作
用，加快培育中药材种植栽培、质量检测、品种鉴定、资源普查、
产品研发、产业经营等中药产业人才；支持中药企业与高校合作
培养应用型中药专业人才。 茂名晚报记者梁奈

政协委员建议：

加大长者饭堂建设力度
让老年人享有更高质量晚年生活

长者饭堂
惠 及 老 年 市
民。

茂名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岑稳 摄

民革茂名市委员会建议：

做大做强我市农产品加工业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医卫工作组建议：

大力引育中医药人才
推进中医药强市建设

做大做强我市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岑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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