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4年3月21日 星期四 首席编辑：柯泽彪责任编辑/版面设计：陈金丽茂闻

茂名晚报讯 记者吴祖光 通讯员王
庆珍 陆波 温世柱是信宜市返乡创业
青年代表，他一心致力于发展乡村产
业，不仅与志同道合的创业青年投身
信宜特色农产品销售和红黑米加工，
去年又在丁堡镇、池洞镇及驻镇帮扶
工作队的支持下，发展起肉鸽特色养
殖，进一步拓宽增收致富路，助力乡村
产业振兴。

走进池洞镇中道村“伍鸽一号”原
种祖代基地，养殖棚和飞棚里的鸽声不
绝于耳，温世柱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着
养殖巡查工作。可见在宽大的飞棚里，
白色的肉鸽正扑棱着翅膀飞来飞去。

温世柱介绍，放在飞棚里养的肉鸽
已经有 2个月时间，等到这些肉鸽在飞
棚里增强足够的抵抗力就会入笼，然后
进行配对和产蛋。目前基地里有3处飞
棚，共有5000只肉鸽。

据悉，这些肉鸽全都是从珠海引进
回来的“伍鸽一号”，主要用来配对做种
鸽。去年，在驻丁堡镇帮扶工作队的牵
线搭桥，以及推动相关公司入股建设厂
房、牵线养殖专家提供技术指导等措施
支持下，温世柱选定了珠海市驻池洞镇
工作队在中道村打造的综合性养殖基

地，发展种鸽养殖。项目于去年12月落
地以来，发展顺利，已初见成效。

在养殖 1 号棚，温世柱正与技术人
员，利用首批鸽子蛋进行幼鸽孵化，进
一步扩大“伍鸽一号”养殖规模。温世
柱表示，在养殖棚里的肉鸽都是已入笼
的种鸽，现在已经完成配对，并且开始
产蛋，预计到4月份，月产蛋量达到1万
枚左右。产出来的鸽蛋主要用来做孵
化，孵化养殖乳鸽，若是不受精的鸽蛋
就以销售为主，统一由珠海那边按照 3
元一枚的价钱收购。

对于“伍鸽一号”养殖产业发展，温
世柱十分看好，他说：“有珠海的技术指
导和包收购的扶持，我们有信心养好。
现在中道村基地就有5500多对，丁堡在
建的基地估计 3 月底建好，可以养到 5
万对左右。另外池洞也已经流转了土
地 21 亩，计划养 5 万对左右。目标在 3
年内我们达到15万对的规模。”

据了解，温世柱就读于广州大学，
毕业后他忘不了乡情和乡愁，决定返乡
创业。为了引领带动更多群众致富，他
毅然投身乡村产业发展，目前已是茂名
优秀“新农人”、信宜市“创业青年之
星”。去年，温世柱在几经调研后瞄准

了肉鸽产业，成立公司，投入 250 万元，
对中道村的综合性养殖基地进行场地
改造，并与珠海市菜篮子工程企业合
作，开展肉鸽养殖项目。当前，温世柱

也以“伍鸽一号”原种祖代基地为起点，
在池洞、丁堡两地进行基地拓展，培育
形成集孵化、养殖、销售于一体的“伍鸽
一号”肉鸽产业链，赋能乡村振兴。

信宜返乡创业青年发展特色养殖
拓宽增收致富路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茂名晚报讯 记者黄楚凡 通讯员林
小燕 为切实增强社区长者对消费权益保
护的认识，高州市东岸镇社工站竹朗社
工点于近日精心策划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老年消费权益保障宣传活动。本次
活动以“关爱老人，守护消费权益，共筑和
谐社区”为核心主题，通过一系列生动有
趣的互动环节，向社区的长者们普及消
费知识，提升他们的维权意识。

活动期间，社工向长者们详细介绍
了消费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问题,并结
合真实案例进行了生动讲解。同时社工
还邀请了有相关被侵犯消费权益经历的
长者进行自我披露，帮助他们更好地理
解和运用消费权益保护知识。

智能手机已在老年群体中普及，对
此社工特别开展了流动式的宣传活动，
针对会使用智能手机的长者进行消费权
益的宣传教育，并引导他们如何更安全
地使用智能手机，从而增强他们的诈骗
防范意识。

今后，社工将持续关注老年消费权
益保障问题，并通过多元化、创新性的宣

传活动，帮助长者们树立健康、理性的消
费观念。同时，社工也诚挚呼吁社会各界
共同关注并参与到这一事业中来，携手守
护老年消费权益，让每一位长者在消费过
程中都能感受到安全、尊重和温暖，共同
营造一个更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茂名晚报讯 记者李光耀 昨
天上午，电白区霞洞镇永楼村数十
名上了年纪的群众早早就坐在戏
台前，等待粤剧开演。该村请来了
粤剧团从前天开始，一连3天连续
演出，让群众尽享粤剧文化大餐，
昨天就连演了五场。

昨天是永楼村的年例。为弘
扬冼夫人文化，活跃村中年例文
化气氛，该村请来粤剧团为村民
及前来做年例的宾客献上文化大
餐，吸引了该
村群众及邻村
群众观看。

茂名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甘杨松 摄

茂名晚报讯 高州石仔岭街道党
工委高度重视辖区平安建设，以去年
底开展的排查专项行动为契机，以

“1+6+N”建设为抓手，结合网格化、
法治民主议事厅和一村一警一巡防
队建设，筑牢平安防线，实现了“大事
不出街、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就
地化解”目标。

打好矛盾纠纷排查拳，早发现防
发酵。该街道成立了矛盾纠纷排查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排查工作方案
和研判机制。所有排查出来的矛盾
纠纷经研判后，划分重点、关注、放心
三个等次，确定为重点、关注类的分
别落实街村领导包案，一站式跟踪服
务化解。同时，为确保排查工作不走
过场，不留死角，横到边纵到线、全覆
盖，该街道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与网
格化、平安大走访等工作相结合同步
进行，确保排查工作村不漏户，户不
漏人。

打好矛盾纠纷化解拳，早处理防恶
化。石仔岭街道是高州市“1+6+N”体
系建设的先行点。不但搭建了司法惠
民服务中心一站式线上化矛解纷平台，
建立了部门进驻办公，中心吵哨部门报

到，共同联合调解的闭环机制，还成立
了老姚工作室、诉调对接工作站和农民
工欠薪调解专窗等特色独创品牌，使所
有矛盾纠纷都得到及时高效化解。到
目前止，该街道的矛盾纠纷成功化解率
为99.2%，是高州市存量及增量最少的
镇街之一。

打好矛盾纠纷预防拳，早教育防
发生。首先，利用镇大岭法治公园进
行普法教育，使群众养成平时学法，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和习惯。
其次，通过严格规范各村经济合作社
的入社条件，明确有非访、闹访、滋事
等不良行为的禁止入社，进一步约束
群众行为。同时，还以“党建+积分
制”为激励，把遵纪守法、尊老爱幼、
邻里和睦等情况列入积分制考核，特
别明确年内有非法信访行为的，一律
不得参加文明家庭评选。坚持正面
清单加分和负面清单扣分相结合、精
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行，有效地激励
了群众积攒“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以“善治”厚植“善美”。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朱焕
通讯员车同起)

高州石仔岭街道

打好平安建设三套组合拳

信宜青年发展肉鸽特色养殖。
茂名晚报通讯员王庆珍 摄

霞洞镇永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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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长者消费权益保障宣传活动

社工向长者作介绍。通讯员 林小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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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联系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