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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赖碧怡 通讯员
柯磊“我都快吓死了，电闪雷鸣，狂风
暴雨……”刚从山上被救回到高州新
垌派出所的小梁一边喝着热水，一边
心有余悸地说。昨日凌晨，高州新垌
三官山遭遇恶劣天气，有登山者被困，
茂名、高州两级警方迅速响应，组织救
援队伍展开紧急行动，最终成功将 20
名遇险登山者全部救回。

5 月 1 日凌晨 2 时许，茂名 110 报
警服务台接到求助电话，称在高州市
新垌镇三官山上有人登山遇险受困，
同行人中有人扭伤脚，急需救助。此
后不到半个小时，110又陆续接到类似
警情电话，虽然所述不尽相同，但求助
地点均为高州三官山。接报后，110迅
速指令辖区派出所先行救援。茂名、
高州两级警方紧急联动，高州特警待
命驰援，三官山附近的新垌派出所、云
潭派出所立即展开救援，紧急协调应
急救援专业力量、镇村干部上山加入
救援行动。

凌晨 5 时许，新垌派出所救援队
伍在山上找到 6名求助群众，但仍有 1
人因脚伤落单。早上 7 时许，救援人
员在三官山半山腰处搜寻到落单的
小梁，确认其身体无大碍后，便冒着
大雨将其带下山。约 9 时许，小梁被
安全带回到派出所。至此，7 人全部
成功获救。

据报警人小梁介绍，他们 7人在 4
月30日晚相约去三官山游玩。“第一次
去没有任何准备。当时真是好害怕，
成功爬到山顶后，还没来得及高兴，突
然电闪雷鸣，大雨打脸上都痛，感到很
无助，第一反应就报警……”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救援在高州
市云潭派出所辖区同步展开。报警人
声称他们共 13人，于 4月 30日晚 11时
许上山，想登顶看日出，不料半路遭遇
恶劣天气。云潭派出所民警联合应急
救援力量及镇村干部紧急出动，朝着
三官山顶沿路搜索，通过断断续续的
通话，民警串珠成线，给报警人发送下
山位置，一边为他们下山提供路线指
导，一边组织力量上山救援，相向而
行，缩短救援时间。在救援过程中，天
气愈发恶劣，雨越下越大，山洪泥石流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形势十分危急。
救援队伍不敢停歇，继续紧张开展搜
索，最终于 1 日凌晨 5 时许找到这 13
人，并安全带回。

三官山位于高州市东部，属粤桂
云开大山山脉，主峰1257米，近年来吸
引着来自全国各地户外登山爱好者。
高州市公安局云潭派出所所长钟心
懿表示：“三官山风景很美，但不可擅
自登山，特别是无任何登山装备，没有
做好充分准备，千万别登山……”参与
救援的新垌派出所副所长何生也提醒

登山爱好者，配备了必要装备，也要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近期强对流天
气持续，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十分危险，请登山爱好者
务必注意。

据悉，此次救援先后出动各路
救援人员 60 多人次，出动消防救援、
医疗救护及警车 16 辆次，无人机一
台，先后救回两批次共 20 名登山爱
好者。

新垌派出所民警组织救援力量将被困群众带下山。
（当地派出所供图）

20名登山者遇恶劣天气受困
茂名高州两级救援队伍紧急行动成功营救

茂名晚报讯 记者宁钰燕 通
讯员庞元锐 为进一步深化党风廉
政建设，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助推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近
日，化州市人民检察院与中建八
局土木公司开展检企共建活动。

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
《中建八局土木公司廉洁文化
品牌宣传片》，了解品牌内涵及
初心。双方共同签署了检企共
建协议书，强调双方将从坚定
思想引领、构建廉情信息共研
机制、构建纪法教育共抓机制、
构建风险预警共防机制等六个
方面进行全方位结对共建。此

外，双方共同为检企共建单位
进行了揭牌。

本次检企共建活动是化州市
人民检察院与企业共同探索党风
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开
端，对强化国道 G207 项目廉洁风
险防控能力，树立“廉政典范”具
有深远影响。

下一步，化州市人民检察院
将以此次活动为有利契机，及时
总结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典型经验
做法，积极探索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风险共防、监督督查、文化共
育新路径，共同谱写法治护航、检
企共建新篇章。

化州市人民检察院

开展检企共建活动

活动现场。通讯员庞元锐 摄

茂名晚报讯 记者陈琴 通讯员
黄林明 邱秋梅 当前春意正浓，茂
南区金塘镇牙象村原被撂荒的土
地，如今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
象，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
验室(粤西科研基地)试验田中的水
稻正在茁壮成长，禾苗生长旺盛，一
片绿油油的，格外“养眼”。

在基地中，农技人员一边查看
水稻新品种的生长情况，一边指导
种植人员做好水稻水肥管理和病虫
害防治，进一步推进水稻科学、优质
种植。据了解，该片试验田为去年
茂南区重点引进的“百千万工程”项
目，试点种植6个品种的水稻。基地
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开展撂荒地复
耕复种工作以后，基地流转了牙象
村 600 亩土地，现在第一期耕作 160
亩，通过科学种植，把撂荒地“拾”起
来。基地将围绕保障粮食生产用种
安全，充分利用金塘镇的独特优势
和武汉大学的技术优势，共同推动
金塘种业发展，打造金塘种业品牌。

撂荒地因久不耕种导致土壤肥
力差、农业生产效率低，这对复耕
带来一定难度。“为让撂荒地实现
高效种植，在水稻种植前，我们对
土地进行了平整，然后用国家发明
专利的土必治中药菌肥来调理土
壤，目前水稻长势理想。”基地农技
人员江增子说。

在金塘镇谭屋村，撂荒地改种了
指天椒，椒农正在采摘成熟的辣椒，
并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辣椒收成很
好。近年来，金塘镇谭屋村以发展

“一村一品”特色经济为突破口，引导
群众利用闲置地、撂荒地，大力发展
辣椒产业，把家家户户的“方寸之地”
变成村民增收的“聚宝盆”。村民陈
永权去年6月份种下3亩指天椒，去
年10月开始采摘，一直采摘到现在，
辣椒树仍然在开花结果。他告诉记
者，经常有农技人员来指导他们提高
种植技术，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通过
科学整治土壤，实行科学施肥，提高
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加强土地整治，科学复耕

金塘镇原撂荒地焕发生机

村民采摘辣椒。 茂名晚报通讯员黄林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