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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李光耀 通讯员
高干“各位村民，信宜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再增加招聘客服、标注员 140
名，符合条件的抓紧时间报名哦。”这
是日前朱砂镇盘龙村委会在“粤治
美”平台转发的一则重要通知。

“粤治美”平台（微信小程序）是一
个免费的综合性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
群众可以通过平台反映问题，党员干部
也可以分享工作日常，通过数字化、信
息化的方式将乡村治理中的零散个体
联结在一起，拉近了干群关系，提高了
乡村治理水平。今年以来，信宜市充分

利用“粤治美”微信小程序的功能，用数
字化、信息化的现代办公方式，拉近干
群距离，改善乡村治理，有力推动信宜
乡村越治越美，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据了解，自“粤治美”微信小程序启
用以来，信宜市20个镇（街道）通过召开
村级会议、专场说明会、进村入户等推
广方式强化宣传发动，以高度热情加快
该平台推广使用。通过一对一、手把手
教学方式，教会村民入驻“粤治美”的基
本操作流程，把工作做细做深做实。“粤
治美”微信小程序功能丰富多样,包括

“村民说事”“村级事务积分制”“清单
制”等国家推行的乡村治理模式工具，
以及“通知”“大事记”“书记会客厅”“三
务公开”等党群服务工具，村民可以随
时随地通过这个平台反映情况、解决问
题，了解村里的大小事情，为村里发展
出谋划策。

据信宜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市巧用“粤治美”这一村级事务
管理平台，20个镇（街道）通过数字化、
信息化的现代办公方式，为群众提供更
加便捷周到的服务，拉近了干群关系，
提高了乡村治理水平，有力推动了乡村

振兴各项工作开展，有效激发了群众参
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截至 7月 19日，
信宜全市370个涉农村（社区）已全部启
用“粤治美”村级服务平台，有“五星级”
村庄12个，其中，玉都街道合丫河村、朱
砂镇盘龙村当天全省星级分别排行第7
名、第8名，并长期保持在全省“星级”排
名前15名内，干群活跃度较高。玉都街
道合丫河村、钱排镇双合村推广应用

“粤治美”成效突出，荣获茂名市第一批
推广应用“粤治美”先进村庄。这些成
功实践，不仅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也
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信宜巧用“粤治美”平台
推动乡村越治越美

茂名晚报讯 记者陈琴 通讯员
邹玉芳 近日，茂南区金塘镇牙象村
花生种植示范基地，一台台现代化的
花生收获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株株
饱满的花生破土而出，分拣机去掉花
生外壳的泥土及杂物，工人装袋转
运，田间一派繁忙景象。

该基地花生由茂南区花生产业
园实施主体茂名市钧禾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创新实行“保底收益+股
金分红”联农带农模式进行订单种
植。种植花生品种为高产、高油酸
花生“粤油”系列（珍珠豆型品种），
种植 430 亩。据基地负责人黄慧艳
介绍，“粤油”系列花生具有产量
高、品质佳、抗病力强等优点，一斤
干花生大约能榨 200 克油。该公司
通过流转土地、与村集体签订联农
带农协议，不仅实现村集体增收，
还以每日 100 至 150 元的工资优先
雇佣当地村民，村民实现在家门口
务工。该公司依托农业龙头企业
优势积极收购当地农户种植的花
生，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格
局，解决农户种植无管理、无技术、
产品销售难等问题，形成了良好的
产业带动效应。

茂南区气候宜人，拥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种植花生历史悠久，全
区10个涉农镇街均有种植，种植面积
较大的镇是羊角、金塘、鳌头等镇，其
中羊角花生种植面积高达 1.5 万亩，
年产量约 6000多吨。2022年 4月，羊

角镇入选国家级花生农业产业强镇
创建名单。2022年 6月，茂南区入选
省级花生现代农业产业园。

在茂南，种植花生不仅是一项传
统产业，更是赋能“百千万工程”、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近年来，茂南区
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因
地制宜发展花生产业，推行“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发展模式，以“粤
油”系列为主，采取“统一供种、统一
栽培、统一技术、统一供肥、统一管
理、统一回收”的标准化生产，标准化
种植面积达 90%，其中羊角花生以优
质珍珠豆型特色著称，含油量高达
55%以上,有效带动区内农户增收，花
生产业已成为茂南区农村经济支柱
产业之一。

2024年，茂南区全年计划种植油
料播种面积 6.1 万亩，上半年已完成
3.1万亩，比上年增加 35亩，目前已基
本收获完毕。茂南区现有花生加工
企业78家，其中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
业6家，年产花生油3000多吨,均引进
仓储物流企业，自建仓储物流体系。
茂南还将花生加工为猫屎糖、花生
糖、咸干花生、五香花生、花生蛋白系
列产品以及月饼馅料等，通过线上线
下销售，推动了花生优势特色产业向
高端化、集群化发展，调动当地农户
发展特色种植的积极性，不断拓宽群
众增收致富路，助力乡村振兴和现代
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百千万工程”
走深走实。

茂名晚报讯 记者黄楚凡 通讯员卢
瑞军 7月12日至19日，广东石油化工学
院马超副院长、刘殷博士带领该院“火红
心愿”社会实践队到东岸镇开展为期一
周的“三下乡”调研活动。

活动开始前，实践队已先对当地
农业现状进行了大致上的了解，了解
了因山区地势荔枝种植地区不连片而
分布零散的问题，也了解到当地的种
植大户不少是种植火龙果。到达东岸
后，实践队挽起裤腿、带着草帽，立即
下乡开展各项调研，倾听村民心声。
实践队深入考察了东岸镇荔枝种植
园、油茶树种植基地、火龙果种植基地
等，对三种鲜果副产品的制作方式进
行了解，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和三种作
物发展情况，策划出对应的产业振兴

及销售方案。同时，实践队还结合东
岸镇实际情况，与当地种植户交流讨
论，运用自身在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
与最新的技术技能，将肥料配比、农药
用量和机械方面的改进方案反馈给果
农，帮助果农掌握更先进更科学的生
产技术，为果农来年促产增收打下坚
实的基础。

通过这次活动，实践队成员深刻领
悟到农业科研道路的深远意义。活动结
束后，镇团委书记负责人对实践队的艰
苦付出表示肯定，勉励实践队继续保持
满腔热情，踏实走进乡土深处，去田间地
头“接地气”“沾泥土”，获得知识，取得成
长。实践队队员也纷纷表示会继续用科
技和智慧点亮更多的乡村，助力乡村振
兴的宏伟蓝图。

广油学子走进东岸镇开展社会实践

茂名晚报讯 记者 黄宇彬 通讯员
邓枫静 近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青春
三下乡·消防志愿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志愿者走进高州，高州市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了内容丰富的
消防活动。

“高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跟着讲
解员的步伐，大学生志愿者走进高州市
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高州市以及高
州市消防救援大队的发展脉络，学习了

“火焰蓝”的由来、消防救援队伍职责、消
防员的日常生活，参观了消防车辆、消防
器材、防护装备等，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生
志愿者对消防的认识。

随后，高州市消防救援大队宣教员
带领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高州市西岸村伍
二经济合作社，深入乡村开展消防安全
宣传活动，消防宣教员与大学生志愿者
通过介绍消防器材、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向村民科普了日常防火注意事项，强
调安全通道畅通、电瓶车规范充电、用火
用电安全的重要性。叮嘱大家勿堵塞安
全通道、杜绝电动自行车在室内充电停
放、养成良好用火用电习惯。

“阿姨，插座都有额定功率，为了您
的安全不要超负荷使用。”社会实践中，
高州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宣教员与大学
生志愿者来到商户进行上门宣传。大学
生志愿者向群众递上一份消防宣传单
张，耐心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同时，消防
宣教员还利用商户现场情况，为大学生
志愿者直观介绍了如何查找身边的火灾
隐患。

据高州市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青春三下乡·消防志愿行”一系列
的消防社会实践活动，有效提升了大学生
志愿者消防安全意识，为助力“百千万工
程”发挥了大学生志愿者的积极力量。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者走进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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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田间好“丰”景 茂南花生迎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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