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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冯小飞 近日，一场
别开生面的书画艺术盛宴——“深融礞石
杯”茂名市“橘韵墨香 丹心绘华章”女子书
画大赛作品展，在化州市博物馆一楼展厅
拉开帷幕。此次展览由广东深融生态产业
有限公司与化州市女书法家协会联合主
办，旨在通过书画艺术弘扬化橘红文化，同
时展现茂名女性的艺术才华，为文化传承
与创新注入新活力。

化橘红作为广东省化州市特产，拥有
1600多年种植历史，在明清时期曾是朝廷
贡品，不仅具有独特的药用价值，更蕴含着
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化州当之无愧的文化象
征。本次书画展以千年化橘红文化为线索，
精心挑选了 86幅女性书画作品，这些作品
涵盖特邀作品、获奖作品和入选作品。它们
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化橘红从明清贡品到富
民产业的古今蜕变，凝练了非遗炮制技艺与
现代农业的融合之美，全方位展示了乡村振
兴的产业图景与巾帼艺术风采。

在展览现场，书法作品风格各异，篆
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五体书法将创
作者的深厚功底展现得淋漓尽致。绘画作
品同样百花齐放，国画、版画、水彩画、油画
四大画种作品精彩纷呈，尽情绽放着女性
独有的艺术力量 。

此次展览不仅是一场艺术的展示，更是
对化橘红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呈现。展览通
过翰墨丹青再现了化橘红种植、加工的全产
业链风貌，并特别设立“产业振兴”主题展区，
解读了化橘红从传统药典到现代经济的创
新发展之路。女性创作者们以笔为媒介，不
仅描绘了化橘红助力兴农的生动实践篇章，
更书写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时代华章，用
一支画笔绘就“一果撬动一方”的振兴故事。

展览将持续至 5 月 20 日，广大市民可
前往化州市博物馆，领略书画艺术与化橘
红文化相互交融的独特魅力，感受茂名女
性的才情与风采，在艺术的海洋中品味化
橘红文化的深厚底蕴。

巾帼妙笔绘橘红
“深融礞石杯”茂名市“橘韵墨香丹心绘华章”女子书画大赛作品展正在进行

女子书画大赛作品展现场。冯洋 摄

茂名晚报讯 记者柯泽彪 通讯员翁玲敏“我知道
泳衣遮住的地方不能随便让人碰！”“男生女生上厕所
要分开，因为身体不一样！”在京山小学四、五年级教
室里，孩子们举着小手争先恐后地回答社工老师的提
问。近日，高州南塘社工站居委会服务点社工，在南
塘镇京山小学、罗村小学、旺罗小学三所试点校启动

“塘心护童，知性成长”儿童性教育项目，并开始第一
节活动，主题为“认识我的身体、认识隐私部位、尊重
男女生身体差异”。通过男女分开开展趣味课程、情
景模拟和互动游戏，帮助147名小学生树立身体认知、
隐私保护及性别平等意识。

“男孩女孩不一样”：在尊重中理解性别差异

“女生有更长的头发，男生声音会变粗，这都是正
常的身体变化”。在三所学校的性教育项目课上，社
工用现场互动游戏展示男女性别的不同差异。当谈
到“男女生如厕方式不同时”，孩子们自发讨论起校园
生活中的细节：女厕所门口要排队、体育课换衣服要
用隔帘。校心理老师点赞道：“课程巧妙化解了孩子
对性别差异的困惑，现在班上争执‘谁的动作更像男
生’的情况少多了。”

活动中，社工还带领学生观看“男生女生不一样”
的动漫视频，孩子们领悟到“女孩也能当科学家”“男
生也可以哭”等现代性别观念。

“身体红绿灯”：给隐私部位贴上保护标签

“眼睛、鼻子、嘴巴属于安全区，可以大方展示；背
心、裤衩遮盖的位置是私密区，只有爸爸妈妈和医生
可以触碰……”在京山、罗村、旺罗三所学校课堂上，
社工老师把卡通人体图分别挂在黑板上，用“红绿灯”
游戏引导孩子们划分身体区域，并用红色彩纸贴住隐
私部位，让孩子们通过活动参与，认识懂得如何区分
自己的隐私部位，而且是不能给别人看和摸的。

通过及时收集孩子们填写的反馈卡，本节活动让
三所学校四、五年级的 147个孩子正式的认识了自己
的身体和隐私部位、学会了尊重男女生的性别差异淡
化敏感标签。

“认识我的身体尊重性别差异”
南塘社工走进校园开展儿童性教育活动

茂名晚报讯 记者陈琴 通讯员张庆芳 邹玉芳
近日，茂名市茂南区 2025—2026 年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中心正式揭牌，茂名市农业农村局、茂南区农业农
村局以及茂南区生产托管服务主体的相关人员共同
出席。该中心将进一步整合服务主体和服务对象资
源，制定作业指导价，进一步规范合同、下单、作业轨
迹等事项，开拓整村推进和跨区作业市场，推动农业
生产托管转型升级，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出新的
贡献。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外流现象日益突出，“谁来种地、怎么种地、
如何种好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传统农业
经营模式存在生产效率低下、抗风险能力薄弱等问
题，自2021年起，茂南区积极探索农业生产“大托管”
服务改革，经公开遴选和专家评审，共确定了27家产
业链条完整、综合服务能力突出、运营管理规范且联
农带农效果显著的服务主体，同时还成立了茂名市第
一家农业机械合作社联合社，统筹整合服务资源，补
齐育秧和烘干等服务短板，完善农机服务链条，服务
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目前，茂南区现有大中型拖拉

机、收割机、插秧机、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等各类农机
3288 台，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62.8%，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3.62%。建成
烘干中心5个，日烘干能力316吨。

2024年,茂南区共完成农业生产托管面积达 7万
多亩，涉及水稻、玉米、北运菜、荔枝等多种作物，实现
了从育秧、机插、飞防、机收、烘干的全链条覆盖。全
程托管从 2021年每亩 930元下降到去年的 650元，推
动了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水稻产单提高30公斤，惠及
当地农户38000多户。

据悉，今年初，在首届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中心主
体任期届满后，经过公开遴选和专家评审，确定了茂
名市茂南区志远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茂南区 2025—
2026年度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中心的承接主体。该合
作社为国家级农机专业合作社，具有全链条作业能
力，运行规范，还长期为省内、外各地提供生产托管服
务。茂名市茂南区志远农机专业合作社社长柏火明
说：“茂南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中心将聚焦水稻等粮
食作物，从耕、种、管、防、烘、收等环节，为农户提供全
程服务。”

茂名市茂南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中心揭牌

活动现场。

茂名晚报讯 5 月 12 日下午，高州市委副书
记、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卢巧智上线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平台，与广大市民展开深入互动交
流，并就群众关心的政务服务热线诉求解决、政务
服务水平提升以及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工作进行
了详细分享。

在解决群众政务服务热线诉求方面，高州市始
终秉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原则。2024年，高
州共受理热线工单30652宗，群众关注的热点聚焦
于环境卫生、城市管理、便民服务等领域。为有效
应对这些问题，高州构建了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
压实部门办理责任，优化工作流程，强化闭环管理，
确保工单高质高效办理，按时办结率达 100%。以
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拥堵问题为例，高州通过合理
设置隔栏路口、整顿乱停乱放等措施，加大整治改
造力度，使相关热点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在提升政务服务水平领域，高州着重从三个方
面发力。其一，完善“一网通办”办件流转审批机
制，目前已有 1309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市内通
办”，384项实现“镇镇通办”，综合受理率、全程网办
率、行政许可时限压减率等多项指标在茂名各区县
中位居前列。其二，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精心推出荔枝龙眼销售、企业开办等“一件事套餐”

230个，使平均办理时间减少49.3%，跑动次数减少
62.89%，切实降低了群众办事成本。其三，推行“办
事不出村”改革，将71项便民事项下放至村（社区），
并为行动不便的农村群众提供党员志愿者帮办代
办服务，成功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高州积极深化“放管
服”改革，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推动营商环境
质量显著提升。一方面，借力佛山横向帮扶，推动
办事标准、流程和时效与佛山全面接轨，着力建设

“类佛山”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建立“十条硬措
施”、重大项目全程审批代办等机制，大幅提升审
批效率和政务服务效能。例如，申菱环境项目从
去年5月开工建设到12月竣工验收，仅耗时220多
天，刷新了“高州速度”。此外，高州持续开展育
企、助企、护企、强企工作，有效落实企业服务官等
制度，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提升企业效
能。像中财管道项目从去年7月试生产到12月实
现产值超亿元，仅用6个月时间。

卢巧智表示，高州将持续把群众的“问题清
单”转化为政府的“责任清单”，致力于让热线的

“百分百办结率”真正转变为群众的“百分百满意
率”，全力推动高州政务服务与营商环境迈向新台
阶。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黄月华）

高州市长上线12345热线

分享政务服务与营商环境优化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