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
2025年5月15日 星期四首席编辑：谭斯惠责任编辑/版面设计：陈美任茂闻

十五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定向项
目决赛刚在茂名新城市民公园成功
举办，而一年后，广东省第十七届运
动会又将在此开幕。短短两年间，
两场大型体育赛事在茂名市举办，
这座粤西滨海城市以活力迸发的姿
态聚焦全国目光。从“赛事承办者”
到“城市发展谋划者”，茂名正在以
体育为支点，撬动城市能级跃升、民
生福祉改善的连锁反应，书写着“办
好一次会，兴旺一座城”的时代答
卷。

从“补短板”到“塑标杆”：
新城重构空间引领品质生活

走进茂名新城，奥体中心“一场
两馆”拔地而起，与茂名南站共同勾
勒出现代化城市轮廓。作为明年广
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主会场，“一颗
荔枝，两扇贝壳”的造型，巧妙融合
了荔枝文化、海洋文化与好心文化，
将成为茂名城市形象的崭新名片。

目前，奥体中心体育场整体完
成进度已达 70%，篮球场、网球场和
足球训练场基层全部完工，项目预
计今年 9 月底完工。体育馆的土建
工程、钢结构、二结构及金属屋面铺
设安装均完成，项目整体完成进度
60%；游泳跳水馆的土建工程、钢结
构、二结构已施工完成，项目整体完
成进度60%。

作为茂名“融珠入湾”的核心枢
纽，茂名南站高铁站配套工程同样
进展迅速。南站站前广场地下室、
公交首末站楼主体结构工程已顺

利完成，正开展地下室装饰、消防、
室外给排水及南北人行通道等工
程施工。

“我们以奥体中心等重点项目
为引擎，驱动新城‘现代活力核’加
速成型。”茂名新城管委会副主任李
苗的话语中透着对城市蜕变的期
许。按照规划，“一场两馆”将于今
年 9月竣工，2026年，奥体中心引入
顶级演唱会开启试运营，以文化热
力提前激活场馆效能，确保以最佳
状态迎接省运会。

体育赛事的涟漪效应，正悄然
改写茂名的城乡发展脉络。在“双
赛”机遇叠加下，茂名加速完成城市
发展谋划，撬动城市能级跃升。

茂名提出构建老城区“历史文
化核”、茂名新城“现代活力核心”与
南部滨海“未来发展核”这“三大内
核”。三大城市内核如三枚棋子，在

“新与老”“南与北”“产与城”的辩证
关系中落子成局，勾勒出“山海呼
应、古今对话”的立体城市意象。

2025 年，茂名新城正以体育赛
事为支点，继续以交通先导与生态
联结，将原本松散隔断的共青河片
区、高铁片区、茂东片区等紧密连接
起来，撬动起从“功能补位”到“品质
引领”的跃迁。

李苗说，新城以体制机制要最
优化、路网建设要便捷化、功能服
务要人文化、城市风貌要特色化、
城市生态要园林化等“五化联动”
为抓手，提速推进“现代活力核”成
型成势，实现城市功能的优化和品

质的提升。

从“短期热度”到“长效动能”：
“好心文化”升华成文明风景线

走进露天矿生态公园，这个挖
掘矿石留下来的6平方公里矿坑，经
过修复后成为茂名的后花园，吸引
大量市民前来露营。

茂名市露天矿生态公园管理处
文化宣传部部长杨伟文说，这里不
仅是市民休闲胜地，还是群众体育
的活动地，曾组织开展过骑行、徒
步、马拉松等活动。

茂名的城市面貌发生蜕变，更
激发了市民参与体育的热情。如
今，在茂名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健身的市民。公园、广场上，人们
跳着广场舞、打着太极拳；体育场
馆里，孩子们在学习篮球、足球等
运动技能。

“城市拥有众多广场，晚上看到
许多群众在锻炼，群众体育活动氛
围浓厚。”第一次来到茂名的上海队
领队林国平，对茂名群众体育活动
深入城市肌理赞不绝口。他说，这
座城市从居民住宅、城市建筑都有
好规划，连路边一些景观都规划得
比较有品味，有机会再来茂名。

“从运动员报到、参加技术会议
到前往赛场，茂名在各方面都做得
非常好，感受到主人翁的热情。”在
江苏队运动员罗歆歆眼里，这次赛
事活动不仅规范，而且茂名特别热
情，为运动员带来了很好的体验。

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教练

员感受到“茂名温度”，源自于市民
意识层面的变化。在赛场周边，由
132 名志愿者组成的“好心服务团”
已开展 3 轮应急培训，他们提供引
导、翻译等服务；不少市民主动报
名担任“文明引导员”，在街头为游
客推荐本地美食、讲解景点故事，
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东道主”的
担当。

“每天早上4点准时来到酒店等
候运动员，把运动员送到赛场。在
他们比赛期间，我们才能抽空吃早
餐、清扫垃圾。”接送大巴车司乘员
柯燕梅说，这本来就是职责所在，不
值一提。但所有司乘人员都想用最
薄弱的力量，让来自全国的运动员
感受到茂名的热情。

“红马甲”成为城市流动的风景
线之下，是茂名“好心文化”的深层
发力。这一源自冼夫人“唯用一好
心”理念的文化体系，历经1500余年
传承，早已超越地域文化范畴，成为
城市文明的精神密码。

通过十五运会，茂名将抽象的
文化基因转化为全民参与的文明实
践：专业志愿队伍的高效保障，市民
群众的主动参与，让“好心文化”深
度融入城市治理肌理。当“好心”从
历史典籍中走出，成为市民举手投
足的行动自觉，体育赛事的“短期热
度”便悄然升华为城市发展的“长效
动能”。

目前，茂名正以体育为媒，让文
化基因焕发出推动社会进步的持久
动能。

茂名晚报讯 通讯员张伟苗
记者宁钰燕 自电白区探索推行“人
大+村（居）民说事会”以来，霞洞镇坚
持运用“板凳会”“树下议事”等接地气
形式，摸索基层治理新方法、新模式，
更好听民声、察民情、聚民智、解民忧，
赋能“百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搭建议事平台
“小阵地”让大家“谈”

“以前村里开会都在白天举办，大
家都要去下田、做工，参与的积极性很
低，不太愿意发言。现在有了‘议事
会’，吃完晚饭出来散步就能见到说事
点，觉得自己的意见被重视，都愿意坐
下小板凳谈谈村里事，大家参与感更
强了。”上河村村民说道。霞洞镇在推
行“人大+村（居）民说事”过程中，注
重结合各村实际，在村中凉亭、田埂
间、树荫下等村民常去的地方“拉音
箱”“摆话筒”“架灯光”。在“议事会”
中广泛收集民意，确保每一位村民都
有机会谈谈心声。

河南村、霞洞村、由甘村、正源村、
山石村被选入第三批“百千万工程”
典型村推荐培育村，听到消息的村民
们热情高涨。在“村（居）民说事”会
上，围绕典型村建设的资金使用、预期
效果、文化传承等关键问题，大家积极
建言献策，参与热情高涨。

霞洞镇党委聚焦乡村振兴示范创
建，以“村（居）民说事”为载体，突出群
众主体，让群众在“家门口”自己说、主
动谈、共同议，在乡村振兴的全过程集
中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识。

聚焦议事清单
“小板凳”让大家“做”

在进行说事活动前，该镇通过实
地走访、群众诉求接访点等形式多途
径收集民意，广泛收集环境卫生、征地
征拆、典型村培育等群众关心关注的
问题，按照轻重缓急确定说事清单，开
展说事活动。

下中村田中间村计划建设文化
广场时，村民对资金和维护存在担
忧。为此，村里召开“村（居）民说
事”会，共同商讨选址、设计和建设
方案。会上，大家纷纷表示要为文化
广场建设出力，老退役军人带头捐款
16888 元，还有村民主动出让土地，充
分体现了“村民的事由村民说了算”，
让每个讨论的方案都更贴合实际、更
得民心。

保障议事成果
“小确幸”让大家“享”

霞洞各村（居）委会相继开展“村
（居）民说事”活动以来，在污水终端建
设、村道硬底化工程、土地纠纷等关键
民生领域，形成了“有事要商量、有事

好商量、有事多商量”的共识，走出了
一条乡村善治之路。

在污水治理方面，有些村民不理
解不支持，认为污水终端选址会影响
出 行 和 生 活 。 通 过“ 村（居）民 说
事”，大家分享污水治理的政策和好
处，协调解决大部分的工农关系问
题。目前，全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 76.9%，河涌水质明显改善。在
村道硬底化方面，参与活动后的村
民积极协调土地纠纷，自发成立监

督小组参与工程验收。截至目前，
全镇已完成 20 公里村道硬化，惠及
10 个行政村，带动村集体增收 3 万
元。据统计，霞洞镇共开展说事活
动 2900 余场次，解决事项 1470 余件，
民意收集更精准、监督落实更高效。

乡村要振兴，治理是关键。霞洞
镇将继续积极探索乡村治理创新，进
一步拉近干群关系，让“村（居）民说
事”描绘乡村振兴新气象，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霞洞镇：

小板凳“议事会”大家说“话振兴”

“议事会”现场。通讯员供图

以体育为支点撬动起
连锁式发展动能

茂名晚报记者李光耀

十五运看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