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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档案公共服务，提升群众利用体验

茂名晚报讯 记者赖碧怡 通讯员邱
莲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
东、视察茂名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
茂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茂名实践
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良好舆论氛围，进
一步加强百姓宣讲队伍建设，擦亮我市
百姓宣讲品牌，5 月 15 日至 16 日，茂名
市委宣传部组织举办茂名市百姓宣讲比
赛培训暨 2025 年百姓宣讲员培训班，为
来自全市各级各单位推荐的 70 多名宣
讲员“充电蓄能”。

专家领航，理论与实战双线赋能

培训班邀请了省委宣传部讲师团理
论专家、我市的语言学者进行授课。通
过理论讲解、宣讲案例分析、分组辅导、

现场示范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化培
训方式，对宣讲员在宣讲稿撰写、宣讲技
巧提升以及宣讲过程中的细节把控等方
面进行了专题辅导。学员们纷纷表示，
专家授课既有政策高度，又有“泥土气
息”，为创作“沾露珠、带温度”的宣讲稿
打开了思路。

以练促学，从“纸上练兵”到“台上亮剑”

培训打破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
设置分组实训、汇报宣讲等互动环节。
70多名学员分成三组，各组的导师提前
介入对宣讲员的宣讲稿提出修改意见，
宣讲员积极修改提升宣讲稿。

在分组试讲时，导师对宣讲员的
宣讲技巧进行指导，学员之间互提修
改意见。培训尾声，学员代表则进行

精彩的汇报宣讲，充分展示了培训的
显著成果。如《守正创新，让茂名非遗

“活”起来》以高州木偶戏非遗传承人
兴叔的故事为线索，讲述了一位七旬
老人用抖音直播焕活传统艺术的动人
历程，生动诠释了“文化传承不是博物
馆里的标本，而是百姓指尖跳动的红
心”，传递出茂名建设文化强市的温暖
力量；《甘底村“鸡司令”的乡村致富
梦》通过一个返乡青年回到家乡带领
村民致富的故事，展现了模范带头人
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和突出贡
献；《好心茂名·暖心城管》讲述自己在
城管执法一线亲身经历的故事，再现
城管人坚持执法为民，急群众所急、想
群众所想的真实情景，展示了城管人

“用好心，管好城”工作理念。

这些宣讲从小角度讲述大道理、从
小切口展现大视角，赢得了阵阵掌声。
学员们纷纷表示，这种培训模式，人人都
要参与其中，在练中学，在学中提升，学
到真本领。

以赛促讲，让茂名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

随着本次培训的圆满落幕，茂名
市百姓宣讲比赛的半决赛阶段即将开
启。半决赛后 15 名优秀学员将晋级宣
讲比赛决赛，并纳入“柏桥讲堂”宣讲
队，深入各区、县级市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开展巡回宣讲，推动基
层宣讲走深走实，为茂名市的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的精神动力，让党的创新
理论和各项政策真正“飞入寻常百姓
家”。

讲好茂名故事 凝聚发展力量
茂名市百姓宣讲比赛培训暨2025年百姓宣讲员培训班圆满举办

茂名晚报讯 记者刘浩 通讯员邱
永全 5 月 17 日，茂名市军休干部、“好
心老兵宣讲团”成员、荣誉军人黄操走
进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为该院60多名青年党员带来了一场以

“红色基因润心田 革命信仰永流传”为
主题的党史军史宣讲，从铸魂、培根、
笃行、弘志四个层面，传承红色基因、
学思践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厚
植大学生爱党爱国情怀。

“戎马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有
2 次。56 年前，在汕头牛田洋 7·28
特大抗台抗洪中，全体将士官兵与
来自省内高校 1000 多名大学生筑成
人墙保护大堤，守护国家和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46 年前，参加边境前线作
战中，我带领战士不怕牺牲，冲锋在
前，突破敌人一条又一条防线，许多
战友因此长眠在战场上，自己被敌方
炮弹炸伤昏迷了一个多月。”黄操从
不同角度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保家
卫国、强军兴军的军旅故事和难忘经
历，展示了不同时代军休老兵的强国
志、爱国情、报国行，深深打动了在
场的每一名听众，台下数次响起热
烈的掌声。

黄操寄望在座党员，作为新时代
的青年，应志存高远、忠于祖国，努力
做新时代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
爱国者。“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一个人的理想只有同国家的前途和民
族的命运相结合才有价值，一个人的
追求只有同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
相一致才有意义。

“老兵谈起往事时就像一位意气
风发的少年，永远充满激情与热血，激
励我们年轻人在新时代尽己所能，不
负韶华！”“听不够，根本听不够！每次
都有新体会、新收获，这样的思政课应
该让更多同学听到。”宣讲结束后，学
子们都深有感触。

该学院党委负责人表示：军休干
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伟大建
党精神亲历者、见证者、传承者。通过

“老兵带党员、党员带青年”的辐射效
应，不仅让红色信仰在代际对话中焕
发新活力，更是构建起了多方联动的
红色教育共同体。

随后，化工工程学院与茂名市军
休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并为黄操颁发

“校外思政导师”聘书。

5月17日，随着最后一束荔枝花束
的颁发和欢笑声的渐渐远去，由茂名
市茂南区人民政府、茂名日报社主办
的茂南 2025 亮“荔”缤纷行·荔枝文化
嘉年华在禄段古荔园落下帷幕。这场
以“茂南非遗焕新彩 禄段古荔迎客来”
为主题的文化盛宴，不仅为现场市民
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荔枝文化体验，
更通过“体育+非遗+文旅”的创新融
合，展现了千年荔枝文化的独特魅力，
成为茂南区以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的生动实践。

丰硕成果：
文化传承与产业振兴双赢

本次活动吸引了超千名市民参
与，两公里的古荔园路线上，千年古荔
树打卡、非遗美食展销、泼水狂欢、荔
叶雕刻等环节让参与者流连忘返。主
办方表示，本次活动精心设计了三大
核心板块，在“潮玩运动”板块，设置
了泼水狂欢、趣味健步等 10 余项体育
活动；“古荔探秘”板块通过集章打
卡、古树定制等方式，让参与者深入
了解荔枝文化；“非遗盛宴”板块则集
结了 20 多项非遗展示和美食体验。
这种创新模式成功打造了“可参与、可
体验、可传播”的文旅新场景，将荔枝
文化与全民健身、非遗传承深度融合，
进一步提升了“茂南荔枝”品牌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特别设置的
荔枝定制服务成效显著，得到了广东
省地产商会等4家企业的积极响应，为
当地荔农拓宽了销售渠道。参与定制
的企业负责人表示：“这种‘定制+体
验’的模式很有吸引力，既保证了品
质，又增添了文化内涵。”

同时，活动现场设置美“荔”市集，
25 个展位展示了茂南特色农产品，荔
枝干、荔枝酒等深加工产品和周边土
特产备受青睐。荔农可以把自家的土
特产、荔枝等农产品带到现场销售，

“今天我们摘了一百多斤荔枝，不一会
就卖出了几十斤。”荔农何伯开心地
说：“现在我们的古荔树，既是摇钱树，
更是文化树、幸福树！”这次嘉年华活
动很好实现了“文化惠民”与“产业助
农”的双重目标。

精彩回顾：
快乐瞬间定格荔乡记忆

从启动仪式上的彩粉喷洒，到水
美乡村舞台的泼水狂欢；从非遗美食

“簸箕炊”“猫屎糖”的香气四溢，到美
“荔”市集的农产品展销，每一个环节
都成为参与者美好的记忆。市民陈女
士带着孩子集齐了7枚打卡印章，兴奋
地说：“不仅让孩子了解了荔枝文化，
还体验了运动的乐趣，这样的活动非
常有意义。”

活动现场，摄影师捕捉的欢乐瞬
间通过小程序“相片墙”分享给参与
者，成为他们珍藏的“荔乡记忆”。终
点站的套圈、投篮挑战和幸运抽奖更
是将气氛推向高潮，18 名幸运儿获得
了古荔树采摘权，50 名参与者收获了
荔枝花束，参与者直言“开心满满、收
获满满”。这场集运动、文化、美食于
一体的嘉年华，不仅让千年荔枝文化
焕发新生，更展现了茂南乡村振兴的
蓬勃活力。

展望未来：
利用“体育+”模式激活乡村动能

近年来，茂南区通过举办特色体
育品牌活动，将生态美景、非遗文化、
夜市经济融入全民健身，培育壮大多
元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如通过龙舟赛、村BA、舞狮等特色赛事
盘活生态资源，积极开展具有地域特
色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和乡村农味农
趣主题健身活动。

这场精心策划的嘉年华不仅是
一次全民健身的盛会，更是一次文化
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是茂南区
探索“体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又一力
作。

茂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
继续深挖非遗资源和生态优势，拓展
特色体育项目和主题赛事活动，围绕
古荔文化、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等主
题，探索更多“体育+”实践新路径，打
造更多特色品牌活动，推动全民健身
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为“百千万工
程”注入文化动能。

文/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珍
珍

2025亮“荔”缤纷行·荔枝文化嘉年华圆满落幕
茂南创新“体育+”模式激活乡村动能

军旅故事点燃学子青春激情
茂名军休“好心老兵宣讲团”走进高校讲党史军史

宣讲结束后，大学生们意犹未尽，继续聆听老兵讲述军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