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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李君平 6月28日（本周六）
晚上 7 点半，“金池饼业”第六届北部湾城市群冼
夫人文化宣传大使选拔赛电白赛区海选决赛，将
在电白塘霞俚街年例广场（疍家墟）火热开赛，届
时，来自各地的选手汇聚于此同台竞技，角逐晋级
半决赛名额。

一直以来，冼夫人助隋平定叛乱、促进汉俚文
化融合等事迹在岭南地区广为流传，深受人们的
敬仰与爱戴。谈及对冼夫人文化的理解，电白赛
区选手们各有感悟。选手谭雅丹自幼在长辈讲述
的冼夫人故事中成长，在谭雅丹心中，冼夫人早已
从历史长河中的英雄，转变为守护岭南儿女的“守
护神”。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参赛的系统学习
与展示，进一步加深对冼夫人文化的认知和感悟，
努力推动冼夫人文化从历史走向现实，凝聚人心、
推动社会向善。”选手邓依妮坦言，通过这次参赛
对茂名“好心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冼夫人一
生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事迹，深
深打动了她，她表示：“比赛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
能与众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用实际行动践行宣
传冼夫人的事迹和精神，才是这次参赛的最大意
义。”

近年来，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电白疍家
墟加快推进建设，通过“以景带村”“以产带村”等
产业融合模式，让塘霞村焕发新活力。电白赛区
海选决赛选址在疍家墟举行，让参赛者与观众在

感受比赛激烈氛围的同时，既能领略疍家文化的
独特风情，又能深刻感悟冼夫人文化的深厚内涵。

比赛当晚，评委们将根据选手的现场形象、仪
态、气质、口才、才艺等方面对选手进行综合考
评。同时，赛事将通过新华社现场云平台对赛事
进行全程直播，让广大市民和网友共享这场视觉
与听觉的文化盛宴。

电白赛区海选决赛由中共茂名市委网信办、

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茂名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指导，茂名日
报社主办，广东金池饼业有限公司总冠名，茂名日
报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茂名市女企业家协
会、茂名市冼夫人文化女子促进会协办，同时得到
指定用车茂名粤迪云腾腾势中心、广东汉悠堂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茂名华侨城滨海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等企业的大力支持。

电白赛区部分选手。图片
由选手提供

茂名晚报讯 记者柯泽彪 通讯员柯艳梅 6月24日
上午，电白区七迳镇在高新中学广场开展“6·26”国际
禁毒日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教育引导，给在场 1000
多名的师生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禁毒教育课。

当天上午 9 时，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
幕。高新中学领导带领全体人员宣读禁毒誓言，“我是
中华民族的儿女，我郑重承诺：铭记历史耻辱，坚决与
毒魔抗争到底……”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广场，彰显
了大家坚决抵制毒品的决心。七迳镇领导在讲话时强
调了禁毒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
的严重危害，呼吁全镇上下共同参与禁毒斗争，守护无
毒家园。

高新中学的学生们带来了精彩的禁毒诗歌朗诵演
出，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诠释了对毒品的痛恨
以及对健康生活的向往。演出结束后，七迳镇领导及
师生代表依次在“禁毒墙”上郑重签名，承诺远离毒
品，积极参与禁毒宣传。

在参观仿真毒品模型展区时，同学们纷纷驻足观
看，认真聆听七迳镇禁毒办工作人员讲解各类毒品的
特征、种类及危害。这些仿真模型让同学们更加直观
地认识到了毒品的真实面目，增强了大家的识毒能
力。随后，大家又参观了七迳镇禁毒教育基地，深入了
解了禁毒历史、禁毒法律法规以及禁毒工作成果等知
识。许多同学表示，通过本次活动，他们深刻认识到了
毒品的可怕，在今后的生活中，一定会时刻保持警惕，
远离毒品，并且积极向身边的人宣传禁毒知识。

此次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进一
步提高了广大师生及群众的防毒拒毒意识，在全镇营
造了浓厚的禁毒氛围，为构建和谐稳定、无毒美好的七
迳镇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学们参观仿真毒品模型展。茂名晚报讯“现在每斤化橘红鲜果，少说都能卖
5 块多！”在化州市平定镇大岭村，一名橘农麻利地将
刚采摘的化橘红装车，“以前单打独斗愁销路，如今加
入合作社，不仅有保底价收购，年底还能拿分红，心里
踏实多了！”这样的场景，正是化州农业三年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化州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
锚定特色产业赛道，坚持“平台带动、特色推动、业态撬
动”三大举措，让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产业平台带动
在广东省南药种业创新园，化橘红、广藿香等南药

种苗繁育年生产能力达1000万株。这三年，化州攥紧
“农业芯片”，建成水稻良种推广示范基地、化橘红种质
资源圃等育种平台，仅化橘红一项，就通过“1+12”良
种繁育基地年供优质种苗 110 万株，实现良种覆盖率
100%。

走进化橘红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标准化厂房
里员飘着浓郁的药香。这里创新的“六共享”模式，让
农户与产业深度绑定：订单农业带动8.4万余户锁定收
益，股份合作让 1.1万余户村民变身“股东”，土地流转
加保底分红惠及 4.2万余户……省级水产和预制菜产
业园内，罗非鱼从养殖到切片加工、生物制品生产形成
完整链条，带动超万户农户增收；预制菜产业园 14 个
子项目陆续投用，化州香油鸡、牛杂等特色美食通过冷
链物流端上大湾区餐桌，带动 2 万余农户参与产业链
分工。

特色产业推动
化州化橘红、水产和预制菜三大特色产业入选《广

东省县域特色产业目录》，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216.44
亿元。化橘红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115 亿元，种植面积
扩至13万亩，打造“2+314”化橘红品牌梯度培育体系，

实现品牌影响力指数两年间跃升350点，跃居“2024中
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 TOP100”榜单第 9，
化州化橘红成功入选国家级区域公共品牌和国家农业
品牌精品培育名单（省内唯一中药材）和 2024 年广东
省农产品“12221”市场营销十大案例，荣获“中国气候
好产品”认证（省内首个农产品），与吉林人参结对推
广，形成“南橘北参”品牌联动格局。

新型业态撬动
夜幕降临，“村BA”赛事期间东方红村篮球场灯火

通明，吸引周边乡镇近万名观众。“比赛期间，光每日摊
位租金就能达到2000元，村集体增收超33万元！”村支
书说道。2024年，化州以“中医药文化夜市”“村K”等
活动引爆流量，文旅收入同比增长45%。

“家门口的工厂”让村民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在笪桥镇瑶埇村的恩铭玩具厂，缝纫机声此起彼伏，45
岁的留守妇女李姐一边缝制布偶一边笑道：“每月能挣
3000 多，还能接送孩子。”像这样的“乡村微工厂”，化
州已培育 634 家，年产值超 13 亿元，年创税收近 1300
万元，带动就业上万人。

新安镇新塘村则上演着“环境变现”的故事。通过
人居环境整治，以“微改造”推动“大更新”，该村成功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培育水果种植、乡村旅游等新型业
态。2024年，新塘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8万元，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0多万元，村集体较2023年增加
收入25万元，增幅达到100%。

化州这三年，田还是那片田，但“种法”变了，想法
新了。从攥紧“一粒种子”到打响农业品牌，再到搞活
一方水土，化州农业的“新引擎”轰鸣作响，让农民群众
挣钱的路子更宽了，日子更有盼头！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梁郁文 通讯员 杨礼圣
陈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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