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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京兰环保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无

害化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单位：广东京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金山工业园区

金山大道北向。

现征求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众、机构或其

他组织的代表及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公众意见和建议，

可通过电话联系或邮箱提交公众意见。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链接：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T3YhaML9DX8MfEBIrCqVmA 提取码：ie7v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建设单位联系人：刘彬 电话：15706680234
联系地址：高州市金山街道兴业路4号

电子邮件：1039249446@qq.com

环评单位：广东环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金花 联系电话：0668-2883988

环评信息公示

茂名晚报讯 记者黄楚凡 通讯员高干 李成松 在
信宜市西北部的金垌镇木威村委会木威村，有一座曾
经辉煌了约 350 年的特亮县城。她成立于公元 622
年，距今1400多年，比古窦州成立还早12年。特亮县
扼守粤桂交通要地，担负岭南疆土守护和稳定重任，
成为当时俚僚文化和中原文化一个交汇融合点。今
天，木威人民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发展经济，注
重民生，尤其是引进电子厂和加强发展传统竹篾编织
业的举措后，群众生活稳定，奔康致富，成了木威村美
丽一景。

尘封了一千多年的山村古城

近日，在信宜市有关部门领导的指引下，记者一
行来到金垌镇木威村委会木威村。在村口看到路边
立着一块石碑，上写“木威，公元622年—972年，特亮
县府所在地”等字样。沿着干净弯曲的绕村水泥路
走，看到木威村建在一块大盆地之上，西北方略高，四
周大山峻岭，如龙蜿蜒围绕，中间一条河名木威河穿
越，从西往东流去，一直流经相邻的广西杨村、界牌等
地。村民说，此河过去曾经可撑船，可惜千年过去大
河变小，快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盆地上的村庄有点疏
朗，不像平原地区密集。

村支书姓李，是一名女同志，她带领我们走进村
中央一块高地，说这里就是一千多年前的特亮县城最
正中的遗址。四周已建起一幢幢小楼，地上有小菜
园，小狗和鸡鸭在村道穿梭，完全无法看到一块古砖
古瓦了。李书记说这里住的都是正宗的本地“土著”，
几十年前她结婚来时，这些地方已全部建起了屋，村
民世代都居住于此。“要说特亮县城遗址，这一带木威
村民居住的地方都是。”有资料表明，特亮古城南北长

320米，东西宽215米，城墙为夯土墙。墙基附近有通
道，是古城的北门。

李书记带领我们绕着村走了半圈，但古迹始终无
法寻得。听说在 20世纪 80年代，当地遗址曾出土了
一面铜鼓，现藏于湛江市博物馆。在古城址的堆积层
还出土了一些古砖古陶罐之类，直接印证了千年前的
文明确有其事。至于为什么叫特亮县，是因为传说附
近有一座山晚上有一白牛会发光，特别亮，所以叫特
亮县。特亮县公元 622 年成立，古归扶南州管辖，后
来扶南州改名窦州。特亮县比窦州早 12 年，民间说
先有特亮后有窦州，由此而来。特亮县地处粤桂交通
要冲，也是军事和经济节点，“僚人”曾在附近发动多
次暴乱，为加强中央王朝控制，唐开设跑马场加紧训
练军队镇压，形成强大军事威慑力，促使俚僚文化和
中原文化融合发展，维护稳定。

古城乡村的竹编和电子厂

时至今日，逾千年过去了，抹开历史尘埃，木威村
民并不因有千年古城在此而沾沾自喜，也不因地处偏
僻失去历史光茫而自责懈怠，而是一边尽力开发和保
护好历史遗产，一边因地制宜，奋发图强，在金垌镇党
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引进电子厂，加强传统编织业
的发展，一步一步走向富裕之路。据李书记介绍，现
在村中已引进几个电子来料加工厂，农闲之余，几十
名村民得以在家门口再就业，加上一些家庭开展的竹
篾编织，可以说是“稳产稳收”。这些村民足不出户，
钱袋子普遍都鼓了，还带动其他村民致富。

现在的木威，这个大山里的千年古城小村，每当
晨曦暮霭，家家户户几乎都在忙，忙着织篾，穿线管，
忙着在历史的光辉里涤荡着自豪的笑容。

信宜金垌木威村

昔日辉煌的特亮县城
如今奔富的美丽乡村

茂名晚报讯 记者柯泽彪 通讯员吴昭豪 为
丰富圩街儿童暑期生活，搭建大学生服务乡村的
实践平台，7月 14日至 15日，在镇党委政府的指
导下，高州南塘镇帮扶工作队、镇社工站联合广
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教育科学学院，在南塘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特色课程，让3-6年级乡村儿童沉浸式感受非
遗技艺与传统手工艺术的魅力。

活动主题聚焦“文化传承+实践育人”，精准
面向南塘社区、南塘村委等圩街就近的小学生群
体，每日分上午 8:00-11:00、下午 15:00-17:00 两
个时段开展。考虑到场地承载能力，每个课程限
额约 20 人，确保孩子们在大学生志愿者的细致
指导下，深度体验手工创作的乐趣。

课程设置兼具趣味性与文化性：涂鸦扇绘画
让孩子们用斑斓色彩勾勒夏日意趣，油纸扇绘制
则在传统扇面中融入童真创意；扭扭棒手工艺术
以灵活材质解锁造型无限可能，石子涂鸦将平凡
石块变为“艺术画布”；掐丝珐琅工艺展现金属与
釉料的千年碰撞，非遗手工扎染以蓝白晕染诠释
传统染色的东方美学；中药香囊在填充草药的过
程中传递中医药文化，纸编书签则用经纬交织编
织阅读之美。每门课程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
涵，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触摸传统。

课堂上，大学生志愿者化身“文化讲解员”
与“技艺辅导员”，既讲解掐丝珐琅的历史渊源、
扎染的民俗故事，又手把手示范剪、粘、染、画等
技法。孩子们从生疏的“初次尝试”到专注的

“创意迸发”，眼神里闪烁着对传统文化的好奇
与热爱。当一件件带着童趣的油纸扇、扎染方
巾、中药香囊完成时，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
成就感。

此次活动既是乡村儿童的“文化暑托班”，也
是大学生的“实践练兵场”。通过手工艺术的桥
梁，不仅让非遗文化在乡村儿童心中播下传承的
种子，更让大学生在服务乡村中深化了对“乡村
振兴”的理解。下一步，南塘镇将持续整合校地
资源，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让传统文化在
乡村沃土中焕发新活力，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注
入持久动力。

非遗润童心实践助振兴

活动现场。

茂名晚报讯 近年来，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创新实施“引育留”全链条工作
机制，推动人才工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化州市新增
博士工作站2家，引进紧缺专业人才超百人，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185万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精准对接“引”才，打造人才集聚“强磁场”。创新
开展“人才夜市”“暖心招聘”等特色活动，通过校园招
聘、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累计提
供岗位7261个。深入实施“人才回归”工程，开发124
个高校毕业生见习岗位，吸引133名毕业生返乡就业
创业，形成“以才引才”的良性循环。

产才融合“育”才，搭建人才成长“大舞台”。坚持
将产业需求与人才培育深度绑定，支持龙头企业与高

校共建产学研平台。化州中药厂与恒兴养殖公司获
批设立2025年省级博士工作站，聚焦中药萃取、水产
养殖等关键技术攻关，已吸引 3 名博士入驻，推动产
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优化服务“留”才，营造近悦远来“生态圈”。全面
升级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实现人才认定、
补贴申领等事项“一窗通办”，2025 年新认定的 11 名
教育系统高层次人才，从申报到获批仅需 5 个工作
日。投入 60 万元专项建设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打造
集交流培训、项目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让人
才“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梁郁文 通讯员陈万琼
董天忠）

村中石碑。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黎雄 摄

化州：奏响“引育留”三部曲打造人才聚集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