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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冯小飞 通讯员黎
精华 简婉琳 暑期来临，自驾游热度攀
升，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凭借“荔枝文
化主题+特色美食体验”的创新模式，成
为粤西地区新晋网红打卡地。作为广
东首个荔枝文化主题开放式服务区，这
里打破了传统高速服务区“仅提供加油
与简餐”的刻板印象，以丰富的荔枝美
食、地道茂名风味及文化体验项目，吸
引了大批游客。

荔枝主题美食成“流量密码”

走进柏桥服务区，浓郁的荔枝元素
扑面而来。核心区域的荔枝集市堪称

“中国荔乡”茂名的缩影，桂味、糯米糍、
妃子笑等十余种新鲜荔枝整齐码放，果
香四溢。来自广东海洋大学的“石榴
籽”实践团学生们在此实现“荔枝自
由”，他们表示：“没想到在服务区能吃
到刚从枝头摘下的荔枝，清甜多汁，刷
新了对高速服务区的认知。”除荔枝外，
龙眼、菠萝蜜等当季热带水果也供游客
现买现尝，成为旅途开胃“前菜”。

西区服务楼的“乐驿+”便利店是
“荔枝控”的必到之处。其中，荔枝冰淇
淋以新鲜荔枝果肉入料，口感绵密，深
受游客欢迎。“孩子看到就挪不开步，冰
淇淋里能吃到真实果肉，用料很实在。”
自驾游客刘先生说。店内还有荔枝干、
荔枝味气泡饮等 20 余种衍生产品，满

足不同游客的口味需求。
毗邻便利店的“荔香馆”咖啡吧推

出的荔枝特调饮品同样人气爆棚。荔
枝拿铁、荔枝气泡水是限定款，日均售
出近 300杯，咖啡师现场捣碎新鲜荔枝
果肉的操作过程全程可见，让游客吃得
放心。“荔枝季用新鲜果肉调制，果香与
咖啡香融合得恰到好处。”工作人员介
绍，荔枝拿铁因“甜而不腻”成为爆款，
成为游客歇脚时的首选。

地道风味与夜景体验延长停留时间

除了荔枝主题美食，服务区商业街
的高凉食府为游客提供地道茂名正
餐。招牌菜荔枝木烤鸡选用本地散养
走地鸡，以荔枝木烤制后表皮金黄酥
脆，肉质鲜嫩多汁。杨桃鸭、罗非鱼、豆
饼角等特色菜品也备受青睐，让游客在
旅途间隙感受茂名“烟火气”。

非遗集市和高凉名小吃集聚区则
是体验市井风味的好去处。猫屎糖摊
位前总是排着长队，“（旅客）多的时候
一天要做 2000 斤！”师傅说。阿朱家
籺、官桥煎堆、化州糖水等非遗小吃现
做现卖，让游客从咸香到清甜一站式尝
遍茂名风味。

傍晚时分，服务区的岭南园林景观
亮起华灯，青石板路、假山池塘与亭台
楼阁相映成趣，粤剧、歌舞等表演轮番
上演。游客们边赏夜景边回味美食，平

均停留时间从传统服务区的 15分钟延
长至2小时以上。

“可带走的茂名味”延续旅途记忆

为让游客将美味与文化带回家，服
务区设置了特产专柜，荔枝干、桂圆肉、
化橘红、荔枝蜜等 70 余种“茂名好物”
供选购。西区“荔香馆”还推出沉香茶

品鉴与手作体验，游客可亲手制作沉香
囊、打香篆，将茂名的“嗅觉记忆”打包
带走。

暑期以来，柏桥服务区通过“美食+
文化+体验”的组合拳，让服务区成为展
示茂名特色的窗口，吸引游客从匆匆歇
脚到主动停留，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荔
乡魅力。

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

暑期“舌尖上的茂名味”引客来

茂名晚报讯 记者宁钰燕 7月 16日，茂
名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李健率队赴
电白区委宣传部开展座谈，与电白区委常
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黄芳芳一行深入交流，
共同探索主流媒体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创
新“媒体+”服务模式的新路径。

在交流中，针对提升电白知名度，李健
表示电白地理位置优越、人文历史和旅游
资源丰富，景点建设成熟，是宜居宜游的好
地方，他提出一方面要打造品牌活动矩阵，
策划一系列有影响力活动，紧密联动市级
资源如“全民健身徒步节”，形成长效宣传
声势；另一方面，深挖本土文化内涵，以冼
夫人文化、千年沉香文化及特色美食为核
心，塑造差异化文旅 IP，强化宣传，将电白
旅游的百万级“流量”切实转化为发展“留
量”。

黄芳芳重点介绍了包括“电白电子信
息产业园”“马店河新型储能产业园”等在
内的四大产业园区的布局与招商。她强
调，亟需依托市级主流媒体力量，构建强势
宣传阵地，通过策划持续性产业专题报道，
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和招商吸引力，为优
质企业落地营造良好氛围。

双方一致认为，电白人杰地灵，优秀企
业家辈出，应大力发掘乡贤典型，讲好榜样
故事，增强社会信心与发展凝聚力。同时，
为强化基层宣传力量，双方达成共识，加快
推进电白通讯站建设，围绕中心工作开展
业务培训，提升通讯员专业能力与效率，壮
大地方宣传队伍。

此次调研为深化主流媒体与地方政府
协同搭建了桥梁。未来双方将持续推动平
台、渠道、资源等多领域融合，通过持续互
动深度合作，全面提升电白区传播力与影
响力，以媒体之力讲好高质量发展的“电白
故事”。

茂名日报社领导率队到
电白区委宣传部开展座谈交流

深化“媒体+”合作
讲好电白故事

茂名晚报讯 盛夏七月，骄阳似
火，却挡不住青春的脚步。7月 10日
至15日，珠海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成
员单位——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的人文学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组建
了“化州拾光”实践队和“红脉千村星
火”队两支“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走
进化州市丽岗镇扶良小学和赤坎小
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这两支由师生 33 人组成
的队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
和“红色文化传承”为主线，通过红色
沉浸式课堂、非遗技艺传授、红色情
景剧等创新形式，为乡村孩子们带去
了一场文化盛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青春动能。

红色基因的“沉浸式传承”

“红军老师，我完成你们交给我
的挑战任务了！”在扶良小学的操场
上，孩子们通过“重走长征路”体能挑
战活动，体验红军万里长征的艰辛与
不易。这是“红脉千村星火队”根据
长征的历史故事设计的五个关卡，让
孩子们通过自己和队友的合作与努
力完成所有的挑战任务。队员们通
过沉浸式教学、互动活动与情景表
演，激发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认同。
让孩子们传承革命精神，培育家国情
怀，点亮理想信念灯塔，让红色基因
融入成长血脉。

传统文化的“活态化体验”

另一边，人文学院的“化州拾光”
团队则带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技
艺的“动态课堂”。竹编工作坊里，细

长的竹条在指尖翻飞，逐渐变成精巧
的风铃；剪纸课堂上，红纸在剪刀下
化作栩栩如生拉花小鱼；衍纸艺术台
前，彩色的纸条在孩子们手中卷曲、
塑形，幻化成立体的荷塘莲花图；拓
印板上，孩子们把纸放在涂好五颜六
色的板上，用滚轮轻轻在板上滚动，
版上绽放的花朵，灵动的小鱼渐渐在
纸面显影……“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
这些，现在自己也能做！”扶良小学学
生董信铭举着作品兴奋地说。

从“代际断层”到“薪火相传”

本次活动以趣味化、体验式教学
打破“说教”模式，让红色故事和传统
技艺“活”起来。通过红色故事宣讲
与主题活动，让青少年在聆听革命故
事、演绎英雄事迹中感悟红色精神。
既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又
以文化自信滋养心灵，推动革命薪火
相传。扶良小学校长曾光生感慨：

“孩子们回家后主动给长辈讲革命故
事，还教家人编竹编，文化传承的桥
梁真正搭起来了。”

在乡土实践中淬炼担当

对于大学生而言，这是一次深刻
的“乡土教育和红脉传承”之旅。这
片土地给予的不仅是实践的舞台，更
是心灵的洗礼。深入乡村的日子，让
年轻学子们重新认识了"责任"二字
的分量。各团队多次热烈的讨论、教
案反复的打磨，用心为每个孩子量身
定制的教学方案，都在诉说着青春的
另一重意义。他们发现，红色精神的
浸润，不仅仅是简单的红色故事宣
讲，更是“沉浸式体验”的深切感悟和
精神内化。所谓文化传承，不是简单
的技艺传授，而是要让这些生长在土
地上的孩子们，在触摸传统文化的过
程中找到自信与认同。（茂名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梁郁文 通讯员梁观子）

传播文化种子 赋能乡村振兴
——珠海城职院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走进化州市丽岗镇

柏桥服务区高凉食府猫屎糖摊位前，总是围满了顾客，观赏传统手艺
更品尝地道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