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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报道，高州市荷
花镇大路山村的村民在百亩稻
田里养虾。驻村第一书记林永
良说，一亩稻田可以养殖 150 公
斤左右的小龙虾，这种小龙虾一
公斤可以卖到 60 元；一亩水稻产
量约 350 公斤，产出的大米至少
有200公斤，每公斤优质大米能卖
到 10 元，而且已被客商预定了。
这样算下来，稻田套养小龙虾亩

均产出综合效益基本在6000元左
右……”

乡村振兴离不开特色产业，有
了特色产业就有了底气。可是特
色产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基
层干部的聪明才智，需要基层干部
做大量的工作。高州市荷花镇大
路山村的村民在百亩稻田里套养
小龙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样在稻田里套养小龙虾发

展特色产业，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凸现了基层干部求真务实的精
神。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发展特色
产业，比投入资金让其自由发展更
有实际效果，其意义更大。这样做
那些村民长期受惠，他们真真切切
感受到基层干部的关怀帮助。他
们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以坚定信
心，搞活经济，致富更快。

基层干部的政治站位高，积极

投身到乡村振兴这场轰轰烈烈的
热潮之中，始终牢记乡村振兴是自
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心里装
着人民，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
就必然产生无穷无尽的智慧。高
州市荷花镇大路山村的书记、驻村
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班子干部深入
调查研究，发现大路山村四周环
山，稻田早晚温差大、水稻生长周
期长、自然生态良好，让小龙虾管

理稻田最合适了。他们经过调研，
作出了果断的决策：稻田套养小龙
虾，他们还定期请专家作技术指
导，解决村民的各种问题。高州市
荷花镇大路山村的书记、驻村第一
书记和村两委班子干部想得非常
周到，让客商预定了优质大米，村
民不必担心，从根本上消除了村民
的后顾之忧。

发展特色产业方式方法多种

多样，高州市荷花镇大路山村的书
记、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班子干
部能从实际出发，创新发展特色
产业，把乡村振兴工作落到实处，
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好作风。这一
举措我们可以借鉴。相信，只要
我们时时处处坚持重实际、说实
话、务实事、求实效，工作脚踏实
地，一定会创出更多发展特色产
业的新路子。

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刘广荣（信宜）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茂名作为农业
大市，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茂名市人社部门按照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充分发挥人社部门职能作
用，以人才振兴服务乡村产业振兴
和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发展培
养、挖掘越来越多的人才，建立乡
村振兴人才驿站人才库，开展灵活
多样的人才与产业对接活动，为乡
村产业发展提供精准的智力支持，
推动人才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的“新
引擎”。茂名的乡村振兴人才工作
已初见成效，然而，尚存在人才结
构不够优化，人才作用尚未得到有

效发挥等问题。“致天下之治者在
人才”，如果人才难以发挥，则乡村
振兴难以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必须凝聚人民力量，发挥各领域
人才优势，才能保障乡村振兴有源
源不断的内生力。

围绕乡村振兴，发挥人才这个
第一资源优势是关键。

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书记优
势。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
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党员干
部基本都是有能力的人，有一定的
致富理念、经验和经营能力，在实
现自身致富的同时，对周边群众尤
其是相对弱势的群众的增收致富
发挥着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一

个敢想敢做的村班子，在凝聚人
心、推动乡村发展上可以发挥的作
用无可限量。一方面要加强村居
基层组织建设，让党员干部坚定服
务乡村振兴的决心，坚定扎根农村
的信念。另一方面要逐步提高村
干部待遇，逐步实现村干职业化，
让村干专心专注于农村工作，并探
索完善农村致富带头人带富效率
激励机制，激发农村致富带头人比
拼干劲，赶超发展。同时，建立健
全从优秀村干中选拔人才补充到
乡镇（街道）公务员队伍中去的常
规机制，让年轻村干有干劲有盼
头。

抓住关键，发挥农村本土人才

优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农
村真正需要的，或许不是念了几年
大学的学院人才，而是真正懂本地
农村、熟悉本地农业发展，又兼具
商业头脑和互联网思维的“本地
通”。要着重从乡村产业发展出
发，搭建平台，注重培养一批现代
农业生产行家里手。充分发挥农
民主体作用，他们对乡村振兴的愿
望是最迫切最强烈的，也是对农业
农村最有感情的群体。一方面应
该出台一系列奖励优惠政策，调动
他们参与现代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让他们有愿望投身于乡村振兴之
中。另一方面应该采取形式多样
的培训活动，大力培育本土人才，

将爱好者、土专家、田秀才打造成
为高质量人才，同时培养他们尽快
掌握农业技能，让他们有能力在乡
村振兴中发挥作用。

凝聚力量，发挥乡贤资源优
势。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完善相
关创业干事机制，引导乡贤群体将
自身智慧力量投向乡村振兴领域，
鼓励其积极参与奖教奖学、美丽乡
村建设、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文明
倡议及幸福家园建设等重点工作
和具体项目，让“乡贤助力乡村振
兴”实现有的放矢。针对乡贤疫情
期间难以集中的问题，充分利用微
信群、公众号等媒介建立日常沟通
渠道，助力乡贤群体实现“零距离”

互动交流。同时，主动构筑乡贤回
归政策体系，增添异地乡贤对于家
园的向心力和归宿感，提升其参与
家乡建设的动力和愿望。

人才兴则事业兴，人才强则乡
村强。伟大的事业是人干出来的，
乡村振兴首先是乡村人才队伍的
振兴。我们要立足市情，顺势而
为，把农村人才的培养放在重要位
置，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加
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推
进乡村环境建设，让愿意留在乡
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
意回报乡村、建设家乡的人更有信
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
大显身手，推动乡村振兴。

要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
罗亚女（市区）

今年4月25 日至5月1日
是第 20 个《职业病防治法》宣
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一
切为了劳动者健康”。为了劳
动者健康，需要切实做好职业
病防治工作。

抓实需求导向，筑牢职业
病防治的基础工作。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应做好在职业场
所和生产过程中有害因素的
控制和职业病预防工作。一
旦发现疑似职业病，应做到

“三早”，即早发现、早脱离、早
治疗，与此同时，着眼谋深做
实预防的“后半篇文章”，拟专
题“赋能防治”能力素质提升
计划，劳动者在从事有害作业
之前要接受职业健康培训，根
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在
用人单位的指导下按照规范
做好个人防护。

持续多方联动，融合职业
病防治的相关力量。为了营
造人人参与职业病防治的良
好氛围，建立激励机制和长效
机制，通过机制督促定期发
布自职业病防治工作开展以
来的“防治”提升指数，激励企
业全员参与持续改进工艺，避
免有毒有害物质跑冒滴漏。
通过技改技措来改善作业环
境，推动强化防治的大局意
识、掌握攻坚办法、提升防治
的履职本领，实现“人人参与、
人人防治、人人安全、人人健
康”的目标。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职业
病防治的主导作用。顶层设
计是高效快捷实现目标的基
础。用人单位要健全完善职
业病防治、监管和信息公开等
制度。通过一系列的顶层设
计和制度性安排，为主动开展
职业病防治工作指明方向，引
导更加常态化、规模化地开
展防治，打造精通精湛的专
业能力、见微知著的风险把
控能力和一线破难的工作能
力，打出顶层设计落地见效
的“组合拳”。

职业病重在预防。用人
单位要进一步增强劳动者职
业健康意识，有效提高劳动者
健康水平，全方位构建高水平
的职业健康屏障，从而实现共
同防治的最大“心”助力。

职业病
重在预防

陈荣辉（市区）

进入新时代，着眼于建设文化
强国，我们必须坚持文化自信。中
华文化绵延几千年，源远流长，文
化自信内涵丰富，包罗万象，其中，
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
一块拼图。茂名作为岭南地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独具特
色的饮食文化。特色饮食文化是
茂名在新时代继往开来，守正创新
的文化纽带，是增强茂名人家乡认
同感和归宿感的浓浓乡愁，是提高
茂名城市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的
有力载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海吃
海，近山吃山。茂名位于中国南海
之滨，地处广东省西南部，背靠祖
国大西南。茂名既有临海的风土
人情，也有山城的热情豪爽。茂名
饮食文化以粤菜风味为主，夹杂土
法烹制，尤以选料严谨正宗，优质
地道著名，口味以清淡鲜活为主。
俗话说，食在广东，鲜在茂名。由

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鱼虾蟹
等鲜活海产，又有山城特色的鲜嫩
食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茂名人依然在坚守着祖辈的饮食
文化，就地取材，烹饪传统的饮食
风味。

美食是饮食文化的载体和金
字招牌。广大吃货总喜欢说，唯爱
与美食不可辜负。例如：北京烤
鸭、兰州拉面、桂林米粉、广西螺蛳
粉……美食与城市品牌息息相关，
它可以在味蕾上让人记住一座城
市，心心念念一座城市。挖掘茂名
本土美食，有南海之滨电白的水东
鸭粥、蚝炸、鱼炸、墨鱼饼、刺龟皮
汤、电白清蒸花蟹等，有玉都山城
信宜的食惯嘴粉、灰水粽、鱼扣、杨
桃鸭等，有化州的牛腩牛杂、拖罗
饼、化州糖水等，高州则是有艾籺、
盐焗鸡、薯包籺等，这些各具特色
的美食就是茂名人浓浓的乡愁，无
论走到天涯海角，身在何处，相信

游子对家乡的怀念始终会有家乡
美食的影子。

茂名的美食饮食是茂名的，也
是中国的、世界的。茂名的饮食文
化要有立足广东，面向全国，走向世
界的宏大眼界。要积极弘扬茂名特
色饮食文化，守正创新，从传承传统
饮食工艺，到食材的选择，再到食物
的口味和形态等方面，注入新时代
大众喜欢的元素，与时俱进，让茂名
特色饮食文化换发生机活力。

加大宣传力度，做大做强茂名
特色饮食文化。定期在茂名本地
或者广东省内举办茂名特色饮食
文化节或美食节，让更多的人参与
进来，共同体验，进一步深入了解
茂名饮食文化，体验舌尖上的茂
名，从而提高茂名饮食文化的影响
力和美誉度。

树立品牌，打造百年老字号。
饮食文化需要沉淀，需要经年累月
的积累。电白、高州、信宜和化州，

都要在特色饮食文化的老字号上
做文章，有关部门可以在资金、技
术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有金字招
牌老字号为领航者，才能行稳致
远，引领特色饮食不断前进，否则
就如一盘散沙，小打小闹，难成气
候。

充分利用茂名市区这一地域
区位优势，让其成为集中展示茂名
特色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茂名
市区是茂名地区的行政经济文化
中心，与高州、信宜和化州相比，无
论是人口流动、还是外来人口的经
济文化交流频率，都有着明显的优
势，因此，可以将县域的特色饮食
文化放在茂名市区集中推广，比如
打造茂名特色美食一条街等，荟萃
展示茂名特色美食，让外地人品尝
地地道道的茂名特色美食，进而口
口相传茂名特色美食。

支持鼓励一些有关弘扬茂名
特色饮食文化的创意。譬如，即将

竣工投入使用的位于市区光华南
路东侧的籺村，是一个以籺为主题
的高凉非遗美食体验地。据悉，在
籺村，喜籺研究所收藏着2000多个
民间籺印。可以在此参观，了解籺
的前世今生，也可以在此做籺，亲
手制一顿非遗美食，这就是一个比
较好的创意。籺是一道用米或米
粉辅以馅料做成的民间美食，是茂
名人在逢年过节时用来拜祭神灵
祖先的贡品，也是茂名特色饮食文
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籺种类繁
多，寓意不同，经过漫长的岁月，俨
然成为了茂名这一方土地、数十代
人家乡情怀的一种载体。

百姓日常，衣食住行。在人民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如何在
吃饱的基础上实现吃好，吃得健康
的目标，是我们弘扬茂名特色饮食
文化所要努力的方向。让茂名特色
饮食文化搭乘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
的快车，焕发出更加动人的魅力。

弘扬茂名特色饮食文化
周平（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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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近一年时间，重庆家长王琳
一直有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烦心
事：她花了两万元给孩子报了个校外
艺术培训班，可孩子去上课没几个
月，培训机构毫无预兆地关门歇业，
并以经营亏损为由拒不返还剩下的
学费。和王琳有相同困扰的还有另
外 150 位家长，他们都是同一培训机
构“卷款跑路”的受害者，各自预付的
学费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新闻
来源：工人日报）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纠纷事件时
有发生，由于相关法规尚不完善、维
权成本高等原因，有的消费者选择忍
气吞声，有的花费了时间和精力结果
却并不如愿。预付式消费纠纷反映
了商家的诚信缺失，也给整个行业健
康发展蒙上阴影。治理预付式消费
乱象需要消费者增强风险意识，做到
理性、冷静消费，切莫贪图小便宜而
轻信广告宣传和商家口头承诺。同
时更要完善相关法规，提高预付式消
费经营门槛，明确违规处罚标准，强
化约束监管措施，加大失信商家违法
成本。

电子邮箱：mmrbrp@163.com

乡村振兴系列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