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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张龙静，女，出生日期为：2015 年 4 月 2 日，于

2015年4月2日在广东省化州市中垌镇卫生院门口

路边捡拾。请亲生父母见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来

认领，联系电话：13415832767
公告人：赖小平

2022年7月29日

遗失声明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水东街道

寨头村第五经济合作社遗失“广东
省茂名市电白区水东街道寨头村
第五经济合作社”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产权人的申报：高州市大

坡第一中学，不动产坐落：高州市大
坡镇大坡圩，证号为：建字第（2021）
239号，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遗
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粤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南华小区NHR21-09-02地块

规划条件，证号为：茂规条字【2014】

006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长和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K9140挂（黄

色）道路运输证，证号：粤交运管茂字 002396498 号，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黎明朗 遗 失 保 利 中 环 5 栋 3303

购 房 发 票 ，证 号 ：42093588，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阮柳梅遗失茂名市世华房地产代

理有限公司开具的中介服务费收据一

张，证号：1740232，金额：6250 元整，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长和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粤 K9177 挂（黄色）道路运输证，证

号：粤交运管茂字002396488号，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长和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粤 K9176 挂（黄色）道路运输证，证

号：粤交运管茂字002396509号，现声明

作废。

■记者 梁雪玲
通讯员 陈小甜 董天忠

本报讯“包装前要再检查一
遍黄瓜干，颜色发黄、瓜瓤不干净、
烘干不到位的一律不许包装。”这
几天，化州市笪桥镇大沙田村委会
支部书记谢福超每天要到黄瓜种
植大户杨军及瓜农家中察看黄瓜
干包装情况，再三叮嘱大家仔细检
查黄瓜干质量。“笪桥黄瓜干是
化州特产，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
关，守护好‘笪桥黄瓜’品牌。”谢
福超说。

笪桥镇是传统的农业镇，农民
种植黄瓜历史悠久，瓜农利用黄瓜
制作瓜干已有百多年的历史。为
托起农民致富梦，去年以来，该镇
立足于一条瓜（笪桥黄瓜）的特色
农业产业优势，坚持因地制宜，按
照“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全民参
与”的发展思路，积极探索笪桥黄
瓜农产品产销对接方式，支持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作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发展，与专业合作社签
订黄瓜农产品购销协议，确保黄瓜
种得好、卖得出。以“互联网+”“文

化+”“旅游+”等新模式、新业态促
进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红色
旅游”优势资源与直播带货平台流
量，促营销增销量。现全镇年种植
黄瓜约1.5万亩，产值约1.3亿元。

据介绍，笪桥镇属于丘陵地
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
足，土质富含氮、磷、钾等微量元
素。由于土壤及气候环境特殊，种
植的黄瓜体型美观，匀称饱满，清
凉可口，并含有多种维生素、蛋白
质、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价值
高。笪桥黄瓜一年四季均可种植，
春季、冬季种植 40天可收获，收获
期为一个月左右。全镇每年种瓜
三造，每造约 5000亩，一年生产黄
瓜鲜品5万多吨。

今年笪桥镇没有受疫情影响，
春季黄瓜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单
产提高，黄瓜丰收，首战告捷，全年
黄瓜丰收赢得了“开门红”。当前
春收基本全面结束，夏种夏管全面
展开，种子落地，管理上马，要保持
春收好势头，确保秋季好收成，一
季紧跟一季，一环紧扣一环，夯实
全年丰收基础，确保今年又是一个
丰收年。

化州笪桥镇做强笪桥黄瓜产业

托起村民致富梦

十年前我游览过电白观珠镇
沉香山，被那广阔的沉香林所吸
引。然而今天，我被沙琅镇新世
纪沉香山的三百多亩奇楠沉香所
震撼，特别是沉香山主人黄辉为
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沉香梦而坚
持不懈地付出，他那份执着的理
想与信念，那份对大地的热情令
我们佩服。

新世纪沉香山坐落在电白区
沙琅镇坡富村东南边。

近日清晨，天气晴朗，阳光明
媚，我与朋友相约去沙浪新世纪沉
香山行走。

到达沙琅镇，由沉香山主人
黄辉带路，我们驱车往沉香山方
向行驶，大约十几分钟，我们进入
一条小山路，路边杂草丛生，有半
腿高，走到山路尽头便到达新世
纪沉香山。

走进沉香山，广阔的沉香树
林出现在大家的视野。放眼望去
尽是浓浓的绿色。茂盛苍翠的沉
香树，横直成行，疏密有致，碧绿

的叶子在阳光下争相挥映，翠色
欲流，一片生机勃勃。

大家撑起伞，迎着如火的太
阳，跟着黄辉参观他经营十多年
的沉香山。

黄辉头戴一顶草帽，手拿一
把镰刀，60多岁的他，由于守山如
家，长年日晒雨淋，皮肤黝黑，但
矫健灵活。

他走在前面，边行边介绍。
这个沉香山大约三百多亩，之前
种植的是白木香，由于白木香结
香时间长，起产低，后来全部嫁接
为奇楠沉香。他指着沉香山说，
看，整个沉香山都是奇楠沉香，三
百多亩的奇楠沉香令人震撼。我
们抬头往沉香山看，只见一望无
际的奇楠沉香生长旺盛，有的已
经结果，一串串的小果像一串串
绿色的小玛瑙，晶莹剔透。我想，
如果投产，黄辉苦尽甘来，收入可
观。

我们跟在他身边，听他说当
初种植沉香的念头及期望。在二

十一世纪初，他看到本地的白木
香濒临绝迹，为了传承中医，他带
领几个伙计到海南寻找白木香，
经过千辛万苦，他们终于找到了
一些白木香种子带回电白。他一
个人承包了三百多亩的荒岭种植
白木香，但种了七年都未投产。
后来把所有的白木香砍光，嫁接
为奇楠沉香。可见，为了沉香，他
付出的艰辛和心血不计其数，那
埋葬在心底的苦只有他才懂。如
今，嫁接的奇楠沉香已经开花、结
果、结香，他看到了希望，他心中
无比欣慰。我们都被他这种执着
的精神所感动。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什
么是结香。一些人围着他提出一
些关于沉香的问题，比如什么是
结香？沉香的药用价值？沉香茶
的泡制及功效等，他都很耐心、详
细地给我们解答。

为了让我们见识什么是结
香，他指着路边的一棵高大的伤
痕累累的奇楠沉香，说：“看，这棵

树已经结香了。”他小心翼翼地用
刀往这棵沉香树伤痕处挑开表
皮，再往深处挖，只见他挖出一些
褐色的小碎块放在掌心，说：“你
们看，这是结香，也叫沉香。”我们
争先恐后地挤向他身边，他给我
们一人一点分享。“哇，好香！”人
群里发出一阵叹声。我看着掌心
的褐色的小碎块，久久欣赏，原来
沉香是这样，真是百闻不如一
见。等我看够了，闻够了，再一点
点放进嘴里含着品味，一股甘涩
的味道在舌尖传递，慢慢地，一股
香气从嘴里传出来。啊，沉香，真
的好香！果然名不虚传。黄辉
说：“因为这是真正的沉香，所以
很香。在市场上卖价格昂贵”。

我们一边品着沉香一边继续
往山顶上走。太阳更加猛烈，没
有一丝风。大家的额头都挂着汗
珠。我感觉全身都在冒汗，衣服
湿湿的，好像淋了雨。黄辉也浑
身湿透，一颗颗汗珠从他的额头
往下滴，滴在帽带子上。这时，只

见沉香树下有叔叔、阿姨在锄
草。他们黝黑的脸晒得通红，汗
流浃背，衣服在滴水。黄辉说，这
是他请来管理沉香的工人，锄草、
施肥、喷药、剪枝等都是靠他们。
每月支付工人工资、化肥和农药
费将近二万，但目前还没有收获。

黄辉带着我们继续往沉香山
的另一边走，他是一个很勤劳的
人，看到路边的杂草，他蹲下去
拔；看到无用的枝条，他会顺手修
枝。他说这几十年来，为管理沉
香，家里所有的钱全都投资在沉
香了，而且投资的钱无法计算，可
是目前还没有收入。为此，他家
人不理解，有苦难言。可他一点
也不后悔。他相信“拨得云开见
日出，风雨过后是彩虹”。

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幸福。
黄辉为了他心中的沉香梦，在沉
香山“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地耕
耘，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相
信成功一定会眷顾他，也一定属
于他。

十多年来，他守山如家，辛勤耕耘

黄辉：为了心中的沉香梦
梁秀媛

■记者 梁雪玲
通讯员 叶泽 杨鹏

本报讯 近日，为增强茂名
新能源资源富足地区消纳与送
出能力，南方电网广东茂名供
电局加大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新型电力系统投资力度，推
动了化州 220 千伏丽岗输变电
工程等一批配套电网项目建
设，相关项目总投资达 6.5 亿
元。

近年来，茂名供电局积极
响应国家新能源政策，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落地，
在积极营造各方支持电网的发
展环境，破解变电站落地、新
能源消纳等难题的基础上，着
眼长远，强力推动新能源规
划，把加快建设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列入年度工
作重点计划。

“今年，我们新增化州 220
千伏丽岗输变电工程、化州
110 千伏红阳 （笪桥） 输变电
工程、化州 220 千伏那务站扩
建第二台主变工程等项目进入
投资计划。”该局主网项目前

期管理兼小型基建项目前期
及乡村振兴农电管理专责杨
鹏介绍说，并投资建设高州
市石仔岭光伏发电项目接入
系统工程等 5 个配套光伏线
路,进一步加强对新能源的消
纳、送出，提速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步伐。

与此同时，茂名供电局致
力推进“双碳”与“乡村振
兴”双融合。2022年，茂名供
电局向广东电网公司成功申报
3 个示范区项目，包括茂名新
安镇新型城镇化示范区、茂名
化州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示范
区、茂名信宜农村微电网示范
项目，积极探索在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中走出“乡村融合特
色”。

据了解，截至今年 7 月，
茂名供电局累计批复集中式光
伏接入系统项目10个，装机总
容量91万千瓦。接下来，茂名
供电局将科学谋划、多措并举
推进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确保
实现新能源“应并尽并、能并
快并”，为“双碳”战略落地
贡献更多力量。

茂名供电局：
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

笪桥镇大力引导村民发展黄瓜产业，增加收入。通讯员 陈小甜 摄

据新华社电（记者阳娜、张漫子）在 7
月29日开幕的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
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
经济白皮书（2022年）》显示，2021年，全球
47 个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8.1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达到7.1万亿美元，占47个国家总量的18%
以上，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根据白皮书，数字经济为世界经济发
展增添了新动能。从整体看，2021年全球
47 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8.1
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5.6%，占GDP比
重为 45.0%。其中，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
模大、占比高，2021 年规模为 27.6 万亿美
元，增长13.2%，占GDP比重为55.7%；发展
中国家数字经济增长更快，2021年增速达
到22.3%。

在占比上，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
占GDP比重位列前三位，均超过 65%。在
增速上，挪威数字经济同比增长 34.4%，居
全球第一，另有南非、爱尔兰、新西兰等 13
个国家数字经济增速超过20%。

数字经济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
键力量。白皮书显示，从增速上看，2012
年至 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平均增速为
15.9%；从占比上看，2012 年至 2021 年，数
字经济占GDP比重由20.9%提升至39.8%，
占比年均提升约 2.1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
整体投入产出效率由 2002年的 0.9提升至
2020年的2.8。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达7.1万亿美元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开雄）国家外汇管
理局7月29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6月，
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
40984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货物贸易
顺差4521亿元；服务贸易逆差527亿元。

按美元计值，2022年6月，我国国际货
物和服务贸易出口3357亿美元，进口2761
亿美元，顺差596亿美元。

6月我国国际货物
贸易顺差4521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 29日电（记者侯雪
静）29 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功续发绿
色债券34亿元，引导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生
态文明建设。

该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国家储
备林、高标准农田、清洁能源、污染防治等
项目的贷款投放，其中包括定点帮扶县国
家储备林项目等。该期债券将有效助力脱
贫地区绿色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是农发
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生动实践。

农发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农发
行将继续恪守政策性银行支持绿色发展的
政治担当，持续加大绿色金融服务力度，带
动引领更多社会资本全面助力生态文明建
设和“双碳”目标实现。

截至目前，农发行已累计发行绿色债
券 820.2 亿元人民币、5 亿欧元，绿色信贷
余额突破1.5万亿元。

农发行成功续发
绿色金融债券34亿元

【财经资讯】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慧） 证监会 29
日发布消息，为推动民事赔偿责任优先
原则落地，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制定了 《关于证券
违法行为人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有关事项的规定》，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规定共十四条，主要包括申请主
体、申请期限、申请材料、办理流程等
内容，明确了违法行为人所缴纳的行政
罚没款用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具体工
作机制。

证监会信息显示，民事赔偿责任优先
原则在多个领域均有规定，规定率先将其
在证券领域落地，对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下一步，证监
会、财政部将认真落实规定要求，努力把
好事办好，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
布《关于证券违法行为
人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有关事项的
规定》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
者谢希瑶）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
人冯耀祥 29 日在中国贸促会举
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
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出台
实施，进一步提振了市场信心，
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外资企
业感受明显，对中国宏观经济政
策满意度越来越高。

会上发布了《2022年第二季
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
告》。报告显示，外资企业看好
中国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对中
国营商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总
体评价良好。近九成外资企业
对获取经营场所、纳税和市场准
入评价“较满意”；近九成外资企

业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减税降
费政策、抗疫助企纾困政策、重
大外资项目落地“绿色通道”政
策满意度较高。

冯耀祥介绍，报告在对 500
多家有代表性的外资企业进行
问卷调查、访谈，以及对部分专
家进行访谈的基础上编写，参照
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评价的
最新试行标准，从市场准入、获
取经营场所等10个方面，请外资
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和有关
政策作出评价。

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外资
企业对获取经营场所、纳税、市
场准入评价较高。89.33%对获
取经营场所评价“较满意”以上，

89.32%对纳税评价“较满意”以
上，87.9%对市场准入评价“较满
意”以上。对雇佣劳工、纳税、获
取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满意度评
价分别比第一季度增加 3.9、1.3、
0.6、0.5个百分点。

报告还显示，二季度，在参
与调研的外资企业中有 18.5%表
示扩大了业务规模，比一季度增
加 2.1 个百分点；72.5%表示维持
业务规模，比一季度增加 1.5 个
百分点；11.2%表示二季度增加
在华投资，“市场扩大”“中国是
企业战略重点”是外资企业在华
增资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有超四
成外资企业将成渝地区作为计
划投资主要区域。

中国贸促会：

外资企业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满意度越来越高

据新华社电（记者邹多为、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
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7
月31日发布数据，7月份，中国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PMI）为
49%，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
位于临界点以下。

“7 月份，受传统生产淡季、
市场需求释放不足、高耗能行业

景气度走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
PMI降至49%。”国家统计局服务
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
说。

统计数据显示，部分行业保
持恢复态势。7 月份，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10个行业PMI位于
扩张区间，其中农副食品加工、
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专用设

备、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
备等行业 PMI 高于 52%，连续两
个月保持扩张，产需持续恢复。
纺织、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
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
高耗能行业 PMI 继续位于收缩
区间，明显低于制造业总体水
平，是本月PMI回落的主要因素
之一。

7月份制造业PMI为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