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柞水木耳”到“大同黄花”，
近年来在农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
记走进田间地头、产业园区，调研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在2022年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明确提
出“做好‘土特产’文章”，为以特色
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进一步提
供根本遵循。

做好“土特产”文章，根在水
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
土产一方物。作为社会发展的地
理空间和物质载体，山水林田湖
草沙既是对我国多样化生态系统
的表述，也是对我国多样化农业
生产系统的概括。从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到江汉平原，从黄土高

原、云贵高原到四川盆地，从黑土
地、黄土地到红土地，从水田、旱
田到山地，不同的气候、土壤、水
源形成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资
源，每一片水土都有自己独特的
物 产 ，这 是 特 色 农 业 的 自 然 之
根。把这个“根”留住、扎牢，就要
以绿色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
乡村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增加农
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百
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做好“土特产”文章，根在农
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农民最懂农业，土生土长的

劳动者最了解自己这一方水土。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要突出农民主
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把保障农
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坚持立足

“大国小农”国情农情，在引导资本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合作
社规范发展的同时，使农户更好地
参与收益共享，从生产种植到加工
物流，不能把农户从产业链中挤出
来。要因地制宜，促进广大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特别
是要保护、发掘、培养更多“土专
家”“田秀才”，使他们成为致富“带
头人”，使乡土人才、乡土物产真正

“富”乡土。
做好“土特产”文章，根在文

化。凝聚了生产者心血和消费者
情感的土特产，既满足衣食住行的
物质需求，也满足乡土乡愁的精神
需求。土特产的发展史，既是一部
作物生产史，也是一部乡土文化
史。从故乡的一袋米面到一瓶白
酒黄酒、一盒红茶绿茶，从一方丝
绸、刺绣到一块蜡染，从地域标识、
制作方法到包装设计，无不渗透着
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唤起的是乡
愁，浓缩的是乡思。

从生产过程到消费过程，亿万
种土特产的涓涓细流，汇聚起发展
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洪流。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土”要有根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现在已是莘莘学子的寒假时
间，由于疫情原因，为了自己和周
围人的身体健康，绝大部分学子
会选择居家度假，减少外出和社
交，这是负责任的良策。在这样
的背景下，宅家的广大学子不妨
趁机翻开书本，遨游书海，有油墨
书香相伴，做一个快乐幸福的读
书人。最是寒假好读书，起码有
三大优势。

其一，寒假有充裕的自主支配
时间。第一个关键词是充裕，除开
吃喝拉撒，正常的作息和家务劳动
等的必要时间后，还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安排来读书。相比平常的上
学，莘莘学子要忙于作业等各种学
习任务，难于抽出比较整块的时
间，有些酷爱读书的书迷只能见缝
插针，利用零碎时间读书，而现在
寒假中的充裕时间就是广大学子
的读书好时光，浪费这个黄金时间

就太可惜了。第二个关键词是自
主支配，自主支配意味着自由，自
由对于读书而言，太有吸引力了，
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报
刊杂志……想读什么、不想读什
么、读多少、读多久等都是自己决
定，读书本来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事
情，自主支配正是契合了读书的这
种特点。

其二，安心居家，一心一意读
好书，让寒假充实而有意义。寒假
居家减少了外来干扰，学子往常的
一些烦心的事如果一时半会还解
决不了的，不如先放一放，把心态
调整好，专心致志捧起书籍来读。
慢慢地，慢慢地，沉下心来，可能在
不经意的读书某一瞬间，学子们能
灵光一现，找到了妙法，问题迎刃
而解。读书讲究心境的平和宁静，
寒假一头是冬之末，另一头是春之
初，季节更替，物候变化，适合静养

心气，寒假的天时地利为读书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而读书就是休养身
心的一个很好途径。试想，在温馨
的书房里，学子们捧着一本心爱的
书，流连其中，如醉如痴，开阔视
野，增长见识，不断汲取成长的精
神力量，期待春天里的拔节进步，
这不正是读书的人向往的寒假模
式吗？美哉！

其三，静而后能虑，虑而后有
得。在熟悉舒适的居家环境中，寒
假的充裕时间，给莘莘学子提供了
宝贵的静谧时空，学子们可以不慌
不忙地聚精会神读书，此时内心的
平静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平静，所
以能认真深入地思考鉴赏书中的
思想内涵，因为深入地思考，所以
学子们能有新的理解，新的感悟，
新的收获。或者，在此基础上，博
采众长，酿造寒假读书的甜美之
蜜。借助网络技术，学子相互找到

三五个志同道合的书友，组建寒假
读书微信交流群，同读一本书，大
家在微信上定期交流读书心得，各
抒己见，相互碰撞思想的火花，难
道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寒假乐事
吗？有同龄人的以书会友，彼此分
享探讨，相信会给这个寒假增添难
忘的读书色彩。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借用朱熹《观书有感》
的著名诗句，意在点明读书是广
大学子求学进步成长的源头活
水，广泛读书、坚持读书、爱好读
书，才能保持源源不断、丰沛汹涌
的源头活水。寒假是读书之良
机，最是寒假好读书，行走在书籍
的幽静世界里，丰盈莘莘学子的
内心，积攒莘莘学子健康成长的
精神动力。以读书之名，给寒假
一分充实的开卷有益，还莘莘学
子十分精彩的惊喜。

最是寒假好读书
周平（茂南）

“三无”电子烟
图/文 陶小莫 杜燕盛

据法治日报报道，不少
中小学校周边店铺向学生
兜售果味电子烟。有学生
称，“我才六年级，班里就有
人抽了，老师最近在忙着请
家长‘喝茶’”“我现在初二，
身边抽的人确实不少”。记
者近日调查发现，无论是线
下实体门店，还是线上电商
平台、社交软件中，都有大
量“三无”电子烟售卖情况
存在。这类“三无”电子烟
通过奇特的包装、独特的口
味吸引青少年购买，青少年
由于缺乏辨别能力，往往很
容易被动走上吸烟道路，最
终影响的不只是个人身体
健康，也会对教育和社会秩

序产生危害。
有 关 部 门 应 加 强 监

管，从生产和销售两方面
着手，追根溯源查找不法
生产厂商，予以整治打击；
在酒吧、学校等“三无”电
子烟集中场合进行巡查，
及时发现并处理“三无”电
子烟销售终端。学校要加
强对青少年法律知识和健
康知识的宣传教育，让青
少年了解烟草的危害，正
确引导青少年远离烟草，
对于校园不良风气，学校
要及时引导阻止。家长也
应加强教育和管理，避免
青少年前往容易接触到烟
草的场合。

最近，笔者因事几次拜访
信宜城区的朋友，都碰到这位
朋友正指挥孩子在拾掇自家的

“门前三包”。由此，笔者由衷
对朋友点赞：老友，你们一家是
名副其实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文
明市民呀！

“门前三包”区域责任制一
直是我市维护城市环境面貌、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重要举措。近
年来，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紧紧
依靠人民，深入推进“门前三
包”管理工作，号召广大市民人
人参与，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
做起，共同维护“高颜值”的城
市形象，共同营造“高素质”的
文明氛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
骄人成绩。我市广大市民积极
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主
动搞好“门前三包”，争做“门前
三包”合格文明履责人。他们
自觉遵守“门前三包”规定，将

“包环境卫生、包绿化维护、包
市容秩序”三包义务落实到每
天日常行动中。他们努力保持
三包责任区环境卫生整洁，垃
圾杂物按规定时间和位置投
放；爱护三包责任区内树木花
草和绿化设施；维护三包责任
区秩序，不违规占道经营，不乱
堆放，不乱张贴，不乱牵挂，不
乱停放，不乱设路障，为维护良
好的市容环境和秩序做出了自
己应有的努力。

享受优美环境，是我们共同
的权利；呵护优美环境，是我们
全体市民共同的义务。让我们
从“门前三包”做起，从点滴做
起，从自我做起，齐心协力，共同
参与，创造一个干净、整洁、文
明、有序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
境。让我们的“门前三包”成为
一种习惯、一种素养、一种文
明。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美丽舒
适，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搞好“门前三包”
争做文明市民

梁栩(信宜)

茂名市“油城记忆”摄影展近
日开幕。展览由茂名市委宣传部、
茂名石化党委宣传部指导，茂名市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茂名市露天
矿生态公园管理处主办，茂名日报
社承办。经过公益捐赠征集和各方
精心筹备，展览以珍贵的历史图片
和影像资料，再现了茂名因油而生
因油而兴的创业建市难忘历程，彰
显了“开发石油城，为国献石油”的
初心使命，弘扬了自主图强、艰苦奋
斗精神，传承了为国奉献、敢为人先
的红色基因。

走进“油城记忆”摄影展，重温
峥嵘岁月，倾听历史回响，触摸城市
砥砺前行的灵魂，让我们真切感受

到创业者与先行者的发展胆略与奋
斗精神。一项决策造就一个产业，
一块矿石孕育一座城市。茂名建市
源于油页岩开发，肩负缓解国家石油
紧缺困难的历史使命，为国奉献是茂
名石油产业的初心，更是城市精神的
灵魂。笔者曾在茂名石化从事宣传
工作30多年，记录和见证了茂名石油
工业的许多重大事件，去年又参加了
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茂名文化》之
石油部分撰稿，在参观“油城记忆”摄
影，追寻创业者足印时，仍然为建设
者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所深深感
动。这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凝重
的一页，更是几代茂名人永不湮灭的
奋斗记忆。六十多年前，党中央、国

务院作出开发茂名石油基地的重大
决策，来自大江南北的近10万建设
者，与茂名人民携手奋斗。在没有城
镇依托的条件下，住大草棚，吃咸菜
干，开矿炼油，修路筑城，胼手胝足，
筚路蓝缕，用心血与汗水写下了“开
发火水山，石头榨出油”的传奇，不仅
在国家石油极其紧缺的年代作出了
独特的贡献，而且奠定了茂名工业基
础与城市格局。60多年风雨春秋、半
个多世纪惊涛骇浪，孕育了特色鲜
明、内涵深厚的城市精神，“南方油
城”成为茂名最令人振奋的城市符
号和文化地标。饮水思源，以史励
志，尽管60多年风云变幻，茂名发生
了沧桑巨变，但老一辈开拓者的奉

献精神与崇高品格，依然是历久弥
新的镜子与标杆，是我们应当珍惜
与传承的城市精神财富。从这个视
角观察，举办“油城记忆”摄影展，为
讲好茂名故事，传承优秀文脉，为茂
名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精神
支撑，打造了富有影响力与感染力
的宣传传播平台。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不同的城
市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不同的文化
特色也决定着一座城市的品格，彰
显城市所具有的文化底蕴与品位。
城市发展要保留其历史文脉、变迁
印记和优良传统，市民才能在文化
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得到生活意义
上的熏陶与滋养，进而获得家园的

温暖与自豪。把根留住才能让人们
认知城市，坚守传承才能懂得文化
本真。现实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今天的发展往往是昨天变迁的结
果，其中贯穿着历史与文化的延
续。石油基地的艰辛开发与白手兴
业的城市建设，形成了今天茂名城
市精神特质。“油城记忆”摄影展从
市民投稿的近500幅作品中筛选出
80幅优秀作品展出，生动形象展现
了城市精神在开发建设和文明演进
中的内涵与张力。坚守文化传承带
来对城市传统与精神的尊重与敬
仰，是城市凝聚力的根本所在。近
年来，我市通过开办露天矿博物馆、
修缮活化历史建筑、建设“油城

墟”、设立历史文化街区等一系列
文化建设举措，留住城市足迹，延续
历史文脉，激励一代代建设者薪火
相传，在茂名这块热土上创造更多
辉煌。“油城记忆”图片展不仅是回
眸历史感悟初心的形象课堂，而且
为优秀城市文化传承提供了可贵启
示。如何利用这些珍贵资源扩大茂
名优秀文化的对外宣传，塑造内涵
深厚、具有活力的城市形象；如何在
活化利用历史建筑和城市建设中，
注入更多优秀历史文化元素；如何
结合乡土教材编写向青少年传授城
市历史和城市精神等，都值得关注
与努力。这既是市民的殷切愿望，
更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

唤醒油城记忆 凝聚城市精神
特约评论员 蔡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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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大家谈

乡村振兴系列谈

新华时评

我们知道乡村振兴离不开产
业，有了产业就有了底气。可是产
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基层干
部发挥聪明才智，需要基层干部做
大量工作。化州市合江镇大鹏村蔬
菜产业前景广阔，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据《茂名日报》报道，自驻化
州市合江镇大鹏村第一书记进村
后，在珠海高新区综治局和合江镇
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鹏村明
确提出“打响产业牌，做好菜文章”
的发展思路，把蔬菜产业发展作为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积极

引进蔬菜批发商和家庭农场共同投
资200多万元，在合江镇大鹏村竹
桦、油行墩村等自然村选址约200亩
作为蔬菜基地，主要种植辣椒、豆
角，是南菜北运的重要基地。

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发展蔬菜
产业，村民长期受惠，真真切切感
受到关怀和帮助。他们有了稳定
的收入，可以坚定信心，搞活经济。

化州市合江镇干部白天、夜晚
进村入户，深入调查研究，与乡亲
们肩并肩促膝谈心，奋战 90 个日
夜，助推小农经济变成集约化、规

模化运营，成功实现村集体产业大
发展；同时，吸纳种植大户、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
主体投资蔬菜生产；实行统一申报
项目、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土地流
转、统一配套建设的帮扶措施，积
极整合“基地+种植户+脱农户”的
全产业链条，本着“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为蔬菜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系列服务。这些举措想得非常周
到，建立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实
行统一登记档案，统一农药使用品

种，统一农资购置，统一产品质量
检测，全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根本上消除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发展产业方式方法多种多样，
合江镇能从实际出发，创新发展蔬
菜产业，把乡村振兴工作落到实
处，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好作风。笔
者相信，只要我们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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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
新路子，让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
的一把“金钥匙”。

蔬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刘广荣(信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