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电白区霞洞镇召开文化
振兴研讨会暨申报省级历史文化
名镇筹备会。会上研讨并部署霞
洞镇文化振兴及省级历史文化名
镇资料收集整理等相关工作。霞
洞镇还邀请了霞洞籍及相关的文
化人士参加文化振兴研讨，为霞洞
文化事业发展出谋划策。市委十
二届四次全会强调指出，要奋力提
升文化自信，在以文化人、昂扬精
神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焕发传统
文化新光彩，融合发展文旅产业。
霞洞镇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四次
全会精神，吹响了建设文化强镇的
号角。

巍巍浮山脚下，滔滔沙琅江
畔，镶嵌着一座历史文化古镇——
霞洞镇。“霞洞镇在隋、唐时为良德
县地，部分为南巴县地。宋开宝五
年（972），随县并入电白县，时为下
博乡地。”（《电白县志》2000年版）
由县志记载可知霞洞为古镇。其
实，霞洞镇的历史还可以上溯更久
远。霞洞在古代为俚人活动主要
区域，俚人是古代百越人中的一
支。霞洞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电白区革
命老区、文化古镇，饮食文化及旅
游资源相当丰富。霞洞名胜古迹
甚多，有冼太庙、冼太后裔墓葬群、
古石柱石船、看人坡、番薯林公庙
遗址等。“荔映丹霞”被评为电白新
十二景之一……如此丰厚的人文
历史资源，有如一块“待在闺中的
璞玉”，一旦深入开掘、利用，将会
引人瞩目，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做好规划是打造文化强镇的
第一步。霞洞资源丰厚，面对如此
丰厚人文资源，如何规划、整理、开
发、利用，让人文资源焕发时代光
彩，这是一个事关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擦亮古镇文化名片的重要课
题。好在霞洞镇委政府在这方面
做了一定工作，近日通过召开文化
振兴研讨会暨申报省级历史文化
名镇筹备会，镇主要领导与电白区
文联主要负责人，带领霞洞籍专家
学者，前往霞洞镇上河古荔贡园、
正源村东坡党建广场、龙狮武馆大
楼、镇文化中心建设场地等地进行
调研，实地了解文化资源状况，并
听取部分文化专家学者的意见。

专家学者提出，要通过规划认真归
纳提炼出主文化，传承好心精神。
近期通过集思广益，做好霞洞文化
传承发展规划。

倾情讲好霞洞古镇文化故
事。霞洞钟灵毓秀，名胜古迹众
多，人文历史厚重。一是讲好冯冼
文化故事。创建于唐朝，在岭南名
噪一方的“冯家村”（现在的大村），
冯冼家族曾在此长时间活动，留存
大量相关历史文化遗迹。“冯家村”
前面开阔地带是名扬粤西以至“两
广”的信俗文化场所“看人坡”；“看
人坡”旁的狮子岭之阳有唐朝建造
的诚敬夫人庙，即晏公庙；晏公庙
旁的狮子坡有古驿道穿过，有唐代
宰相许敬宗之女、冼太夫人第四代
孙媳许夫人古墓遗迹。海量遗迹
及冯冼人文故事有待全面挖掘整
理开发。二是讲好古荔贡园及引
进番薯第一人“林公”故事。霞洞
的上河贡园，是茂名四大贡园之
一，要做到文旅融合，讲好古荔贡
园故事，将古荔园打造成富民兴村
的重要引擎；明朝万历年间在霞洞
行医的林怀兰，由越南将番薯种带

回霞洞，试种成功后并推广到岭南
以至全国，霞洞人民感激“林公”好
心，建庙祭祀纪念；霞洞作为国内
引种番薯第一镇，要讲好“番薯第
一镇”故事。三是要讲好杰出人物
故事。霞洞自古以来文人才子众
多，“崔氏三杰”之一崔翼周是道光
皇帝的老师。据县志记载：崔翼周
在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庭
试获得“榜眼”（进士第二名），这样
的功名在粤西名望仅次于吴川状
元林绍棠。由于教绩卓著，又兼做
过道光皇帝老师，获得朝廷颁给”
文苑师表“和”绩奏弦歌“称号，至
今大村、塘涵等村民家中存有“文
苑师表”“绩奏弦歌”“副魁”牌匾。
崔翼周任过安徽一个县官，退休后
回家乡定居，一生著述很多，道光
年间与电白县知县蒋善功一起主
持修订了《电白县志》。霞洞古代
及现代都有大量杰出人物，要把霞
洞古今历史名人搜集整理好，结集
出版，讲好杰出人物故事，弘扬好
心精神。四是进一步讲好霞洞作
为革命老区红色故事以及丰富民
俗文化故事。

凝心聚力，打造文化强镇。擦
亮古镇文化名片，助推新时代乡村
振兴发展，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民
生福祉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合力，
奉献智慧和力量。要坚持党建引
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
导，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要发挥专家文化学者的
聪明才智，科学规划及细化做好相
关工作；要动员乡贤及爱心人士，
支持文化强镇建设；还要加强宣传
教育工作，将文化建设成果“迁移”
到美丽乡村建设当中，助推建设宜
居宜业宜游魅力文化古镇。

奋进新征程，擦亮古镇文化名
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风帆正举，蓄势待发，霞
洞镇以打造文化强镇为契机，引领
推进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为霞洞
镇全面振兴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擦亮古镇文化名片
崔耀奇（电白）

据新华社报道，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最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净
增了158个新职业，其中首次标注
了97个数字职业。在当今数字化
迅猛发展的趋势下，众多数字职业
应运而生。从产业分布看，大部分

数字职业集中在数字技术应用领
域，如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工业
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或在数字化
效率提升和数字要素驱动领域，如
智能楼宇管理员、互联网营销师；还
有数字产品制造和数字产品服务领
域，如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

数字职业目前已经成为年轻
人向往的高薪职业。标注数字职
业从宏观上来说，有利于推动数字
经济的发展，加速数字技术创新；
从微观上来说，有利于减少行业间
人为壁垒，构建行业人才流通和评
价标准。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轻风拂
面，旌旗招展，伴着奋进的鼓声，市领
导与近3万市民一起，在美丽的中国
第一滩开启快乐的徒步之旅。这是
日前举行的茂名市第八届全民健身
徒步节激情洋溢的盛况。

此次徒步节继续延续“全民健身
与茂名发展同行”的理念，以“逛晏镜·
疍家墟 看茂名乡村振兴”为主题，以

“百墟千村振兴计划”5个样板墟之一
“疍家墟”为主线，将全民健身徒步与
茂名独特的“趁墟”文化相结合，让广
大市民在徒步强身健体的同时体验

“趁墟”的热闹和乐趣，领略旖旎的滨
海风光，感受茂名高质量发展的脉动。

屈指算来，茂名市全民健身徒步
节自2014年开启，至今已经走过了十

个年头。每一届的徒步线路选择，都
倾情回应市民的关注，与城市发展的
脉搏同频共振，伴随着我们的城市一
起成长，因而得到上至市委书记下至
普通百姓的高度认同和热情参与。
这是它总是万众瞩目的魅力所在、根
本所在。

一年又一年，我们的徒步节以市
区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出发。伴随着
徒步节的步伐，包茂高速公路开通了，
这是打破多年来茂名只有一条高速的
破局之路，接踵而来的，是汕湛高速、
云茂高速相继建成通车；伴随着徒步
节的步伐，昔日的城市伤疤——露天
矿坑华丽转身，变成了碧水蓝天、绿树
红花的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
的最方便的去处；伴随着徒步节的步

伐，潘州大道、中德大道相继建成，我
们的城市向南发展、向海而兴的步履
更加坚定；伴随着徒步节的步伐，水东
湾大桥通车了，南海旅游岛建成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滨海绿城”呼之欲
出；伴随着徒步节的步伐，晏镜疍家墟
迎来了更多的游客，让人们近距离聆
听“农文商旅”融合发展的足音，感受
乡村振兴的茂名样板。

一个城市的成长，不仅体现在城
市建设的扩容提质，还体现在这座城
市的精气神和市民群众的精神风貌
上。每一届的徒步节，在让市民见证
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见证了
城市精神的成长和日臻圆满，甚至，
徒步节本身的一个个生动细节，也融
入到城市精神中，成为这个城市令人

难忘的印记。
我们不会忘记在马路边维持秩

序的公安交警，随着徒步队伍一路前
行的医护人员，在各个节点忙碌的志
愿者们，还有沿途村居参与维持秩序
的干部群众，以及赞助企业为参赛者
提供的一衣一帽一饮一食……这一
切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确保了活
动安全有序欢乐祥和，充分展示了我
市各级各部门之间出色的团结精神
和协作能力，也充分展示了广大市民
和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管理
的巨大能量。

我们不会忘记第一届徒步节行
进队伍中，那位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和
与她同行的志愿者们。这位来自农村
的姑娘因为身有残疾，平日很少出

门。她渴望出门，渴望呼吸新鲜空气，
渴望感受大自然的美。为了帮助她实
现这些愿望，一群青年志愿者一大早
来到她家，把她接到市区参加活动，让
她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位连续参加
了至少六届徒步节并在终点现场压

“一字马”的婆婆。这位被称为“徒步
婆婆”的七旬老人曾经因病做过多次
手术，后来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并在老
年大学练习唱歌跳舞。第一届徒步
节时她还因为担心自己走不完20公
里而不敢报名，但因为有老伴的鼓
励，她报了名；因为有众多同行者的
鼓励，她走完了全程！

我们也不会忘记第二届徒步活
动结束后，在终点现场出现的让人惊

喜又甜蜜的一幕：化州义工团的易先
生当众向女朋友求婚，让大家见证了
他们对彼此一辈子的承诺。这场面
温罄感人，激发了更多人对爱的坚信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历届徒步节中闪亮的这一个个
生动片断，凝聚成积极向上、充满友
爱的城市精神。唯其如此，我们体量
不断扩大、设施日渐完善的城市才有
了更加灵动的身姿和更加深厚的底
蕴，我们的茂名才真正称得上“山海
并茂，好心闻名”。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节不
同。不同的是各自的精彩，相同的是
贯穿始终的“全民健身与茂名发展同
行”主线。徒步节，陪伴我们的城市
一同成长。

徒步节，陪伴城市一同成长
一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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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大家谈

高铁行至赣州境内，车窗外山
峦起伏，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格外惹
人注目。

见到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主任明经华，她向我们谈起了油茶
树和一封信的故事：

“我们赣南的红色土壤富含硒
元素，油茶种植历史悠久。8年前，
我给百岁老红军王承登当过一回送
信人，把信带给了习近平总书记，信
的内容就和油茶树有关。”

2015年全国两会前，作为来自

革命老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明经华
拜访了赣州籍的百岁老红军王承
登。王承登特地写了一封信，委托
明经华转呈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信
中，老人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希望国
家加大对赣南茶油等扶贫产业的支
持。

一到北京代表驻地，明经华就委
托工作人员将书信转呈给总书记。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
西代表团参加审议。“那是我第一次
近距离见到总书记。”时隔多年，明

经华仍能清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总书记微笑着朝我们打招呼，还和
一些代表握了手，非常亲切。”

“会上，当一名代表在发言中谈
到苏区振兴时，总书记拿出一封信
说，这是一位老红军托人给他带来
的，还问这封信是谁带来的。我立
刻举手起立说，是我带来的。总书
记微笑着点头，然后就摘取了这封
信的几段话念给大家听。”

对于老红军发展油茶产业的心
愿，总书记对现场的部委负责同志

说：“这个可以去做些调研。”
明经华难忘那次会上总书记坚

定的话语：“决不能让老区群众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

令明经华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
有关部门打来电话，将前往赣南地区
考察，为油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下，赣南的
油茶产业迎来了大发展，一项项产业
支持政策因地制宜、落实落地；一批
批技术专家深入山头坡地，开展科研
攻关……“20多万贫困人口参与油茶

产业发展脱贫，人均年增收 800 多
元。油茶还开发出化妆品、医药保健
品，产业链正在不断延伸，年产值超
过百亿元。”明经华开心地说，看，油
茶产业为老百姓带来了实惠。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赴江
西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来到赣州。“总
书记来的时候，我们这儿油茶林已是
漫山遍野。总书记来看望苏区的父
老乡亲，强调要‘让老区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把乡村振兴起来’……这些
话温暖着老区人民的心！”

说起赣南油茶树，明经华感慨
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茶油非常
珍贵，老百姓自己舍不得食用，却用
它从白区换回食盐、药品等物资支
援红军；脱贫战场上，油茶树成为我
们拔除穷根的‘致富树’；新征程上，
更将成为老区人民的‘幸福树’。”

“讲不完的油茶树故事，道不
尽的鱼水情深。”明经华说，“这些
故事和深情，新征程上我们还会再
写新篇。”

新华社南昌2月24日电

“讲不完的油茶树故事，道不尽的鱼水情深”
新华社记者 熊丰 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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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
茂南区新坡镇近日在全镇范围内
评选出新坡镇第四届新时代文明
实践“新坡最美”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先进村委会、先进个人，最美
乡村、最美家庭、“新坡镇好人”、
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抗疫志愿者
等共88名先进集体和个人，并予
以表彰，以持续传承榜样精神，传
递向上向善向好正能量。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
中，市民不仅是文明的遵守者，更
是文明的宣传者、推进者。文明
风气，正是从这一点一滴的宣传
中、日复一日的榜样引领推进中，
逐渐由入眼入耳，到入脑入心。
文明的城市要有文明的榜样引领
做支撑。这就要求每一位市民都
要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积极传递向
上向善向好正能量，争做身边“最
美”的文明楷模。点滴体现素养，
彰显文明，一个温馨的微笑、一句
热情的问候、一个友善的举动；看
到垃圾时的一次弯腰、遇到红灯时
的一次等候、面对困难时的一次援
手、给老弱病残孕者的一次让座
……每一位市民的“微”行动，“小”
文明，将会带动社会的“大”进步，

“大”文明，将会让生活的点点滴滴
融入文明之光，必将擦亮“茂名最
美”名片，汇聚成茂名最美的风景，
助推茂名文明创建。

点滴之水，汇聚成海，先进典
型榜样是有形的正能量，也是鲜
活的价值观。在创建文明城市过
程中，广大市民要以主人翁的意
识，以身作则，学习榜样楷模精
神，汲取榜样楷模力量，积极投身
文明创建活动，争做身边“最美”
文明楷模，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践行者、社会主义道德模范
的倡导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为
我市文明创建作出积极贡献。

传递文明
争做“最美”

梁栩(信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