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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敏

本报讯 3月14日，市政协党
组书记、主席刘芳主持召开市政
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十届十五次
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精
神。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吴卫华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迅速组织
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及全体政协
委员，通过多种学习形式，认真学
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
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聚焦中心工作履职尽责，
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推进新
时代人民政协工作。要结合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市委十二届
四次全会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引领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
振奋精神、切实行动起来，主动
服从服务中心大局，锚定高质量
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集中
精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产业
发展、“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实施等中心工作，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努力以协商有
方、监督有力、参政有为的实际行
动，为推动茂名高质量发展献计
出力。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的职

能定位，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
识双向发力，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面向委员和各界群众多做答
疑解惑、宣传政策、理顺情绪、化
解矛盾等工作，为经济发展添助
力、减阻力、聚合力；要充分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丰富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
商量”的制度化实践，更好把人民
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一
步发挥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
用”，凝聚起一心加油干的强大力
量，奋力把高质量发展的“施工

图”转化为“实景画”。
会议还审议了关于召开政

协第十届茂名市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审议
政协茂名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2023 年工作要点（草案），讨论其
他事项。

市政协副主席杨培基、周
天、肖军、周玉东、黄立红、赖强、
冯波、罗天明，副厅级干部董晓
璐，秘书长杨润星，市纪委监委
驻市人大、政协机关纪检监察
组，市政协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会议。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十届十五次主席会议
刘芳主持

六双花灯流传于信宜市镇隆
镇六双村，每年农历正月十七，当
地村民会将各村各户花灯聚集一
起，举办六双花灯巡游活动，拜年
送福，祈福纳祥。对信宜市镇隆镇
六双村人来说，看了花灯才叫过
年。而六双花灯得以数百年延续，
离不开花灯手艺人的传承与坚守。

多年来，有一位花灯手艺人，
怀着对传统手艺的真挚情感，亲手
制作了无数盏花灯，其中制作的六
双传统白花灯于2018年3月被中国
彩灯博物馆收藏，他就是甘理明，省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六双花灯”市级
代表性传承人。近日，记者走进甘
理明工作室，听他讲述六双花灯技
艺的挖掘和传承的故事，了解背后
饱含的那份工艺匠心。

巧手制灯三十余载
执着坚守花灯情缘
“80 后”甘理明是信宜市镇

隆镇六双村人，他从小跟随爷爷
在村里生活。据他介绍，六双花
灯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白花灯，是
专为庆贺和期盼人丁兴旺而制作
的。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开始，六
双村委会便安排村民在六双祠堂
制作花灯，然后将制作好的花灯
分发到各户，也有部分村民也会
在自己家中制作花灯。

每逢此时，甘理明便会围观
爷爷制灯，一看就是一整天，乐此
不疲。耳濡目染间，他逐渐喜欢
上这门手艺。8 岁起，他便开始
跟随爷爷学习扎作花灯。因从小
看惯了爷爷制作花灯时的工序，
加上自己对花灯有着浓厚的兴
趣，使得他在学习时显得游刃有

余。16 岁时，他已掌握扎作六双
传统白花灯的全套工艺。

回忆起最初制作花灯的经历，
甘理明说，虽然对制作六双花灯颇
有兴趣，但这个行当并不赚钱，年
轻人无法以此维持生计。为解决
温饱问题，2000年，甘理明选择外
出务工，但制作花灯的手艺一直舍
不得放下。他经常在工作之余的
时间到省内外各地方拜访彩灯大
师，向他们学习和交流，并取他人
之长融入自己制作的花灯当中。

2015 年，甘理明发现，专门
制作六双花灯的手艺人渐渐老
去，但做花灯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同时，六双花灯的价值基本
只体现在正月十七年例当晚的观
赏上。“如果我们年轻一辈还不做
点什么，传统花灯是不是会消
失？六双花灯作为老祖宗留给我
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应当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经过了激
烈的思想斗争后，他辞去深圳丰
厚收入的工作，毅然决定返乡继
承六双花灯传统工艺。

“当时，家人、朋友和同事都
表示不理解，都说我很傻，做花灯
不赚钱，为什么义无反顾做这件
事。”但凭借着心中对六双花灯的
情怀和热爱，甘理明清楚，自己的
理想是值得追求的。“希望能将这
门传统手艺代代相传下去，努力
传播好六双本土优秀文化。”他始
终坚守着内心的信念。

坚持创新焕发生机
秉持匠心践行初心
返乡后，甘理明深知六双花

灯传统技艺要传承下去，需要不

断创新。于是，他潜心研学非遗
手工技艺，吸收传统民间文化元
素精华，在花灯图案、造型的设计
和材质上进行改良创新，让花灯
焕发新魅力。

对于甘理明来说，印象最深
刻的作品是六双传统白花灯。
2018 年，他在传统白花灯基础上
进行了改良，选材上依旧使用蔑
竹，在骨架处的连接部分则用
铁丝替代藤纸裱糊扎架加以固
定，灯芯也用新式照明灯取代
蜡烛和油灯，还在红花绿叶造型
上增添心形，将爱党爱国爱家等
新题材融入灯身中。改良后的
六双传统白花灯，既有传统的形
象设计，还与现代相融合，于
2018 年 3 月被中国彩灯博物馆
收藏。谈起这个作品，甘理明依
旧十分自豪。

甘理明还推陈出新，积极创
造更多花灯精品。但在创作过
程中，难免会遇到瓶颈。“我喜
欢从生活中吸取灵感，寻求创
作上的突破口。”甘理明回想起
制 作 风 力 走 马 灯 的 过 程 时 谈
到，以前的走马灯使用马达旋
转，不仅损耗大转速高，还要连
接 电 线 ，最 多 在 自 己 门 口 观
赏。而在一次钓鱼时，他发现鱼
钩连接八字环绑法非常稳固，上
下转速均匀，激发了他制作风力
走马灯的创作灵感。

因此，甘理明重新拆解走马
灯，他利用鱼钩连接八字环的方
法，使得走马灯 360 度旋转无阻
力，并将光源采用 LED 灯泡，不
仅光效高，而且寿命长，便于花
灯在夜晚巡游，呈现出漂亮的视
觉效果。同时，在选材用料上也
创新使用楠竹，避免了以往使用
蔑竹糖分高容易蛀虫的缺点。

而在做出自己的特色和创意
作品时，甘理明始终坚持老一辈
的慢工出细活的品质追求。“一盏
普通的花灯最快也得做一整天，

较复杂的花灯则需五六天甚至更
长时间。”甘理明表示，工序是繁
琐，耗时巨大，但制作出来的花灯
内容丰富、造型精美，能受到大家
喜爱，他就高兴。

拓宽传承发展路径
让非遗永葆生命力
“六双花灯需要传承与创新，

仍要弘扬与推广。”在甘理明看
来，匠心的传承，仅靠一个人的力
量是远远不够的。六双花灯的传
承要培养下一代人的保护意识，
还要让六双花灯产业打开市场。
有了内生动力，六双花灯才能发
出耀眼光彩。

2016 年，甘理明作为筹建六
双花灯街发起人之一，积极发动
乡亲们捐资出力，成功建起了一
条双向长约 8公里的花灯街。同
年起，甘理明以公益性质开展六
双花灯讲座和教授活动，免费向
学生提供花灯扎作材料，让学生
深入了解六双花灯技艺、来历和
意义。截至目前，他走进超过
130 多所学校。“现在有不少学校
将六双花灯引入第二课堂，也有
学校将六双花灯保护作为研究课
题。”甘理明看到越来越多人为推

广六双花灯文化出力，倍感欣慰。
此外，甘理明利用空闲时间，

挖掘和整理六双花灯的历史与发
展。三年时间里，他走访村中 85
岁以上的老前辈，根据他们口述
整理出六双花灯历经的兴衰，并
结合自身经历编辑成册。甘理明
还非常注重“六双花灯节”的活化
利用，创建了信宜市花灯展馆（甘
理明工作室），让更多人感受六双
花灯的艺术之美和了解六双花灯
的历史文化。

同时，甘理明认为，六双花灯
要与时俱进求发展，催生“花灯经
济”。当前，他与信宜市六双花灯
协会成员共同设想，借六双花灯
为媒，以乡村振兴为机遇，积极建
设六双花灯旅游景区，打造民宿、
展馆、花灯伴手礼等多业态产业
链，带动村民和手艺人增产增收，
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共同
传承这项非遗文化，推动六双花
灯迈向产业化。

“我对六双花灯的传承和发
展依然充满着期待。”甘理明坦
言，作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今
后将继续秉承匠心、细心，让六
双花灯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释
放新活力。

炙热“花灯情”照亮传承路
——记最美非遗工匠、信宜六双花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甘理明

文/本报记者 和沛蓉 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付思明

■记者 李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
精神，引导青少年向榜样学习，昨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共同
主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重要指
示精神宣讲会走进茂名市第一职
业技术学校（如右图，茂名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 吴昊 摄）。

宣讲会邀请了市委党校行政
学教研室主任郭柳纤作关于《学
习雷锋好榜样》——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

活动的重要指示精神主题宣讲。
宣讲会上，她为学校师生讲述了
生动形象的雷锋故事，语言简明干
练，人物故事丰富翔实，向同学们
诠释了雷锋精神的内涵以及传承
雷锋精神的重要性。郭柳纤介绍
道：“雷锋精神是一面永不褪色的
旗帜，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走
进新时代，我们要把雷锋精神融入
到日常工作生活中，在本职岗位上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热诚关爱他人，多做
奉献社会的实事好事，以实际行动

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师生们
在宣讲结束后，认真交流作为新时
代青年学生，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
雷锋精神的心得体会。

通过此次宣讲，弘扬了雷锋
精神，同时激励学校师生学习雷
锋精神，在全校形成了学雷锋的
浓厚氛围。师生们表示，通过本
次宣讲，更加了解了雷锋精神，重
温了激情燃烧的红色岁月，也将
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未来
的坚定信念深深印刻在心中，未
来要向上向善、砥砺前行、做新时
代雷锋精神的模范践行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进校园

弘扬雷锋精神 争做时代新人

■记者 王霞 通讯员 曾群芳

本报讯 3月 11日上午，阵阵悠扬的古
琴声从茂名市博物馆二楼多功能厅传来，
这是“高山流水觅知音”茂名市古琴文化推
广会现场。

本次活动旨在培养广大古琴爱好者的音
乐素养，展现积极向上的古琴学习热情，更
好地弘扬中国古琴文化。活动中，邀请了省
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区君虹、市级非遗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区宏山和数名青年古琴家
演绎了《碧涧流泉》《乌夜啼》《鹤鸣九皋》

《洞庭秋思》等古琴经典名曲。
据介绍，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七

弦琴，是中国传统拨弦乐器，有三千年以
上历史，在各地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古琴流
派。岭南琴派的演奏手法与其他流派相比
也有很大区别，具有古朴、刚健、爽朗、
明快的特点。

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茂名是
一座“山海并茂 好心闻名”的“魅力中国
城”，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及其独特的传统
文化底蕴，本次古琴推广会将开启一个良好
的开端，优美的古乐琴韵会给茂名人民带来
更多传统文化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不但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还可提升茂名的城市文化“软实力”。

活动中，区君虹、区宏山分别讲解了古琴
文化、岭南派发展历史，同时展示了古琴相关
的书法、篆刻、还有装裱等元素。现场观众反
响热烈，市民曾女士说：“古琴是非常优秀的
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古琴
音乐和文化的魅力，心情感到十分愉悦。”

据了解，此次推广会不仅展出了区君
虹斫制的古琴和藏品，还增设了“知音之旅”
公益课，市民可进一步体验到富有生命力
的古琴文化。

悠悠琴音传千古，高山流水
遇知音
我市举办
古琴文化推广会

④④

◀上接01版 茂名共计高标准整改复耕耕
地1415.62亩。

——制定出台了《茂名市土地卫片执
法图斑审核工作制度（试行）》，进一步规范
了茂名市土地卫片执法图斑的核查上报质
量，从技术上最大限度排查发现整治耕地

“非农化”行为。
——继续“零容忍”整治新增农村乱占

耕地建房问题。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于2022年8月转发了茂
名市《信宜市坚决整治新增农村乱占耕地
建房问题的十条硬措施》，供全省各地学习
借鉴，鼓励各地学习信宜市创新工作政策，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工作。

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
提高效率”的总要求，茂名加强土地要素保
障，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促进土地利用
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以规划为龙头，认真做好土地利
用规划工作，使土地利用更合理，真正落实
十分节约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

——合理安排新增用地，优化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指标分配和使用制度，实行约
束和奖励相结合的计划指标分配机制。

——有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通过开
展茂名市开展用地整治提升行动，促进批
而未供、闲置土地和低效产业用地集约利
用，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程度。

——统筹推动全市开发区土地、农业
类产业园区土地集约利用数据报送工作，
为茂名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夯实基础。

——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查处违反节
约集约用地政策规定的案件，重点查处严
重破坏、浪费、闲置土地资源的违法违规案
件，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复耕复种保扩面
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茂名将防止耕地撂荒工作纳入粮食安
全考核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考核内容，从
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狠抓撂荒耕地复
耕复种。

茂名通过及时印发《茂名市撂荒耕地复
耕复种实施方案》《茂名市农田整治提升实
施方案（2021-2025年）》和《茂名市防止耕地

“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等系列指
引性文件，对能复耕的要求立即复耕，对暂
不具备耕种条件的耕地，要求制订明确的时
间表和路线图，分期分批推进复耕复种。

去年以来，茂名市连片15亩以上可复
耕的撂荒耕地已完成复耕复种，是全省率
先完成复耕复种任务的7个地市之一。

今年，茂名撂荒地复耕复种的重点是
巩固去年的复种成果，开展连片3亩以上、
15 亩以下撂荒耕地的清查登记和复耕复
种。坚持“发现一例、登记一例、复耕一例、
核销一例”的“四个一”工作机制，把工作做
实做细做好，有序推进“灭荒”工作，取得可
喜成绩——

2021 年，茂名节约集约用地评价指标
获全省第二名。

2022年，茂名市盘活2009年以来批而
未供土地 18884.09 亩，处置列入“增存挂
钩”考核闲置土地 1184.36 亩；处置列入国
务院大督查闲置土地 2352.15 亩，处置率
72.68%，排全省第二名并获得用地奖励指
标1000亩。

茂名市在 2022 年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用地审批“双随机、一公开”考核中，名列全
省第一名。

全面推行“田长制”
守牢耕地保护红线

■记者 杨海云

本报讯 3月14日下午，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文巩卫工
作指挥部总指挥张惠灵带队督导
创文巩卫工作，并召开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专题会议，研究解
决当前创文巩卫工作突出问题。

督导组先后前往茂名东汇城、

中国建设银行茂名油城七路支行、
中国电信光华北营业厅、茂名汽车
总站等地进行督导检查，实地察看
了各点位环境卫生整治、“门前三
包”落实、车辆停放管理、文明志愿
岗服务、公益广告设置等情况，认
真排查问题，深入分析原因，当场
要求相关部门抓好整改落实，并现
场劝导市民文明停车。

督导组强调，目前创文巩卫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
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压实工作
责任，对照点位标准，逐项补齐短
板；要加强巡查督导，加大环境卫
生整治力度，营造整洁有序的城
市环境；要开展乱停乱放专项执
法整治，停车位应划尽划，引导车
辆规范停放，确保点位全面达标。

随后，督导组召开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专题会议，研究各
类施工工地整治工作。会议强
调，各责任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
切实把创文巩卫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要开展各类施工点“地毯式”
大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分类限期
整改，规范围挡设置，确保文明施
工；相关单位要加强监管，敢于动

真碰硬，聚焦突出问题，通过部门
联合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将
存在的各项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市城管执法局、市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粤海水务有限公司，
茂南区、电白区、高新区创文巩卫
办，电白区城交投集团公司等单
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张惠灵督导检查创文巩卫工作

聚焦突出问题 狠抓整改落实

甘理明向记者介绍六双花灯的历史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