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在
市委、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多年
来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水东湾新
城一烂尾楼盘 250 多户业主苦等
11 年，终于在今年 3 月的最后一
天，成为正式业主。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房子是一
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家。买房安家，
安的是生活。家，是一个人们为之
持续奋斗的目标，也是开启下一段
人生的基础，是一家人幸福生活的
象征。有了家，心才安定得下来，
心才有归宿。

消费者买新房，大多向开发商
缴交约定的首付款，首付款一般要
十几万以上，随着物价的上涨，首
付款也越来越高。除了首付款，消

费者还要通过银行按揭的方式按
月缴交尾款。开发商盖好房后再
交给消费者。但也有例外，房子未
如期交到购房者手中。

有些楼盘的开发商因为资金
断链、盖楼手续不完善等原因，导
致楼盘停工，并且一停就几个月乃
至几年甚至十几年。商品房款少
则几十万，多则过百万，一些购房
者家中积蓄全都投进去了，房子入
住却遥遥无期，烂尾楼让消费者为
之抓狂。

烂尾楼的出现，不仅伤害了
消费者权益，一定程度上也影响
了城市的文明形象，影响了社会
的和谐稳定。幸运的是，水东湾
新城的烂尾楼有政府出面干预，

为破产企业恢复施工许可、恢复
预售证、重新设立保证金账户等，
业主也积极配合政府与房地产公
司商议解决问题途径，在多方共
同施策和支持下，去年 7 月，该楼
盘建设得以重启。据悉，这是茂
名首例获得购房业主积极参与、
施工方愿意继续带资续建的房地
产重整案件。

在很多人的心中，房子就是
家，家就是房子，一个人即便在生
活中处处碰壁，回到家，就有了一
个稳定、治愈的小空间，是一个让
人充满希望的地方。买一套房子，
一家人幸福一辈子。笔者期待别
的地方的烂尾楼也能得到妥善解
决，让购房者早日入住，从此一家

人过上幸福和美的日子。
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就只买一

套房，为避免买到品质不好的房
子和烂尾楼，消费者买房前最好
多方了解开发商的口碑，再查看
欲购买的楼盘预售房建设手续、
销售手续是否齐全，房子是否有
销售许可证和产权证等。为了早
日住上新房，消费者最好选择信
信誉好、口碑好的开发商建设的
房屋。职能部门也要加强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力度，确保商品房
预售资金专款专用，避免出现烂
尾楼现象，保障消费者权益。同
时，对烂尾楼，政府要早干预，妥
善处置，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
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加强商品房监管
保障消费者权益

邹玉芳（茂南）

在笔者居住的小区，每天
清晨开门外出，总有搞卫生的工
人准时在门口的公共地区打扫，

“阿姨早晨！辛苦你了。”看见她
们，我会的一如既往的打着平常
的招呼，“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
做的。”但是那位阿姨说有的业
主本来打算把垃圾拿到楼下垃
圾桶扔的，看见她在打扫便直接
放地上，一声不吭的离开。

清洁工人为我们带来生活
的便利和清净，对他们问候，向
他们道谢，是对其服务的肯定，
也是对人格平等的尊重，不仅
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更
可体现我们的自身修养。不要
认为某些服务是花了钱的，就
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有时钱
是买不到服务的。曾经看过一
个故事：一个老板开着豪车带
妻儿去乡村旅游，车子陷进泥
泞的田边深坑里，怎么加油轮
子都出不来，两个在田里摘菜

的菜农直起身子正想过来看
看，老板情急之下说“喂，过来
帮忙推下，把车子推出来给你
们一百块钱。”菜农闻言，又低
头只顾摘菜，“两百，一人一百，
把车推出来，你们今天的菜都
未必卖得了这么多钱。”“我们
虽然缺钱，但不差你这钱。”最
后老板只好放低姿态，诚恳求
助 ，终 换 来 了 菜 农 的 无 偿 帮
助。可见，文明是人与人之间
和谐相处的纽带，求人帮助，真
诚的道一声“请您”，对方会感
受到被需要的快乐；受人恩惠，
礼貌的说一句“谢谢”，助人者
会体验到付出的幸福。

小礼节成就大文明：回到小
区门口，向主动打开侧门的门卫
说声“谢谢”；对过马路的长者伸
出援手扶一把；看见老师敬个
礼，遇到同学问个好……文明城
市，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勿以善
小而不为”。

勿以善小而不为
雁翥（信宜）

清 风 拂 松 柏 ，清 明 祭 忠
魂。清明节前后，我市各地各人
民团体举办多种形式的清明祭
扫、缅怀英烈活动，通过祭扫英
烈墓、参观革命纪念馆、重温红
色历史、开展红色故事演讲等表
达对英烈的缅怀与哀思，深切表
达对英烈的缅怀之情和崇高敬
意，追思他们的英勇事迹，重温
他们的伟大精神。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华夏民族历来崇尚英雄、敬仰英
雄，英雄辈出、群英云集。在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中，处处有气壮山河
的英雄史诗，处处有凯歌以行的
英风浩气。信宜凌十八起义烈士
碑、怀乡起义烈士碑、高州烈士陵
园、电白东湖广场烈士纪念碑、化
州粤西英雄朱也赤烈士墓、茂南
抗日武装起义陈列展，我们在这
些场所缅怀英烈，他们的精神将
永世长存。革命英烈以磐石般的
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敢于胜利的顽强意志，写下气壮
山河的伟大史诗。这是我们建设
新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每一次对英烈的缅怀，都是

一次砺初心、担使命、永奋斗的
庄严洗礼。进入新时代、迈上新
征程，人民生活一年更比一年
好，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们更
有必要怀念流血牺牲、前仆后继
的革命先烈，铭记他们建立的不
朽功勋。清明节里，让青少年们
走进烈士陵园、纪念场所、战场
遗址，倾听历史的回音，聆听先
烈故事，更深入地了解革命先烈
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奋不顾
身、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铭记
革命先辈建立的不朽功勋，激发
他们缅怀英烈、崇尚英烈、学习

英烈的激情，让孩子们懂得今天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
惜，并将先烈的精神化为爱我中
华、报效祖国的强大力量。

清明祭祀英烈，在烈士墓碑
前取一抔土、献一朵鲜花、吟一
首诗，感受他们的家国情怀，赓
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以
他们用生命铸就的精神灯塔点
亮我们奋进的道路，标定自己的
价值坐标、人生航向，将先辈们
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让革命先烈的精神代代延续、薪
火相传。

纪念革命烈士
弘扬英烈精神

王平生（电白）

近年来，随着我市乡村振兴工
作不断深入，乡村面貌日新月异。
目前，部分乡村的种养产业已从零
散、家庭式经营转为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和
经济效益。乡村电商、直播带货销
售农产品日渐流行，不少年轻人接
过老一辈农民的班，科学化、机械化
耕种经营土地，一批批“土专家”、

“田秀才”、“乡创客”源源不断为农
业农村发展注入新血液、新活力，

“新农人”群体已在乡村出现，成为
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我们
现在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
才和优质劳动力。我们的年轻人、
知识分子也要双向流动。”是的，不

少有志向的年轻人，因为上大学或
外出经商办企业，从农村走出来，学
好本领后又返回乡村，发挥自身的
优势和特长，以农旅结合的模式带
动乡村振兴，带动父老乡亲致富。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张张充满激情和
自信的青年面孔，正在我市广阔的
农村大显身手，成为青年们学习的
榜样和典型。毕业后扎根乡村搞种
植的好手廖志略，始终忘不了童年
那片“化橘红”，创办种植专业合作
社，用小果实打开“致富锁”。创立
高州沙田“马头”牌龙眼品牌的朱焱
宗，他把媳妇也从大城市请回家乡
共同创业，办成了高州市燊马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个
集生产、销售、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农

业企业，是广东品尝龙眼的必打卡
网红地。还有从大城市辞职返乡创
业的小沈、小燕等，开启农机一条龙
服务公司，带领年轻的团队创新耕
种思路，承包弃耕田，精心经营，让
荒地变为良田。他们还主动为村民
机械化耕种提供服务，得到村民的
一致好评。这些有技术有理想的年
轻人，或承包土地搞大面积、大规模
种养，或以技术、资金入股，与村民
共同开发水稻、杂粮、水果种植、民
宿餐饮、休闲观光农业等，将各种涉
农经济办得有声有色，实现了从“新
农人”到“兴农人”的华丽转身。乡
村振兴，正需要这样心系家乡发展、
热爱乡村、钻研农业、联农带农的

“新农人”、“兴农人”。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专业人才
匮乏，年轻农人缺乏，仍然是乡村振
兴的短板，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本
应颐养天年的老人作为务农的主力
军了。如何引来人才、留住人才、用
好人才，正是基层政府必须加以重
视的问题。笔者认为，各级各部门
必须从下面几个方面做好吸引“新
农人”致力乡村振兴的工作。

首先，鼓励广大有志青年、优秀
人才到农村中去，要注重帮助年轻
人转变观念。有的年轻人对现在农
村情况了解不够全面，对政策不够
熟悉，使得他们虽有信心但无决心
投身农村建设。要通过多种途径，
让他们认识到“广阔天地大有可
为”，鼓励他们返乡多看看，多了解，

消除他们的顾虑。
要壮大“新农人”的队伍，既要

吸引外来人才，也要创造条件留得
住人才。在事业上，要给予“新农
人”更多的扶持，为他们搭建平台，
争取资金，完善各项配套设施，增强
农村兴业创业的吸引力。在生活
上，要多关心体贴。要补齐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加快建设新型
农村社区，解决回乡人才住房难等
问题，多方保障，让他们能全心全意
投入到乡村振兴事业中去。

要充分发挥“新农人”对于地方
发展的带头作用，应拓宽思路，充分
认识到“新农人”并不只是指年龄，
应是思维格局的“新”，有新的发展
思维，有新技术、新观念。比如，通

过直播带货，拓宽乡村致富的渠道，
通过科技赋能，提高田间地头的效
率，提高产品质量，这些都是“新农
人”的强项。鼓励“新农人”敢闯敢
拼敢试，将科学文化素养、经营管理
思维与现代农业技术充分结合，发
展好家乡的生态农业，带动更多的
农户增收致富。

强国必须强农，强农首要是人
才。我们坚信，好心茂名充满希望的
田野，正呼唤着怀揣理想的青年人，
期待着敢闯敢拼能够卷起裤管下田
地，撸起袖子埋头干的“新农人”。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我
们有理由相信“新农人”一定可以大
展身手，大有作为，实现由“新农人”
到“兴农人”的华丽转身。

乡村振兴呼唤更多“新农人”
王如晓(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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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系列谈

清明节是祭奠逝者、感恩先
辈的传统节日。在这慎终追远、
缅怀故人、寄托哀思、祭祀先辈
的时节，我们要践行文明。

清明期间，我们该如何祭祀
先人，让清明更文明，更有意义
呢？无疑，首先是安全祭祀。清
明期间，人流和车流密集，交通拥
堵，因此，我们应科学合理安排祭

祀时间，错峰出行，自觉遵守出行
交通规则与祭祀秩序，确保祭祀
活动安全、有序、和谐、文明。倡
导绿色低碳出行，爱护自然环境，
让出行更安全，让出行更文明，让
践行文明真真正正落到实处。

何谓文明祭祀？如何践行文
明？就是要通过敬献鲜花、植树
绿化、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网络

祭祀、社区公祭等方式来缅怀故
人，不断创新与现代文明相适应
的祭祀方式。要注重精神传承，
只有与文明相伴的清明祭祀，才
能让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朴素情
感真正融入到丰富多彩的现代生
活之中，让清明节所蕴含的传统
文化内涵得以更好地传承。

移风易俗、文明祭祀是社会

发展和城市进步的重要标志，倡
导文明祭祀，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清明节日期间，让我们积极
行动起来，争做文明祭祀的践行
者、革除陋习的先行者、移风易俗
的推进者、安全有序的维护者，用
实际行动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
园，用实际行动为我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作出积极的贡献。

清明祭祀要践行文明
梁栩（信宜）

 


























































文明祭扫
图/文 朱慧卿 杜燕盛

据新华社报道，又是清
明时，清朗寓情思。一束鲜
花、一首诗歌、一次踏青……
用绿色、健康、环保的方式纪
念逝去的亲人、追忆革命先
烈，各地群众在缅怀中传承
精神，在家风家教中忆初心，
汇聚对生命的感动和前进的

力量。
清明追思绵绵，文明祭

扫重心意。通过敬献鲜花、
植树思亲、网络祭祀等绿色
祭扫方式缅怀先人，文明祭
扫已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
让先辈精神传承，让好家风
延续。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