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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发展大家谈

日前，《茂名市深入推进绿美茂
名生态建设行动方案》出炉，从构建
绿美茂名生态建设新格局、推进重点
任务、提升综合效益、推动生态治理、
加强保障措施等六个方面给出了具
体的举措，标志着茂名正朝着绿美茂
名生态建设的目标大步向前。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事业。生态文明建设是关
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
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念兹
在兹。茂名地处广东省西南部，有
着山海并茂之自然风貌，从市民的
眼光看来，茂名已经很“绿”：出门步
步皆景，四季常绿；乡村满眼皆绿，
老木苍郁。但仍需看到，我市部分
地区生态脆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树立和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发
展方式转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城市
发展任务。世界上，没有良好生态
环境的繁荣难以持续，没有良好生
存环境的社会难以和谐。我们要以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
责的态度，牢固树立辩证观、大局
观、系统观、长远观，坚定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茂名

实际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以辩证思维深刻认识绿水青山
与金山银山的内在关系。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阐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
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绿水
青山和金山银山，一个是自然风景，
一个象征财富，二者本没有什么关
联，巧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来作比较，形象地揭示了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唇齿相依，生
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要素，经济发
展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物质、技术
条件支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以“就是”一词把“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辩证地连接起来，告诉
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努力推动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
保护的“双赢”。具体来说，一方面，
要夯实转化基础。优质的生态环境
和良好的自然资源是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前
提，要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

方性法规，用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持续做大做强茂名的绿色家
底。另一方面，要构建转化机制。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需要桥梁
和纽带，需要机制和路径。我们既
要优先发展绿水青山的内生性产
业，继续打造荔枝、龙眼、化橘红、沉
香超百亿元产业，三华李超50亿元
产业，打造油茶 20 亿元产业，大力
发展林下经济；又要积极发展绿水
青山的外生性产业，如大力发展“森
林＋”健康、体育、教育、文化、露营
等森林旅游新业态，升级现代服务
等，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
和谐统一。

以大局意识切实增强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的思想自觉。今年 2 月，
省委书记黄坤明到茂名调研，在茂
名露天矿生态公园实地察看时特别
指出，要持续用力做好生态保护修
复与公园管理养护，因地制宜植树
造林，让更多绿色福祉惠及群众。
这一重要指示，对茂名生态文明建
设赋予了更大的期望。茂名是鉴江
上游生态屏障的主体，鉴江流域面
积9464平方公里，鉴江是粤西沿海

地区最大的河流。可以说，茂名是
鉴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补给
区，在整个鉴江流域乃至广东生态
安全保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
位。茂名生态环境的状况，不仅关
系自身发展，更关系到鉴江中下游
地区乃至广东可持续发展大局。我
们必须从维护全省生态安全的维
度，充分认识鉴江上游生态屏障建
设的重大意义，坚持以建设鉴江上
游生态屏障为重点，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坚定不移推进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

以系统观念纵深推进茂名生态
文明建设的整体水平。茂名产业结
构偏重，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与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供给
不足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污染治
理和生态修复任务繁重，需要持续
用力、久久为功。要做好生态修复
的“加法”。遵循自然生态系统演替
规律，避免对生态系统的过多干预，
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
理出发，统筹兼顾、整体实施，着力
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增强
生态系统稳定性。要做好节能减排

的“减法”。做到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推进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
抓好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严格控制
和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为发展腾出环境空间和
容量。要做强转型升级的“乘法”。
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善，离不开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要依托茂名原有石化产业
基础，大力推进绿色化工新材料技
术发展，加快发展各类清洁能源、新
能源技术，通过产业技术升级、改善
技术供给，让茂名实现经济绿色增
长。要做优严格管理的“除法”。要
加快形成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
严惩、责任追究的综合治理体系，对
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和事，真追责、敢
追责、严追责、终身追责，让制度发
挥应有的“威慑”作用。

以长远眼光持之以恒谱写绿美
广东的茂名篇章。生态环境保护，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牢固树立
长远发展的政绩观。领导干部对待
生态环境问题的态度，反映的是对
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世界观，折射
的是短期业绩与长远发展如何选择

的政绩观。一些人认为，现在经济
下行压力大，是不是可以在生态环
保上缓一缓。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
发展之间绝非“水火不容”而是“水
乳交融”。越是面临困难挑战，越要
咬紧牙关、保持定力，多措并举、开
辟思路，我们既要生态美，又要百姓
富，但是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要大力发扬攻坚克难的实
干精神。近年来，茂名在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
要大力发扬实干精神，聚焦短板攻
坚克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精准攻坚打好蓝天保卫战、标本兼
治打好碧水保卫战、防治并举打好
净土保卫战。要营造人人尽责的良
好氛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做到人人参与，变“要我保护”为“我
要保护”，绿色生活方式涉及老百姓
衣食住行，体现在随手关灯、自备环
保购物袋等实践养成中，体现在就
餐光盘行动、绿色出行等日常习惯
中，要培育和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引导群众自觉保护生态，形成
全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
绘就茂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

让绿色成为茂名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陈丹琳（茂南）

我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
鉴江中游，东毗阳江，西临湛
江，北连云浮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临南海。全市陆地面积
11427 平方千米，约占广东省陆
地面积的 6.4%，海域面积约 75
平方公里。这里资源丰富，气
候宜人，风光秀丽。从社会经
济看，茂名市是全省农业经济
比较发达的城市，水产养殖享
有盛名，盛产龙虾、对虾、海参、
鲈鱼、膏蟹等，是“中国罗非鱼
之都”，全市水产品产量长期稳
居广东省前列。茂名还是全国
水果生产基地，岭南佳果重镇，
五棵树（荔枝、龙眼、三华李、化
橘红、沉香）驰名中外。

茂名历史渊源悠久，人文荟
萃，英才辈出。茂名历史名人冼
夫人身历梁、陈、隋三朝，毕生致
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后人尊为

“岭南圣母”，周恩来总理誉之为
“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茂名是广东省人口较多的
地级市，众多的人口，也为茂名

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人口红
利，充足的劳动力，巨大的消费
市场，除了促进茂名本地的经
济建设，茂名人还纷纷走向全
国，甚至投身海外，茂名人奋斗
的身影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日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地
方志办公室发布全省的自然村
调查报告，全省范围内自然村
数量最多的地级市是茂名市，
一共有17605个，比第二名多出
近 3100 个。从 2015 年起，广东
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牵头开展
了全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
查，通过调查整理了全省自然
村的村落由来、姓氏源流、人口
状况、基础设施、传统建筑、民
俗技艺等 41 类 200 多项信息，
抢救性保存了一大批广东村落
历史人文信息。

自然村历史文化是一代代
茂名人的人文根脉。茂名人各
个村落的祖辈刀耕火种，披荆
斩棘，来此扎根，繁衍子孙，生
生不息。伴随着人口的增加，

外来文化的融合，村民知识文
化素质提高，村落文化在发生
着显著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
人们对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
沃土，始终是怀有热爱的家乡
情怀。

同一村落，同一姓氏，同宗
同源，同一庙宇祠堂。从自然
村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同一
性是其突出特征。正是这种
同一性，村落中的人际关系就
较为亲切，正如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中谈及的“熟人社
会”，因为彼此熟悉，所以相互
信任。这种原生的村落环境，
使生活在村落的人们从饮食、
服饰、日常用语、思维习惯等，
都是一辈辈相互影响，在文化
基 因 中 深 深 打 下 相 似 的 烙
印。例如，化州村落中的人操
着一口富有地方特色的口音，
在北京说话时被老乡听到了，
一下子就会拉近彼此的距离
（即使两个从未谋面），村落文
化就是这么神奇，乡愁在一句
乡音中，一种家乡小吃中，一种

家乡习俗中，就会奔涌而至，瞬
间被点燃。

在不断推进城镇化的浪潮
中，对村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
生了一定的挑战。这是一个需
要每个现代人人思索的问题，
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如何留
住浓浓的乡愁，不忘根脉，把根
留住。茂名能够拥有这么多的
村落，并且保护得如此完整，这
本身就是茂名历史文化悠久的
一个有力见证，值得每一个茂
名人骄傲和珍惜。

树高千尺终有根，吃水不
忘挖井人。茂名的游子，无论
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自己来
自哪里，一定要牢记自己的根
在哪里。从自己与村落文化习
俗的传承，从自己和村落父辈
的根脉联系，从自己对子孙后
辈的村落历史文化教育引导等
方面努力，代代相传，后继有
人，把浓浓乡愁一代代传承下
去，让以茂名为荣、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的情结成为一代代茂
名人共同的文化印记。

留住浓浓乡愁
周平（茂南）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年来，电白
区税务、政数、人社、医保和各镇（街）
等多部门联合协作，建立健全税费征
缴共治机制，推动“非接触式”税费服
务下沉镇、村社区，打通广大群众办
税缴费服务的“最后一百米”。预计
2023年，该区将实现“社保缴费不出
村”便民服务全区404个村（居）100%
全覆盖。

类似“社保缴费不出村”的新闻
报道，我们在网上见过很多，如今在
电白区也成了现实，电白区的老百姓
在家门口就可以缴纳社保费，享受简
便快速的服务，是一件暖民心的实
事。民有所求，我有所应，电白区有
关部门协同联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以人民为中心”，把工作做细做实，
切实解决了群众的需求。

为解决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
问题，有的地方也曾尝试多种办

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我们看
电白区的做法，有三点值得借鉴。
首先，强化统筹，高位推进。电白
区出台了“市内通办社保缴费不出
村”工作方案，并成立领导小组，从
区一级的层面来领导和统筹。其
次，善用平台，细致推进。线下依
托各村（居）党群服务中心办事大
厅提供窗口服务，线上推动“粤智
助”等设备的应用，并开展“非接触
式”缴费操作培训。还有就是，及
时追踪，稳步推进。建立“第一责
任人”追溯机制，对各类问题及时
对碰复核，确保缴费人的利益，而
这正是群众所需求的。

“缴费”不出村，表面是“缴费”不
用出村就可以完成，实质体现的是为
民服务的质量，唯有从这个角度出
发，才是践行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要求。

“缴费”不出村
服务暖民心

陀宇（高州）

◀上接01版 几年间，东华能源烷
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丙烯腈项目、
世界 500 强丰益国际益海嘉里（茂
名）项目、道道全年产 100万吨食用
油综合加工项目、粤西LNG等重点
项目纷纷抢滩，聚拢在港口周边落
地，人流、物流、资金流急速集聚在
滨海新区，使临港产业集聚效应日
益明显。

同时，未来加上配套建设的博
贺新港区疏港铁路，码头辐射地可
达湖南、贵州、广西，将打造成为粤
西地区的货运集散地。作为茂名绿
色化工临港物流最重要港口之一的
吉达港区，吉达防波堤一期项目建
设全力加速，去年年底推进到 5000
米，计划今年 6 月 30 日完成工程主
体施工。千年古港博贺渔港拥有得
天独厚的渔业资源，围绕港口资源
做文章，博贺渔港产业集聚区也在
快速形成。

——水东湾新城濒临南海，依托
水东湾构筑的岭南绿色水域意象和
碧海蓝天、红树林白鹭、滩涂湿地、潮
起潮落等自然景观，以生态修复为先
导，加快南海旅游岛建设，盘活疍家
渔村文化，打造滨海风情内湾。

2021年 10月，备受瞩目的塘霞
村乡村振兴项目——晏镜疍家墟正
式启动。经过一年的努力，处处坑
坑洼洼、道路泥泞的小渔村如今变
得美轮美奂，已具规模的俚街、皮鞋

街、年例广场、臭皮匠博物馆、网酒
店、塘霞客厅……疍家墟作为茂名
实施好“百墟千村振兴”计划的典
范，大力打造晏镜疍家墟、塘霞俚街
和南海开渔节三大地理标志，以“小
切口”带动南海岛大变化，打造渔、
工、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新样板。

“真是难以想象，才离家一年，老家
竟变得如此美丽！”对经年在外的村
民，老家塘霞村的巨大变化让他们
深感震撼。

水东湾新城还全力打造茂名滨
海风光摄影地，变“美丽风景”为“美
丽经济”。南海岛“卅里疍家风情摄
影长廊”“红树林疍家文化会客厅”

“金色童子湾”三条摄影旅游品牌线
路和一批精品摄影点正在建设，“大
美南海岛”全国摄影大展正在进行，
让滨海旅游成为美好深刻的“茂名
印象”。

如今的水东湾新城环境面貌焕
然一新。以“滩长平、沙洗白、水温
净、浪柔软、无鲨鱼、无污染”而闻名
于世的中国第一滩；上榜“广东十佳
观鸟胜地”的湿地公园；夕阳下海岸
鎏金、千船泊湾的童子湾澳内海
……不仅此前引来华侨城集团投资
发展文旅产业，东华能源也准备将
总部搬迁至此，构筑总部经济新高

地。水东港区已纳入广东自贸试验
区茂名联动发展区的组成部分，这
里将重点发展临港商务及文旅产
业，主要包括临港商务、总部经济、
产业金融、酒店展贸、滨海旅游、康
养度假及5G全景应用等产业，加快
建设茂名水东湾海陆空全景应用试
验区。

——茂名高新区依托茂名石化
2500 万吨炼油、110 万吨乙烯两个
龙头项目，大力发展石化中下游产
业链，集聚了德国巴斯夫、法国液化
空气、日本阪田油墨、辽宁奥克、抚
顺佳化、江苏德纳，以及新华粤、众
和、实华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形成了
绿色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集群。目
前，高新区拥有各类研发机构和创
新平台 67家，去年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 8 家。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与
茂名市人民医院共建精准医学智创
孵化基地（茂名）；与茂名石化研究
院共建联合实验室；清荷一期项目
加快建设，大学科技园获批省级大
学科技园。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茂名
石化公司迈开第四次跨越式发展的
步伐。2022 年，茂名石化建成绿色
环保项目 20个，实施节能降碳项目
52 个，节能 11.41 万吨标煤，建成投

产华南最大氢燃料电池供氢中心，
可年产 2100 吨高纯氢；建成投用 3
个光伏发电项目，全年生产绿电
886万度。同时，在“油转化”、新材
料整套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炼油转型升级及乙烯提
质改造工作稳步推进。

——随着湛江吴川机场正式启
用，茂名第四大发展平台——临空
经济区被委以重任。临空经济区锚
定空港门户目标，重点布局临空工
业、临空仓储物流、跨境电商和临空
科技等产业，统筹杨梅产业园、空港
物流园、航空创意园和官桥航空城
建设。目前，临空产业集聚区建设
步伐正在加快。

在广东自贸试验区茂名联动
发展区中，14.94 平方公里的临空
片区将建设茂名化州保税物流中
心（B 型）、中国（茂名）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距离机场仅 6
分钟车程的黄槐垌村正在兴建航
空主题酒店，村子将被改造成航
空小镇；力争在今年 4 月投入运
营的中通快递粤西（化州）总部项
目位于杨梅镇茂名临空经济区空
港物流产业园内，占地面积 92.5
亩，项目完成后可提供大约 1000
人左右的就业岗位……临空经济

区产业格局的“势能”正加速转换
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打好产业发展“三场硬仗”
开启绿色化工产业变革新征程

聚 焦 绿 色 化 工 前 沿 技 术 领
域，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
经济高质量增长，茂名产业已从
石化这个单一的结构，向多元化、
高端化和绿色化迅速发展。今
年，茂名继续打好产业发展“三场
硬仗”：全力保障总投资 400 亿元、
在建投资 64.8 亿元的东华能源烷
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期（Ⅰ）建
成投产，全力推进总投资约 84.87
亿元的丙烯腈项目开工建设，全
力争取总投资约 299.5 亿元的茂名
石化炼油转型升级及乙烯提质改
造项目上马建设。

东华能源（茂名）烷烃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作为茂名建市以来引进的
最大民营工业项目，在滨海新区打
造以丙烷脱氢为龙头的世界级绿色
化工和氢能源产业园，为茂名工业
壮大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去年6月，由工控新材料投资（茂
名）有限公司和东华能源合作建设的
茂名新材料丙烯腈产业链项目正式
启动，目前先导工程已动工建设，建

成后将引入更高端、更前沿的绿色产
线产品，集中发力打造以丙烯为龙头
的完整产业链，逐步延长丙烯腈及下
游新型材料产业链，并推动汽车轻量
化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升级。霍尼韦
尔UOP也携手东华能源，建设国内
首个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基地。

作为传统石化产业大市，茂名
主动谋求产业转型升级新路径，全
力推动传统石化向绿色化工与氢能
产业转型，加速推进炼油转型升级
及乙烯提质改造项目，实现传统石
化向绿色石化转型，让石化产业“老
树发新芽”，让“南方油城”的名头更
加响亮。业内专家认为，项目将大
幅降低茂名石化万元产值能耗和二
氧化碳排放，“三废”排放方面实现
增产不增污，有效引领广东石化行
业高质量发展。

依靠产业走向未来，茂名把准
绿色化工产业变革趋势，以茂名石
化转型升级、烷烃资源综合利用、丙
烯腈等标志性项目为牵引，在坚定
不移向海而兴中建设世界级绿色化
工和氢能产业集聚带。

耕耘不辍千秋业，扬帆起航谱
风华。依托海洋优势，茂名滨海开
发建设不断落地见效，借助招商引
资这个“最大变量”，可望充分激活
石化产业“存量”，激发绿色化工、临
港产业、滨海旅游“增量”，开启海洋
经济发展新时代。

茂名聚力向海而兴建设产业强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