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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霞

本报讯 如何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
展，为乡村振兴凝聚媒体力量，彰显媒体
担当？6 月 7 日上午，全国党媒助力乡村
振兴高质量发展合作交流会在茂名举
行，与会代表纷纷围绕“讲好乡村振兴故
事，写好乡村振兴文章”，开展深入广泛
交流，共同探讨党媒助力乡村振兴的路
径。中国报业协会及各省报业协会领
导、各省及地市级党媒社长、总编、记者
等出席交流会。

交流会上，茂名日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车永强聚焦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
两方面，分享了茂名日报社在立足新闻
主业，统筹全媒体矩阵，全力开展乡村
振 兴 宣 传 工 作 ，积 极 筹 划 举 办 各 类 活
动 ，以 活 动 促 宣 传 ，以 宣 传 助 发 展 ，用
实际行动支持我市乡村振兴工作的经
验做法；广东海龙阁饼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戴国荣就企业和茂名日报社达成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产品打造、品牌推
广等方面深入合作进行了分享，他希望
能与各地媒体建立合作，续写媒企合作

的精彩篇章；湖北省宜昌三峡日报新媒
体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发副总监梅金
河做了数字乡村智慧治理服务平台项
目分享。近年来，三峡日报社在与政府
合作推进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建设中进
行了创新探索，数字乡村智慧治理服务
平台项目在数字治理、惠农服务、产业
发展、智慧旅游、智慧农业上赋能乡村
全 面 振 兴 ，积 极 推 动 了 农 村 地 区 信 息
化、数字化建设；珠海市对口茂名市乡
村振兴驻市帮扶指挥部成员，珠海驻高
州乡村振兴工作组组长陈志强分享了

珠海对口帮扶茂名的情况，从 2013 年开
始，珠海市对口帮扶茂名，10 多年来，从
精准帮扶到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珠海
对茂名一直不离不弃，持续给力；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团结报社副社长、副
总编辑龙文玉分享了团结报社主动担
起党媒责任，赋能乡村振兴的做法，湘
西州创造了中国脱贫攻坚的鲜活样本，
成为国际减贫史上的重要地标和新时
代红色地标。

会上，茂名日报社和延安市融媒体中
心及南昌日报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后

将在资源共享、产品销售、节目联动、人员
互访培训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打造
具有较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的城市媒体协作平台。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交流会上“干货”
满满，气氛热烈，为党媒助力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平台。
作为媒体人，今后将进一步扛起媒体责
任，加强地区宣传合作交流，壮大乡村振
兴主流思想舆论，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写
好乡村振兴文章，助力乡村振兴“施工蓝
图”转化为大地的“实景画卷”。

全国党媒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合作交流会在茂举行

凝聚党媒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

分享实践经验 共话责任担当
——全国党媒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合作交流会发言摘登

茂名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车永强：

作为本地党媒，茂名日报社聚焦产
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全力做好乡村振兴
宣传工作，积极筹划举办各类活动，以
活动促宣传，以宣传助发展，用实际行
动支持我市乡村振兴工作。

一是聚焦产业振兴，打好“助农便
民”牌。2022 年，茂名日报社建设成立

茂名市乡村振兴产品展销中心，配备直
播间，组建销售团队，筛选优质农副产
品企业，结合“线上+线下”展示销售
模式，多形式对外展销茂名市特色农副
产品。先后成功举办了“2022 广东 （茂
名）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交流会暨助力乡
村振兴产品展”“年货销售节”“伊春云
上销售节”等活动；茂名日报社建设运
营“好心优品”电商平台，把茂名特色
农产品在电商平台上进行一站式展示、
推介、销售，扩大“茂货”知名度。目
前，“好心优品”商城共设置场馆 7 个，
进驻商品 500 多种；连续三年承办广东
（茂名） 荔枝龙眼博览会，以“线上+线
下”展示销售为主，通过整合荔枝龙眼
产业及名优农产品等资源以及举办一系
列展览和配套活动，推动农文旅融合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落实市委、市政府
全产业链打造“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
的工作部署，先后举办了罗非鱼产业大
会、茂名市首届“高凉菜大师”评选、
寻找“高凉厨娘”、茂名年例嘉年华暨高
凉预制菜展销集市等系列大型活动。作
为创建“中国月饼名都”发起单位之

一，充分发挥党媒力量，每年持续深入
推进我市海龙阁、嘉豪轩等品牌月饼专
项代理销售，将月饼销往全国各地，进
一步扩大了茂名月饼的品牌影响力。

二是聚焦文化振兴，打好“文化乐
民”牌。茂名日报社始终坚持文化赋能
助力乡村振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共
享、全民受益的良好局面。连续举办七届
茂名荔枝文化形象大使选拔赛和四届冼夫人
文化宣传大使选拔赛，广泛地向外宣传“山
海并茂好心闻名”滨海绿城城市名片。连续
举办八届茂名市全民健身徒步节，成为备受
市民喜爱的群众体育活动。今年成功举办的
以“逛晏镜·疍家墟看茂名乡村振兴”为主
题的徒步节活动，将茂名滨海景点与乡村振
兴发展等多种元素有机串联。

围绕“魅力疍家墟 越夜越精彩”主
题，从2023年3月开始，每周在晏镜·疍
家墟年例广场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
文艺演出或专场艺术展演，充分利用疍家
墟讲好茂名本土文化及乡村振兴故事，助
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至
今已举办系列文艺进村展演共31场次，社
会反响热烈。

广东海龙阁饼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国荣：

2018 年开始，海龙阁集团和茂名日
报社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推进

全产业链融合创新，为促进茂名食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集团在立足自
身发展同时，积极围绕茂名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在推动荔枝产业、月饼产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主动作为，勇
挑重任。

近四年来，累计投入 800 多万元支持
茂名各类大型活动，累计投入200多万元
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当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海龙阁饼业连续四年冠名茂名荔枝文化
形象大使选拔赛，助力茂名荔枝文化的传
承与推广；冠名“好心茂名”2019 广东省
龙舟锦标赛，让龙舟精神发扬光大；冠名
茂名市第八届全民健身徒步节，让广大茂
名市民见证了乡村振兴样板疍家墟的精
彩蝶变，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二是当好产业振兴的领航者。今
年 4 月，茂名月饼被列入重点地方特色
食品产业集群章节。作为省重点农业
龙头企业，海龙阁将充分挖掘自身月饼

产业优势，念好“土”字诀，打好茂名月
饼“特”字牌，持续擦亮“中国月饼名城”
区域品牌，高质量推进我市月饼产业发
展。着力发展预制菜板块，全力打造高
凉菜特色菜谱，推动农业上下游产业链
协同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三 是 当 好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的“ 生 力
军”。海龙阁积极参与“万企兴万村”行
动，为家乡乡村振兴行动添砖加瓦。大力
支持化州石湾街道长坡村委会各自然村
的美丽乡村、城乡清洁工程、教育事业等
各项基础建设，还带动村民进行生态种
植，向农户收采农作物作为生产原料，形
成“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
不断推动月饼“小特产”发展成“大产
业”。从2014年开始，海龙阁连续九年为
长坡村每家每户村民捐赠月饼，送去节日
问候。此外，海龙阁还连续5年发起并积
极捐资长坡村奖教奖学，与群众共享企业
发展成果。

珠海市对口茂名市乡村振兴驻市帮扶
指挥部成员，珠海驻高州乡村振兴工作组
组长 陈志强：

眼下正值茂名荔枝丰收时节，5月8日
下午，珠海驻茂名乡村振兴指挥部在高州
市分界镇召开珠海市对口茂名市乡村振
兴消费帮扶荔枝树定制动员会，现场签约
定制荔枝7000多棵。珠海格力用时一个
多月，就研发出“荔枝专用保鲜移动装
备”，第一台6月3日下线，3日下午就捐赠
给茂名。

这只是珠海帮扶茂名的两个缩影，从
2013年开始，珠海市对口帮扶茂名，从精准
帮扶到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持续给力。
2021年7月，珠海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科研力量”组团结对帮扶方式，选拔了
111名干部参与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他们
用情用心用力真心帮扶，已经和当地群众
成为一家人。

据统计，珠海市从2021年7月至今，共
计统筹配套帮扶资金投入 6.68 亿元。同
时，每年还安排产业就业消费帮扶专项资
金3000万元，帮扶力量十分稳定。在帮扶
措施方面，一是突出特色产业开展帮扶。
大力发展南药产业、养殖业、设施农业，促
进产业振兴。截至2023年5月底，已启动
帮扶项目1107个，涉及资金5.78亿元。二
是突出市场优势开展帮扶，为特色农产品
找销路。积极组织珠海商超、餐饮企业等
到茂名市采购农副产品，开展组团帮扶单
位助销、工会福利直销、社会力量带销活
动。截至目前，组织开展各类消费帮扶活
动、展销会等202次，实现特色农产品销售
额1.87亿元。三是助力当地文化建设，以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曹江工作队编写顺口
溜，推广曹江特产，还和镇委镇政府一起创
作了原创歌曲《筑梦曹江》，用音乐帮扶奏
响乡村振兴曲。在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
协助与努力下，高州分界镇在2021年广东
省乡村振兴擂台赛中，取得总分第一的好
成绩。四是和茂名日报社紧密合作，强化
振兴工作的主流舆论宣传。茂名日报社发
挥党媒优势，常态化对21个驻镇帮扶工作
队展开宣传，塑造先进典型，创新传播形
式、贴近乡土民情，全面助推乡村振兴工作
高质量发展。

宜昌三峡日报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研发副总监 梅金河：

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把数字乡村
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三峡
日报社在与政府合作推进国家数字乡
村试点建设中也进行了创新探索，把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
向，让数字技术融入乡村生活，成为
乡村发展的好帮手。

一是通过党媒深度融入，依托 IP-
TV、5G 云广播等渠道，创新党媒宣
传、引导正面舆论、丰富乡村文化，把
党的声音传入千家万户，同时更把党

务、村务、服务、商务融合建设，数字
治理、惠民服务等农村群众关注的服务
内容“上屏、上端、上云”，提升乡村
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让群众沉浸
式感受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数字化治理。

二是推出智慧旅游板块，用户在家
里通过打开宜昌数字乡村小程序，了解
吃喝玩乐信息，通过小程序内的信息直
接联系景点、商户、农家乐等，预约食
宿；创建智慧农业板块，通过科技手段
赋能农业生产，引入精准浇灌、精准施
肥、墒情监测、虫害监测、气象监测等
技术，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提高生产
效率。

记者 许巨滔 王霞 整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团结报社副社长、
副总编辑 龙文玉：

湘西州深刻领悟“两山理念”，以优势
资源为依托，从生态特产、红色传承、非物
遗产、历史遗迹、文化艺术等角度，因地制
宜、多元互动发展文化旅游业，走出了一
条文旅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子。团结报社
以提升思想高度、推介产业发展、建设美
丽乡村、宣传全域文明、促进团结富裕走
在前，充分发挥党媒引领作用，主动融入

责任担当，通过讲好乡村振兴发展故事，
开设文旅周刊创刊号、样报、创建校园小
记者公益品牌、百万农公益广告推介农特
产品等多种方式推动文旅产业融合，为赋
能乡村振兴贡献了媒体力量。

《团结报》重点推出了一系列的大型
主题策划报道，特别是“矮寨·十八洞·德
夯大峡谷”景区被评为国家5A景区，湘西
州“精准扶贫·首倡之地”旅游线路入选全
国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后，

“文旅周刊”专辟“十八洞新时代红色地
标”专栏，定期推出动态文章，促进了湘西
州红色旅游提质升级。

弘扬民族文化。深耕湘西文化沃
土，土家族毛古斯、苗族鼓舞、赶秋、辛女
传说、巫傩文化等极富特色的民族民俗
文化得到全方位展现，报纸均以专版的
形式进行了延伸和拓展，多角度展示湘
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利用成
果。

连续四年组织记者编辑开展大型蹲
点采访活动，“脱贫攻坚·百名记者百村
行”、“红色湘西·逐梦前行——百名记者
看百年巨变”、“从十八洞村出发——百名
记者百村百企四季行”等，形成了“刷屏效
应”，进一步提高了湘西在全国的知名度。

要闻要闻

茂名日报社与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南昌日报社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甘杨松 岑稳 吴昊 摄 全国党媒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合作交流会现场。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甘杨松 岑稳 吴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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