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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茂名市海瀛石化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2023年6月12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海瀛石化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2023年6月12日

遗失声明

杨 大 朝 遗 失 海 洋 渔 业 普

通 船 员 证 书 一 份 ，证 号 ：

440923197008185X33，现 声 明

作 废 。

遗失声明

陈华深遗失化州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大队铁骑中队开具的强制

措 施 凭 证 ， 号 码 ：

440982300462162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远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遗失粤K9802挂道路运输证，证

号：粤交运管茂字002218604号，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

公司茂名分公司遗失移动电话话
费 收 据 ，收 据 起 止 号 码 如 下 ：
4311001—4312273， 4312501—
4319000， 4322001—4323000，
4324001—4325000， 4334501—
4337000，现声明作废。

来自全国60多家党媒的100多位传媒
人聚集茂名，看滨海绿城发展、观新农村风
貌，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茂名的足迹，感
受传承千年的茂名荔枝文化和乡村振兴发
展成果。此次活动既宣传了茂名，又交流了
经验，广交媒体朋友，凝聚了乡村振兴的党
媒力量，对茂名高质量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
助力。

“荔红时节看茂名”采风活动连日来在
主流媒体引发一波“茂名热”，让茂名文化名
片熠熠生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不同的城
市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不同的文化特色也决
定着一座城市的品格，彰显城市所具有的文
化底蕴与品格。城市发展要保留其历史文
脉、变迁印记和优良传统，市民才能在文化

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得到生活意义上的熏陶
与滋养，从而获得家园的温暖与自豪。茂名
是“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的故里。
冼夫人历经梁、陈、隋三朝，一生致力于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力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
济发展，是岭南地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
家。由冼夫人“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提
炼的“好心精神”，经过传承与发展，形成茂
名“好心文化”，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传承好心文化，建设好心之城，是我
市建设文明城市、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一条
重要路径，也是这次参加采风的全国党媒负
责人给予高度评价的打造文化品牌成功之
举。“在茂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好心
文化的氛围与力量”，见多识广的媒体人赞
叹茂名是一座“好心之城”，“好心”成为茂名
的根和魂。“唯用一好心”既是冼夫人一生最
真实写照，更是她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历经岁月的淬炼与传承，好心文化已融
入茂名人的内心和城市基因。我市通过打
造好心文化品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
荣发展，人们对于冼夫人耳熟能详，好心精

神深入民众，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改变
着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因此，“好心
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
合，融入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市民日常行为当
中，才能成为城市一张闪亮的名片，在异彩
纷呈的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中，彰显自己的
历史渊源与文化特质。同时，从媒体人对城
市的观察中，我们真切感受到特色文化传播
与熏陶所具有的无形力量。好心文化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市民共同的精神追求
与道德规范，是城市充满温情与文明的源头
之一，也是文化传承的魅力所在。

以动人的故事、鲜活的载体讲好茂名故
事，是助力乡村振兴，推动茂名高质量发展
的一着好棋。在“荔红时节看茂名”采风活
动中，吸引来自大江南北媒体人的不仅有红
遍群山的荔枝林和一年近百亿的产业链，还
有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的荔枝文化。荔枝是
茂名最具特色的城市标志之一。荔枝不仅
是闻名遐迩的岭南佳果，更蕴含丰富的文化
味道，是茂名文化中最具城市记忆、最有文
化认同的一个元素。当参加采风的媒体人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道路，感受千年古
荔历史渊源时，无不为之所撼动。荔枝古树
经历风吹雨打、见证世间沧桑，依然虬劲坚
韧，亭亭如盖，保持勃勃生机。它的生生不
息，坚韧不拔，象征着茂名人百折不挠砥砺
前行的奋斗精神。在乡村振兴大潮中，荔枝
不仅富了一方百姓，还连接古今沟通世界，
把“滨海绿城，好心茂名”的城市符号传遍五
湖四海。荔枝文化的蕴育与传播，是茂名文
化名片打造的典范。将特产资源与文化底
蕴融为一体，更能昭示城市的特质与魅力，
推动线上“流量”变成线下“留量”，将“关注
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为高质量发展开
拓新的空间。“荔红时节看茂名”活动通过采
撷搜寻传播最能体现茂名城市形象和精神
的文化标志，让其成为更多人了解茂名的窗
口，有效提升了茂名特色产业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凝聚乡村振兴的党媒力量，讲好茂名
“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的特色产业发展
故事，“荔红时节看茂名”采风活动成效卓
著，令人对下一次的相约更加充满期待。

亲眼见证茂名发展 更好讲述茂名故事
特约评论员蔡湛

■通讯员 陈姝

本报讯 6月10日，广东省急诊专业
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工作会议在茂
名召开。会议由茂名市人民医院承办。

据了解，这是广东省急诊医学质量
控制会议首次在茂名举行。本次活动旨
在促进茂名各医疗单重视急诊急救平台
体系的建设，对茂名地区各医疗单位完
善紧急医疗救援体系的建设，具有积极
的促进意义。我市急诊医学质量控制中
心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挂牌成立。两年
多以来，该质控中心在提升我市急诊医
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会议指出，国家、省越发重视急诊质
量控制的提升，茂名市人民医院也在这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胸痛中心、卒中中心、
创伤救治中心、危险性上消化道出血救治
中心等快速诊疗绿道。此次在茂名召开
会议，对提升茂名地区急诊急救的诊疗质
量有重要意义，希望通过急诊质量控制中
心的建设，构建完善的区域协同急救网络
体系，缓解我市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医疗现状。

会议期间，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汕头市中心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医院以及茂名市人民医院多位专家作
专题汇报，分别就 POCT 的质量控制、
广东急诊科 POCT 基线调查调研进度
及介绍、广东急诊科 POCT 调查项目第
二阶段计划和方案介绍、急诊感染质控、

“一站式”多模态介入在急症诊疗中的应
用等内容进行探讨与分享。同时，来自
粤东西北各家医院急诊医学专家齐聚一
堂，现场参会人员积极发言、进行病例讨
论，学术气氛浓厚，参会代表们纷纷表示
受益匪浅，收获很大。

省急诊专业质量控制
中心专家委员会工作
会议在茂名召开

■记者 陈莹莹

本报讯 为进一步扎实推进农业生
产以及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促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6月10日上午，茂南区镇盛镇
召开夏季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与会
人员先后参观了樟岭村水稻生产基地、
莲藕基地，大坡艾草基地、广东稻和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茂南区农业农村局
有关领导、镇盛镇全体班子成员、各村书
记、各村生产主任、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
等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镇盛镇要聚焦实施“百县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各
村书记、生产主任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农业，努力探索适宜的农作物，积极培育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要实行优质农作物
技术推广，打造集约化农业经营管理模
式，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升农产品
的附加值，构造全链条产业链；要开展

“观禾选种”高素质农民田间培训，现场
观摩和交流，对作物的特征特性及增产
潜力有更直观的了解。

会议要求，各村书记要对标对表，按
照区委区政府相关要求，大力发展农业，
做实做细，打造镇盛农业强镇。镇乡村
振兴服务中心要认真进行农业田间技术
指导，因地制宜、因苗施策、仔细讲解农
作物生长状况，帮助全镇全力夺取夏粮
丰收。

据了解，近年来，镇盛镇加快推进农
业现代化，探索推动樟岭村级供销社试
点，通过村委会、合作社联合创办村级供
销社，开展包括闲置土地集约、良种培育
供给、农产品回收加工等惠农服务；结合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盘活土地资源，流转
土地 1000 多亩，打造大坡艾草基地、樟
岭茨菇、莲藕基地、博郡番石榴基地等特
色产业基地；围绕培育“一村一品”，着力
推广元亨牛大力，茂坡沃柑，大坡艾草，
樟岭莲藕、茨菇等特色农业产品；积极创
新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在樟岭村引入水
肥一体化智慧灌溉系统，在大坡村引入
全程监控、智能灌溉、除虫一体智慧系
统，在乌石村引入机
械化育秧机、智能插
秧机、农用无人机等
先进春耕作业机械，
推动农业种植向数字
化转型。

茂南区镇盛镇召开
夏季农业高质量
发展现场会

通过此次采风活动，贵州和茂名可以共同书写三
个乡村振兴的好故事：第一是硕果累累的故事。针对
贵州特产刺梨，和茂名的荔枝、三华李，两地可以在销
售产品加工、作物栽培方面进行交流互动；第二个故
事是游山玩海的故事。茂名有海贵州有山，交通也很
便利，贵州的人到茂名来玩海，茂名的人到贵州看山，
可以书写文旅互动大文章，既富了贵州的老百姓也富
了茂名的老百姓。第三个是鱼水情深的故事。贵州
处于珠江上游，贵州将做好生态屏障，让“一泓清水向
东流”，“贵州水”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贵州酒，贵州的酒
和茂名的罗非鱼在餐桌上相遇，也能书写出乡村振兴
的大文章。

对茂名很多风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
现在看到的三华李正是具有地理标志，能够溯
源的优质乡村风物，希望媒体把更多的乡村振
兴的成果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质优价
优的好产品。

江苏省泰州日报社副总编辑张建兰
江苏平原多，没有这么多山，天上的云也没有

这么气象万千的感觉。信宜有山有水仙境一样，
品尝了三华李，酸酸甜甜有滋有味，回去后一定会
对这边的一些特色进行推介。

河南省商丘日报社社长郭文剑
参观中国荔枝博览馆后才发现荔枝品种如此之

多，历史悠久。以后吃荔枝不仅要尝味道，更要品文
化，这样才能吃出“好味道”。古荔枝树在这片土地里
茁壮地成长，代表了一种传承，希望这里发展得越来
越好，让更多北方人吃上茂名荔枝。

长城新媒体记者张荣鹏
刚看完中国荔枝博览馆，印象最深刻的是原来

荔枝在古代还是皇家贡品，有这么多的历史典故。
平时市面上能买到的只有一两种，但是在中国荔枝
博览馆里看到了上百种荔枝，学习了解到很多关于
荔枝的知识。

兰州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刘世才
茂名荔枝种植规模大，荔枝品种多还很甜，茂名人

勤奋好客，心地甜美！

陕西省榆林传媒中心党政综合办主任李华
看到这里的乡村振兴发展感到非常震撼，政

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把荔枝文化、历史、
旅游等融合起来做成了一个大产业，这里的农民
和荔枝产业链的收入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电商直
播、电商培训的这个思路特别好，值得我们去借
鉴学习。

西江日报社西江网副总编辑李纯
疍家墟经过改造后变得非常有特色，刚看到了很

多小吃摊和特色店铺，晚上还有文艺表演，相信这里
很快会成为新的热门打卡地，希望疍家墟发展得越来
越好，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就业。

南昌日报社时政部记者赖海荣
茂名在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发展上“全面开

花”，前景广阔。发展有从育苗到种植、加工、冷藏
储存、销售运输、农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实现三产
的融合发展，让家家有生意人人能挣钱，当地群众
收入不断增加；游客全方位、零距离、多角度体验
乡村生活、农事、度假休闲，较好地实现了乡村旅
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电商业务蓬勃发展，将当
地的农产品、土特产等销售到全国各地。

左江日报社新媒体中心记者黄奕榕
茂名罗非鱼口感爽脆、味道一流，这家企业在罗

非鱼良种繁育方面所做的技术研发工作十分了不
起，而茂名罗非鱼年产量约占全球的 1/12，更是令人
赞叹。

焦作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王爱军
荔红时节看咱们茂名，越看呀心里越兴奋。茂名

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城市，人民勤劳勇敢，团结
协作，把荔枝这么一个小特产变成一个大产业，罗非鱼
也成为一个大的产业，还把露天大矿坑变成人见人爱
的生态大公园，在乡村振兴各个方面可以说都做成全
国的典型。这种创新创业的奇迹，无不彰显着茂名这
种励志的精神。茂名和焦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个
城市都是靠工业起家，两个地方的农业还都非常强盛，
我回去后将会大力推介茂名的发展经验并长期关注茂
名宣传茂名，也希望两地加强合作，实现携手共赢。

贵州日报报刊社副总编辑冉斌

佛山市珠江传媒数字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琳

扫一扫 更精彩（整理：许巨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