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位于信宜市东部山区钱
排镇的“中国李乡·山水双合”，人气
与财气俱盛：三华李增产增收，家家
户户忙得不亦乐乎；乡村旅游风生
水起，每日入村游客络绎不绝。每
到周末节假，这里更是人气沸腾，热
闹夜以继日，吸引着众多珠三角乃
至港澳和省外的游客慕名前来，流
连忘返。

“中国李乡·山水双合”，这个农

产业兴旺、富有岭南特色、被赋予高
颜值的“农旅结合体”，从寂寂无闻
的山区小山村到游人如织的 3A 级
乡村景区，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两
年前，这里还平常得很，除了三华李
种植没有其他产业，许多村民长年
外出谋生。如今，因为旅游产业的
加持，农旅一体的升格，外出的村民
纷纷返乡做起旅游生意，通过发展
三华李生产，兼顾经营农家乐、民

宿、采摘体验、自行车出租、售卖土
特产等观光休闲项目，村民在家门
口实现致富。

“中国李乡·山水双合”的美丽
蝶变，是农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
格局在钱排、在信宜加速提质的生
动展现。信宜是农业大市，钱排是
闻名遐迩的“三华李第一镇”，近年
三华李年产值达 17 亿元以上。这
些年，钱排镇以花果为媒，卓有成效

地打造了“李花节”“品果节”这两大
品牌活动，并通过整合推广生态、旅
游、文化等丰富资源，以产业联动催
生“花果经济”，强大“李经济”，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

另一方面，钱排城镇风貌提升、
“李花谷”生态景区建设等配套工程
的实施完成，为三华李特色产业专业
生产镇钱排增添了更丰富、更高质、
更实在的旅游硬件，助力“李乡”推进

全域旅游的新格局。即将全面对外
开放的“李花谷”高端民宿群、“山水
双合”记忆馆等精品项目，又将成为

“李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亮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钱排

作为特色农产业专业生产镇，作为
信宜市打造“沿云茂高速乡村振兴示
范带”的核心区，作为吸引港澳大湾
区游客西进信宜的“东大门”，作为信
宜市“融湾靠珠”的东部“桥头堡”，能

顺应时势积极发挥生态优势，通过引
进现代农业所需的文旅项目，把管
理、技术、资本、人才等城市资源要素
引向乡村，实现农民更富、农村更美、
农业更强，为全域乡村振兴、城乡融
合发展提供了示范样本。

因地制宜，因产施策，打造“望
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看得见发
展”的特色农产业乡村景区，信宜展
现了令人称道的漂亮手笔！

从“中国李乡·山水双合”看农文旅融合发展
陈子楷（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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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系列谈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出通知，明确
要求坚决防止发生违法占用耕地、破
坏生态和人居环境、侵害群众合法权
益等问题。这一政策针对性很强，来
得很及时。

耕地保护事关粮食安全这个“国
之大者”。这些年来，不管国际形势怎
么变化，我们保证14亿多中国人每天
到点开饭，吃饱肚子而且饭碗越端越
稳，吃得越来越好，就是牢牢守住了耕
地这个粮食安全命根子。耕地保护这
根弦必须时刻绷紧。2022年耕地保护
督察发现的违法违规重大典型案例，主
要是侵占耕地挖湖造景、超标准建设绿
化带、庄园综合体等“要景观不要吃饭”
问题突出，对此必须采取“长牙齿”的硬
措施，坚决遏制各类耕地“非农化”、防
止耕地“非粮化”，对新增违法“零容
忍”，对查实违法坚决依法查处整改。
同时，对于过去不合理流失的部分优质
耕地，也要坚持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
草则草的原则，因地制宜、有计划、有节
奏地恢复回来。但是，恢复过程中绝不
能“简单化”“一刀切”。

立足国情国法，坚决打击侵占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造园、造湖、造林、造景
等行为，这绝不是所谓“翻烧饼”“退林
还耕”，不能偷换概念。有序实施退耕
还林还草，根本目的是改善生态环境。
实践表明，通过正确处理耕地保护和生
态退耕关系，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也
能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强调要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生态环
境需要持续改善，退耕还林只有巩固，
不可能“倒车”。退耕还林地块严格限
定在25度以上坡耕地、严重沙化耕地、
重要水源地15至25度坡耕地等范围
内，这类地块生态脆弱，宜林不宜耕。
要严禁在林地、湿地、河道湖区以及严
重沙化、水土流失严重等区域开垦耕
地，更要严禁在永久基本农田上造林种
树，两个方面都是明令禁止的。

目前，我国耕地保护标本兼治的
制度、规划、技术手段逐步完善，党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我国首部“多规合一”
的国家级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划定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
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18
亿亩耕地保护红线，315万平方公里生
态保护红线，都是高压线、生命线，要按
划管结合原则，落实《关于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
见》,不允许拆东墙补西墙。

这些新事物归根到底都要“落在
地上”，落到实际生产经营的农民身
上，技术手段进步，管理理念也要进
步，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之外，还要
更好发挥经济手段作用，通过利益调
节机制，充分调动农民和集体保耕护
林的积极性。

“国之大者”尤其需要“为大于其
细”。春耕秋收，夏耘冬藏，农业生产
有自然节律。对违规利用耕地的整改
复耕，必须尊重农业生产规律，严禁不
顾果树处于盛果期、林木处于成林期、
鱼塘处于收获季，强行拔苗砍树、填坑
平塘；必须尊重农民意愿，还要合理合
情、实事求是设置过渡期，做好政策解
释和合理补偿，有计划、有目标、有节
奏地将耕地找补回来，让耕地保护成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
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农民成为保护耕
地的重要行动主体。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耕地保护
生态保护
两条红线

都是高压线
新华社记者王立彬

今年我市端午节的龙舟赛已经降
下帷幕，但每每回忆现场情景或点击视
频精彩回放，大家还津津乐道，对龙舟
竞赛精神赞赏有加。

龙舟赛于选手们而言，不仅仅是
“力与美”、“速度与激情”的完美展示，

还体现了选手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
奋斗精神以及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合
作精神；于观众而言，呐喊助威、摇旗加
油的激动，既有对选手们的鼓励与支
持，更有学习选手同心同德、不畏艰险、
奋力前行的榜样力量在心中涌动；于一

座城市而言，选手们的默契配合、力争
上游和两岸观众呐喊加油、手机相机争
相抓拍的高涨热情，更集中体现了整座
城市万众一心，整体联动的文明和谐及
全力赶超勇创佳绩的活力。

龙舟赛，从表面看赛的是速度与激

情，从实质看赛的是不畏风浪奋勇直前
的拼搏精神和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集
体主义精神。愿我们以龙舟赛为契机，
让龙舟竞技精神为各行各业加油，使我
们的城市之“舟”乘风破浪，驶向幸福和
谐，繁荣昌盛的彼岸。

让龙舟竞赛精神发扬光大
雁翥（信宜）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为了传
承传统节日文化，感受端午节独特的节
日习俗，更好地了解、感受端午节丰富的
文化内涵，更好地知道诗人屈原的故事，
进一步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厚
植幼儿的家国情怀，近日，高州市根子镇
中心幼儿园开展了“艾”在端午·“粽”享
童趣的端午节主题教育。

中国的传统节日在博大精深的中国
文化中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
河中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春节、清明节、端

午节、中秋节……一个节日便是一道风景，
浓墨重彩，散发着历史与文化的芳香。千
百年来，端午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血脉和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传承、弘扬民族
精神和爱国情感的载体之一。 传统节日
已然成为师生学习和生活的一项重要活
动，端午节为学校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教育
机会。让孩子们走进传统节日，让孩子们
在动手实践中切实深刻地感受到端午节民
俗文化，体验到节日的乐趣；通过老师的讲
解，使孩子们了解屈原感人的爱国故事，感

受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在孩子们心中种
下一颗家国情怀的种子。传统节日能唤起
我们一代代人共同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
忆，涵养和赓续我们一代代人深藏于心底
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淡淡粽叶香，浓浓端午情，悠悠传承
意。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
一代代人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依托端午
节在幼儿园和各中小学乃至大学开展系
列爱国主题活动，不仅能锻炼学生们的
创作能力，动手能力，更能培养学生们的

爱国情感，加深学生们对中华优秀文化
的理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青少年
儿童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动
力，同时也是教育的核心主题，从幼儿园
入学开始，爱国主义教育就一直与我们
的学习生活紧密相连。家庭和学校都应
该积极依托传统文化节日，厚植孩子的
家国情怀，让孩子从小在心中萌发爱国
主义情感，为将来贡献社会、建设祖国打
下扎实的思想基础。

依托传统节日厚植家国情怀
梁栩（信宜）

端午节不仅是“粽子节”“诗歌节”
“龙舟节”，还该是“健康防疫节”“卫生
节”。在疫情防控三年多过后的今天，吸
取抗疫经验教训，弘扬健康文化、倡导健
康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现在
也已经成为传承端午节文化习俗的最现
实需要。

自古以来的传统，人们常用“端午安
康”问候来表达端午节祝福，这是传统
习俗的文化传承、价值传递、保健共
识。端午时节，暑热天气到来，全国很

多地方进入了多雨季节，酷暑难耐以及
蚊蝇和病菌滋生，容易传播疾病，危害
身体健康的风险渐增。在医学不发达
的古代社会，为了守护身体健康，人们
通过总结生活经验教训，形成了佩戴香
囊、洒雄黄酒、在家门口悬挂艾叶菖蒲
等习俗。这些方法在实践中传承、在时
间中沉淀和不断更新，日益固化为端午
节的传统风俗，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健
康文化。端午节也因此成了古人的“卫
生防疫节日”。

“端午安康”一直是人们的共同期
待，把握端午节的重要节点，要注重发
掘节日中的健康文化内涵，以包粽子、
做香囊、熏艾叶等习俗活动为载体，弘
扬健康文化，传递文明健康生活理念，
引导人们在节日里祝愿安康，在行动中
守护健康，严格遵守传统习俗规定，切
实做好个人防护。

要把端午节作为传播健康生活理念
的支点，继续发现和丰富养生保健内涵、
与时俱进创新方法，常态化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如多种方式宣传引导垃圾分类
投放、推广分餐、公筷等文明做法，引领
全社会形成追求文明进步健康生活的价
值共识，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系统性、
长期性思想理念问题。

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端午文
化习俗是无需提醒的自觉。在几年疫情
防控放开之当下，端午节蕴含的健康文
化，更值得我们内化之、践行之。只有赓
续传承、久久为功，健康生活追求才能成
为美好生活现实。

传承端午文化 涵养健康生活
王平生（电白）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为弘扬我
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大家对端午节
以及对非遗的了解，近日，由茂名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茂名市文化馆、茂
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启
德文化有限公司和茂名志愿者阳光 365
服务总队协办的“我来学非遗传文化薪
火”电白贝雕工艺制作活动体验在 1959
南越文创街举行，现场30多组家庭亲子
一起共同体验和制作贝雕这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

浩瀚无垠的海洋中生长着很多贝
类，贝类大多有着坚硬无比的贝壳，有的
贝壳颜色艳丽，有的纹理奇异。古时候
人们就是用大海里的天然海贝加工而成
的贝壳作为货币，是以，汉字中与钱财有
关的文字，大多都带有“贝”字。为方便

使用，古人将贝币打磨穿孔，用绳穿成
串。由于贝壳大多漂亮，因此逐渐有人
用来作为装饰品。秦汉时期，心灵手巧
的手艺人便巧用贝壳天然色泽、纹理和
形态，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国画精
心设计、加工成造型美观、光彩不同、妙
趣横生的工艺品。

贝雕通常构图严谨，拼接精细坚固，
凝聚了人类美好的愿望。一些构思巧
妙、工艺精湛、欣赏艺术高的贝雕作品，
深受达官显贵、富商大贾喜爱。随着贝
雕技术的革新，到了明代、清代，一些手
艺人陆续将贝壳加工成螺钿片，镶嵌进
家具、首饰盒、文具、烟具、台灯等器具
中，深受人们喜爱。

贝雕的原材料，采用珍稀贝类为原
材料。一件精美的贝雕作品，从构思设

计到成品，除了要有大量的贝壳作为原
材料，还要投入许许多多的时间，经过切
磨镶嵌，才雕刻出妙趣横生的工艺品。
由于贝雕工艺复杂，制作程序繁复，而且
作品雕刻过程枯燥无比，时下习惯了快
节奏生活的年轻人大多没有耐心坐下来
好好地学习贝雕技艺，而随着老一辈艺
人的老去，贝雕手艺人出现青黄不接的
现象。

贝雕是沿海地区常见的传统工艺
品，为守护贝雕等传统非遗文化，留住
美丽乡愁，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
及企业开始拯救包括贝雕在内的非遗
传统文化，如端午节赛龙舟、裹香粽，春
节写福字、做花灯、剪纸、放烟花等老少
咸宜、参与性强的民俗文化活动，激发
市民参与热情，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同

时，依托文化馆、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等开展一系列民俗宣传活动，以
此来唤醒青少年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民
俗文化的热爱。

贝雕展现的是海洋文明，具有无限
艺术魅力。我们要让贝雕等传统文化

“活”起来、“动”起来，不定期组织开展贝
雕等非遗体验和制作活动，努力营造全
社会关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良好
氛围。同时大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
区、进乡村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等
活动，有条件的，可设立非遗文化传承教
学基地，结合现代网络技术，加入一些现
代元素，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非遗文化，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
传统文化就会在孩子们心中扎根、发芽，
直至焕发新的活力，成为新的潮流。

“非遗”课堂传承传统文化
邹玉芳（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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