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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岭南三十载，赓续文脉新
征程。据茂名日报全媒体报道，
2023年南国书香节茂名分会场从8
月 18 日起拉开帷幕。让书香弥漫
茂名大地，让阅读点燃理想之光。
这场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通过“云
上地下结合、全市各级联动、分散同
期办展”的方式，举办 10 多项阅读
主题活动，并邀请知名作家、文化名
人与学者带领读者走进本土历史文
化和城市精神的研读领域，在阅读
城市变迁中增进对茂名文化底蕴的
了解，构建茂名人共同精神家园，让
书香茂名更有温度与厚度。

阅读无声，却能烛照前路。一
颗被书香浸润的心灵，定会更加充
盈向上；一座书香满溢的城市，必定
更加文明繁荣。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而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长
智慧的主要方式，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精神发育、文化传承的重要途
径。一位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丧失
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
黑暗中迷失”。阅读是启迪心智、润
泽生命的强大力量，也是文化惠民
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茂名有着崇
文重教的优良文化传统。礼敬文
明，生生不息，把好心之城打造成书
香之城，提升茂名城市品位，让城市
更有魅力，值得我们关注与努力。

加大图书馆建设投入，增加高
品质阅读文化供给。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随着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
对阅读需求日趋多样化、多层次。作
为推动全民阅读的主渠道，文化部门
和图书馆要精准定位阅读需求，优化
完善建设阅读城市的硬件设施和软
件保障，为市民提供更好的阅读条

件。茂名市图书馆近年来举办“故事
里的茂名”主题活动、读者分享会、读
书心得交流等活动，活跃了阅读氛
围，提升了阅读层次。同时，市图书
馆在基层开设分馆，为学校、企业、村
居送书上门，实现了阅读资源的全市
循环同享，广受读者欢迎。电白区图
书馆实行总分馆制，构建覆盖21个镇
街的区镇村三级图书馆。读者期待
政府增加对阅读的投入与扶持，让图
书馆在优化阅读方式、拓展阅读阵地
上发挥骨干作用，让更多人感受图书
之美、阅读之乐。

构建社区文化阅读矩阵，为文
明建设注入阅读力量。社区是城市
治理的最小单位，也是全民阅读重
心下移的神经末梢。建设社区文化
阅读矩阵，能将全民阅读的触角延伸
至老百姓的家门口。笔者曾跟随一
位主管文明建设的领导检查社区，他

每到一地都看有没有图书室和阅报
栏：“如果群众没有地方读书也看不
到党报，精神文明建设在基层就难言
落实”。因此，需要对包括社区阅览
室、图书室在内的文化设施建设整体
规划有序实施。除了布局重大文化
项目外，对社区阅读空间也要作为一
项硬指标及早谋划。目前新楼盘星
罗棋布，住户不仅需要良好生活环境
与完善配套，对小区的文化氛围也有
强烈渴求。建设小区阅览室，让人们
在辛劳工作之余，通过读书看报体验
阅读快乐，调节精神心态，汲取知识
营养，相互沟通交流，既是一种健康
的休闲方式，也有助于形成追求知识
崇尚文明的良好风气，为构建阅读之
城打下坚实基础。

扶持实体书店，满足群众多层
次阅读需求。一座品质出众的书
店，往往是读者走向知识宝库的入

口与台阶。一些久经风霜的老书店
甚至与读者结下情谊，成为阅读者
心中难以湮灭的乡愁。作为城市的
精神地标，书店对提供高品质阅读
需求、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大有裨
益。在网络传播的潮流中，办好实
体书店并非易事，需要更多的理解
与支持。书店往往被誉为城市文化
的窗口，应当在公共服务建设规划
上，对书店的布点通盘考虑，优化设
置。由于书店经营需要较长的投入
产出周期，办好书店除了经营者要
有文化情怀、着眼长远收益外，相关
文化、财税等部门根据这一行业特
点给予适当扶持，也能提振办好书
店、坚守文化园地的信心和预期。

办好农家书屋，让智慧阳光照
亮人生。我市近年建成近2000家农
家书屋，不仅回应了农民对文化和科
学知识的渴求，而且在乡村播下了“知

识就是力量”的种子。一家农家书屋
对不少乡村少年来说，是打开眼界认
识世界增长知识的便捷通道，甚至可
以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金钥匙。因
此，无论从丰富村民精神世界，构建文
明乡村着眼，还是从普及科学文化知
识、提升村民致富能力、赋能乡村振兴
考量，办好农家书屋都是件功德无量
的民生善举，应当加大投入，运用专项
补助的办法扶持农家书屋的开办，加
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并动员社会各
界予以支持，尽快让农家书屋进入每
个村居，使阅读走进乡村，让文化的阳
光温暖每位村民。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市民的
精神家园。以打造阅读之城为契
机，让人们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将为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激发
创造活力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好心之城满溢书香
特约评论员 蔡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大家谈

人 无 信 不 立 ，业 无 信 不
兴。就个人来说，诚信是一种
美德，更是立身之本，有诚信才
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诚
信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与信
任，有诚信才能获得事业的成
功。就城市而言，诚信代表的
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和修养，是
文明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能推
动一个城市文明发展。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把信用建设

作为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抓手，
促进社会形成诚实、自律、守信、
互信的氛围和环境。当诚实守
信成为城市的一种品质、成为市
民的一种行为准则和一种生活
方式时，城市更强更大的梦想也
就有了最坚固的根基。

我们必须看到，诚信助力城
市发展，需要日积月累、长期涵
养，但失信对发展的破坏，则是显
而易见、瞬间见效。试想，如果一
座城市一旦没了诚信，没有人愿

意到这座城市旅游、经商、发展，
没人愿意购买这座城市的产品，
这座城市将失去未来。所以我们
要牢记“诚信无价”。

我们知道，挖掘一座城市的
特色，除了可从历史文脉中寻找
城市的根、从自然山水中塑造城
市的形外，还可以从人文精神中
发现城市的魂。每个城市都有
自己的性格特征，城市人群性格
特征的升华就是城市的人文精
神。我们评论一座城市如何，其

实更多的是评价这座城市的
人。我们怀念一座城市，对某个
城市有感情，很多时候也是怀念
这座城市里有血有肉的人，或者
对城市的某种品质念念不忘。
相信随着“诚信”蔚然成风，随着

“好心精神”进一步深入人心，茂
名一定会变得更具魅力。一个
扎根历史文脉的城市，一个亲近
自然山水的城市，一个闪烁着诚
信光芒的城市，不正是每个人心
中的理想城市吗？

“诚信”为城市加分
童 戈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在
茂南区公馆镇蒲炉塘村的积分
超市内，村民梁叔拿着手机打开
小程序，让积分超市管理员查看
积分并兑换了一提纸巾，接过奖
品的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
容。蒲炉塘村曾经是公馆镇矛
盾纠纷多发村。近年来，该村以

“粤治美”小程序巧用积分制，激
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吹起了文
明新风。

我们知道，多数人都是力争
上游的，孝老爱亲、移风易俗、志
愿服务、村庄环境整治等积分越

高，村民就觉得越光彩。为取高
分，村民会自觉行动，不仅注意
自己的一言一行，还教育家人时
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不给家里添
乱不给村里抹黑。更难能可贵
的是该村在党总支书记梁祖富
的主持下，经过“两委”干部的不
懈努力，《蒲炉塘村村民自治积
分管理制度》以及《蒲炉塘村积
分兑换明细》形成初稿，并向村
民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形成了分
为九章共49条的积分内容细则，
并上线小程序，让全体村民通过
手机注册，积极参与到积分制管

理当中。“积分制”让村民的言行
有“镜子”可照，有“标杆”可学。
在积分管理细则中加入村规民
约、红白喜事操办约定和志愿者
服务等内容，在“积分制”的激励
下，村民的思想和习惯进一步向
上向好发展。这样做，村民群众
的自觉性和环保意识都增强了，
积分兑出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奖励，更是来自良好卫生习惯的
日益养成。道路变整洁了，庭院
变干净了，乡亲更和睦了，该村
的和美乡村建设得到有效提升，
乡风文明蔚然成风。该村以积

分兑奖这种村民喜闻乐见的形
式使文明进入千家万户，全面提
高村民的文明意识，使文明行为
在大家脑海中根深蒂固。久而
久之，就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
用。这样使村民行为准则有了
文明“标尺”，村民自觉遵守，互
相监督，村容村貌变美了，邻里
关系和谐了，村民的满意度、幸
福感不断增强。

类似蒲炉塘村的积分超市
制度在我市已经广泛实行，取得
了良好效果，对各地乡风文明发
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值得点赞。

创新基层治理，弘扬文明新风
刘广荣（信宜）

 



























































“赌钓”
图/文 朱慧卿 杜燕盛

据新华社报道，“在这个池
塘里，钓到这条鱼可兑换30万
元。”广东省东莞市一家钓场发
布的一条短视频，吸引了不少
人前来钓鱼。但很多人在交了
不菲的入场费后，血本无归。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钓场频现
天价“钓标”乱象——钓客在规
定时间内钓到做了记号的“标
鱼”，可获巨额奖励，有的“标
鱼”奖励高达60万元。钓场收
取的入场费有时超过1000元。

这种模式与正常的休闲钓

鱼有明显区别。钓场经营者及
相关工作人员伪装经营休闲钓
鱼场所，实则是纠集人员进行
变相赌博。“钓标”活动看似靠
的是钓客技术、运气，谁能钓上
谁是赢家，其实钓场经营者作
为“庄家”，暗中设置了种种套
路。“十赌十输。‘赌钓’不仅会
影响社会风气，还会败坏垂钓
运动的名声，于情、于理、于法
不容。钓鱼爱好者应警惕赌博
的“鱼钩”，不要成为被人钓起
的那条“鱼”。

诚信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