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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从制造大国向制
造强国迈进，高水平技能人才的重
要性愈发凸显，对我国职业教育和
技能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
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
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近年
来，我市各地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
的投入，职教规模和人才数量不断
提升，但仍然难以满足庞大的制造
业转型需要。相关院校以及各地政
府企业唯有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推
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什么人，是职业教育的首
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青
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
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
新时代新征程，职业教育要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职业
教育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
重要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肩负起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
任务，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自觉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复
兴的伟大事业中。

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职业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要
求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强化
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我市职
业学校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方面进
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新征
程，茂名各职业学校要进一步引导
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自觉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改造主观世界，增进对党的创新理
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
同、情感认同，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
践行者。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养分，通过推广导向正确、内容
生动、形式多样的文化教育课程，引
导青年学生涵养道德情操，增强自
我定力，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
界、更有品位的人生，让理想信念在
不断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造中
闪光。

鼓励学生勇于担当责任。新时
代是充满机遇的时代，广大青年学
生只有勇于担当、奋发有为，把握和
顺应时代发展进程，回应人民群众
期待，才能更好地放飞青春梦想、
升华人生境界、实现人生价值。职
业学校要抓住青年学生价值观形
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引导他们强
化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勇于担当
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锤炼过硬本
领，使自己的思想视野、思想观念、
认识水平跟上越来越快的时代发
展步伐。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和方式，用好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
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好心茂名
精神等开展责任意识培养，引导青
年学生把立志报国作为一种责任，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
检验的实绩。把英雄模范人物的
奋斗故事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
程，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引导青
年学生学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
本领，让青春在为国家和人民奉献

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教育

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
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业。职
业学校要牢牢把握教育发展规律、
人才成长规律，强化现代教育理念，
针对不同教育年级、不同专业学生
的思维特点、认知规律和现实要求，
转变育人方式、办学模式，将办学治
校的重点放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
展上来。要提高教师综合素质，教
育引导广大教师不断增强传道授业
解惑本领，更好担负起引导学生全
面健康发展的责任，加强顶层设计
和系统谋划，着力建设知识结构完
备、方式方法先进的教学体系，建设
集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于一体
的教材体系，形成涵盖学科体系、教
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
的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推动职业教育由大变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
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
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
人民福祉有着重要意义。”据了解，
我市中高职学校每年培养约2万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实现
历史性跨越。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市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一道重
要课题。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关
键在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走内
涵式发展道路。随着我国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
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技术技能人
才的需要越来越迫切，职业教育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面对
新需求，职业教育需要不断深化改
革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由大变强。

顺应趋势，加速职业教育数字
化转型。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发
展，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变
革，重新定义了职业技能的价值与
边界，对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握数字
化、信息化这个关键，加快实现数字
化转型和智能升级，对课程体系、学
习方式、教师角色、评价体系等进行
完善。比如，积极探索与数字技术
相适应的教学模式，推动教师向学
习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启发者转型，
创新应用发展性评价、个性化评价、
无感知评价等新型教育评价方式，
以职业教育的数字化、信息化带动
产业转型升级。

拥抱绿色，把握职业教育新机
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绿色发
展是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绿色人
才和绿色技能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关
键。职业教育需要加快改革创新，
紧密对接绿色产业发展和产业绿色
化转型需求，找准绿色产业链、生态
链中的教育环节，积极开发绿色技
能体系、创新绿色技能培养模式，实
现从教育理念到实践的整体性重
塑，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更多职教
力量。

完善体系，强化职业教育法治
保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法治护航。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
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
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提供法
律保障。深入研究职业教育法实施
中的难点、痛点和堵点，完善制度配
套，才能确保法律落地见效。比如，
在产教融合方面，可从法律层面为

产业学院发展提供完善制度保障，
推动产业学院行稳致远。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
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
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围绕产
业结构升级而“转”，随着市场需求
转变而“动”，紧跟社会发展需要而

“变”，职业教育必将大有可为、大有
作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
保障。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这为实现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指
明了方向。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有 1.13
万所职业学校、3088 万在校生，已
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
系。从行业分布来看，在现代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以
上来自职业院校。可以说，党的十
八大以来，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我
国产业大军的主要来源，成为支撑
中小企业聚集发展、区域产业转型
升级和城镇化发展的主力军。与此
同时，无论是通过职业教育斩断贫
困代际传递的根子，还是一大批退
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获得
一技之长，职业教育在服务就业、改
善民生、乡村振兴等方面也发挥了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十四五”开局起步。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
为。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产

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
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
来越紧迫。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中，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对劳
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适应我国
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拥
有高素质的劳动大军、建设一支宏
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据公开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重点领域的技能型人才缺口超过
1900 万，且该数据仍在不断扩大
中 ，预 计 在 2025 年 将 接 近 3000
万。我市如何让职业教育更好点
亮劳动者的人生、服务国家发展
需要?如何加大职业教育供给，建
设高水平、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体系?关键是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坚持立德
树人，优化类型定位，加快构建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按照《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既要
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
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也要加大
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
依靠改革提升教育质量，通过制度
夯实发展基础。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增
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近年来，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质性往前迈了
一大步，已有 27 所职业院校独立举
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
专科“天花板”逐步打破。面向未
来，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
的方向，稳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
质量和水平，不断增强职业教育认
可度和吸引力，定能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
技能支撑。
（作者系茂名市统计局二级调研员）

职业教育要与时俱进
邓飞武

一、《隋书·谯国夫人》为
何称冼夫人是高凉人

《隋书·谯国夫人》载：“谯国夫
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

我们先了解汉代至唐代古高凉
的历史沿革。

《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载：“合
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开。莽曰桓合。属交州。户万
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
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有
关，莽曰桓亭，临允。”

《后汉书·郡国志第二十三》载：
“合浦郡，武帝置。雒阳南九千一百
九十一里。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
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
合浦、徐闻、高凉、临元、朱崖。”

后汉高凉建置承西汉。
《晋书·地理下》载：“高凉郡，吴

置。统县三，户二千。安宁、高凉、
思平。”

《宋书·州郡四》载：“高凉太守，
二汉有高凉县，属合浦。汉献帝建
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吴分立，
治思平县，不知何时徙。吴又立高
熙郡，太康中省并高凉，宋世又经
立，寻省。《永初郡国》高凉又有石
门、广化、长度、宋康四县。何、徐并
无宋康，当是宋初所立，元嘉二十年
（公元 443 年）以前省，其余当是江
左所立。领县七，户一千四百二十
九，口八千一百二十三。去州水一
千一百；去京都水六千六百。思平
令，《晋太康地志》有。莫阳令，《晋
太康地志》有，属高兴。平定令，何
志有，不注置立。安宁令，吴立。罗
州令，何志新立。西巩令，何志新
立。禽乡令，何志新立。”

《南齐书·州郡上》载：“高凉郡：
安宁、罗州、莫阳、西巩、思平、禽乡、
平定。”

梁、陈承南齐建置。
《隋书·地理志》载：“高凉郡(梁置

高州。)统县九，户九千九百一十七。
高凉(旧置高凉郡。平陈废，大

业［公元 605 年－公元 618 年］初复
置。)、连江(梁置连江郡。平陈，郡
废。梁又置梁封县，开皇十八年［公
元 598 年］改为义封。梁又置南巴
郡。平陈，郡废为南巴县。大业［公
元605年－公元618年］初二县并废
入。)电白(梁置电白郡。平陈，郡
废。又有海昌郡废入焉。)杜原(旧
曰杜陵。梁置杜陵郡，又有永宁、宋
康二郡。平陈，并废为县。十八年
［公元 598 年］改杜陵曰杜原，宋康
曰义康。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二
县并废入杜原。)海安(旧曰齐安，

置齐安郡。平陈，郡废。开皇十八
年［公元 598 年］改县名焉。)阳春
(梁置阳春郡。平陈，郡废。)石龙
(旧置罗州、高兴郡。平陈，郡废。
大业［公元 605 年－公元 618 年］初
州废。)吴川茂名。”

《旧唐书·地理四》载：“高州，隋
高凉郡。旧治高凉县，后改为西平
县。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
分西平、杜陵置恩州，高州移治良德
县。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为
高凉郡。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
复为高州。领县三，户一万二千四
百。西北至窦州九十二里，北至泷
州界三百五十里，西南至潘州九十
里，东至春州三百三十里。至京师
六千二百六十二里，至东都五千五
百二十里。良德，汉合浦县地，属合
浦郡。吴置高凉郡，宋、齐不改。电
白，梁置电白郡，隋改为县也。保
定，旧保安县。至德二年（公元757
年），改为保定。”

《新唐书·地理七》载：“高州高
凉郡，下。武德六年（公元 623 年）
分广州之电白、连江置。本治高凉，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徙治良
德，大历十一年（公元 776 年）徙治
电白……县三。电白，下。良德，
下。本隶泷州，武德中来属。保
宁。下。本连江，开元五年（公元
717年）曰保安，至德二载（公元757
年）更名。”

清道光《广东通志·卷六郡县沿
革表》载：“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 111 年）开，莽曰桓合，县
五：……高凉：今肇庆府阳春、阳江、
恩平，高州府茂名、电白、化州、吴
川，罗定州、东安诸州郡地。”

说明今电白境在西汉已属高凉
辖地。

随着历史的变迁，唐武德六年
（公元623年），分广州之电白、连江
置高凉郡。时连江县辖地在今电白
境，县治今电白区马踏镇禄岳。可
知唐所置高凉郡又辖今电白境。保
宁即连江。唐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连江改为保安，唐至德二年（公
元757年）保安改为保宁。

《隋书》分为两个部分。纪传部
分由魏征主编，成书于唐太宗贞观
十年（公元 636 年）；另一部分为史
志，由长孙无忌监修，成书于唐高宗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

今电白境在唐武德六年（公元
623年）后为高凉郡所辖，《隋书》成
书于这个时段，编纂者当然称冼夫
人为高凉人。《隋书》是记载隋事最
权威的“正史”。自此始，《北史》、

《资治通鉴》、《广东通志》等正史、方
志乃至野史稗史，在记述冼夫人事

迹时，都因《隋书》而称冼夫人为高
凉人。

清顺治（公元 1644 年－公元
1661年）年间电白知县相斗南来电
白上任，为《电白县志》作序，便有

“戊戌夏岁，暮抵高凉”之句，他也把
电白称作高凉。

因在今电白境内的连江县在唐
代先后改名保安、保宁县，唐刘恂

《岭表录异》称：“冼氏，高州保宁人
也。”这个秦末时的冼氏，就是冼夫
人的祖先。

清道光（公元 1821 年－公元
1850年）《高州府志》载：“电白县，宁
化县故址在县治南。宋元嘉十六年
（公元 439 年）立海昌郡，治宁化，
齐、梁、陈因之。隋平陈，废入电
白。保宁县故址，今县治北上保宁
乡，县治东南下保宁乡皆是也。梁
置连江郡，隋平陈，废郡为县，属高
梁（凉）郡。唐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改名保安。至德二载（公元757
年），又改保宁。宋开宝五年（公元
972年），省入电白。考梁陈连江在
海昌北，海昌在连江南。以唐县论
之，则今之上下保宁乡，皆保宁县
地。以梁陈时而论，则今之上保宁
乡为连江地，下保宁乡乃海昌郡宁
化县地也。”

唐高州保宁县治在今电白区马
踏镇禄岳。“以唐县论之，则今之上、
下保宁乡，皆保宁县地。”山兜丁村
在保宁县辖内。也是因此，光绪《电
白乡土志》所载既称“谯国夫人，电
白丁村人”，也称“谯国夫人故里，在
城北十里保宁乡上区丁村”。在清
代，过去电白境内建置的“保宁”县
治，已经成为一个乡。直至民国，仍
称该地为保宁乡。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1949年11月，电白仍在该地
设保宁乡，直至1953年撤销。刘恂
于唐昭宗朝（公元889－公元904年）
为广州司马，长居岭南，知冼氏故里
时属保宁县，属高凉郡辖，又属高州
辖，故称“冼氏，高州保宁人也”。

二、冼夫人故里及墓葬地
都在今广东省茂名市电白电
城镇山兜丁村

《隋书·地理志》载：“电白，梁置
电白郡。平陈，郡废。”梁置电白郡，
治址在今高州市长坡镇旧城村。隋
平陈，废郡为县，县治依旧在今高州
市长坡镇之旧城村。从唐大历十一
年（公元 776 年）高州徙治电白后，
历唐、五代十国、宋、元，直至明成化
三年（公元1467年），电白县治所在
今高州市长坡镇旧城村没有变。

明置高州府。明成化四年（公

元 1468 年），高州府从今高州市长
坡镇旧城村徙治茂名县治（今高州
市区）。清依明制，高州府仍治茂
名县，领一州五县，即茂名县（附
郭）、电白县，信宜县、化州、吴川
县、石城县。

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电
白县治也从今高州市长坡镇旧城村
迁至神电卫（今电白电城镇）。从
此，历明、清、民国三代，电白县治
在今电白电城镇不变。民国二十
八年（公元 1939 年），为避日机轰
炸，电白县治从电城镇徙往霞洞
镇。民国三十六年（公元 1947 年）
又迁回电城镇。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1950 年 12 月，电白县治从
电城镇迁往水东镇。直至 2014 年
4 月 18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茂
港区和电白县，合并设立电白区，
区治仍在水东镇。

（一）明清二代三级方志关于冼
夫人故里在电白的记载

清雍正（公元 1723 年－公元
1735年）《广东通志》载：“高州府电
白县，夫人庙，在城北长乐街。一在
山兜庙，夫人所生之地。”

清道光（公元 1821 年－公元
1850年）《广东通志》载：“电白县，谯
国夫人故里，在城北十里丁村。”

明万历（公元 1573 年－公元
1619年）《高州府志》载：“电白县，山
兜娘娘庙，即夫人所生之地。”

清乾隆（公元 1736 年－公元
1795年）《高州府志》载：“山兜娘娘
庙，在丁村，即谯国夫人故里。”

清道光（公元 1821 年－公元
1850年）《电白县志》载：“谯国夫人
故里，在城北十里山兜丁村。”

清光绪（公元 1875 年－公元
1908年）《电白县志》载：“谯国夫人
故里，在城北十里山兜丁村。”

（二）明清二代三级方志关于冼
夫人墓葬地在电白的记载

明嘉靖（公元 1522 年－公元
1566年）黄佐《广东通志》载：“隋谯
国夫人冼氏墓，在电白县境。”

清道光（公元 1821 年－公元
1850年）《广东通志》载：“隋谯国夫
人冼氏墓，在电白县境。县北山兜
娘娘庙后有冼夫人墓，去城十里，遗
址犹存，碑失，嘉庆二十四年，知县
特克星阿重立碑。”

清乾隆（公元 1736 年－公元
1795年）《高州府志》载：“电白县，隋
谯国夫人冼氏墓，在县北十五里山
兜娘娘庙后，土名鬼子城，茔基横直
俱四十四丈五尺，碑佚，鉴石赑屃犹
存，离坟一十八丈，嘉庆二十四年知
县特克星阿、电茂场大使张炳修。”

清光绪（公元 1875 年－公元

1908年）《高州府志》载：“电白县，隋
谯国夫人冼氏墓在县北十五里山兜
娘娘庙后，土名鬼子城，茔基横直俱
四十四丈五尺，碑佚，鉴石赑屃犹
存，离坟一十八丈，嘉庆二十四年知
县特克星阿、电茂场大使张炳修。”

清道光（公元 1821 年－公元
1850年）《电白县志》载：“谯国夫人
墓，在县北十里山兜娘娘庙后，土
茔周围数十丈，碑佚，赑屃犹存。
嘉庆二十四年知县特克星阿、电茂
场大使张炳重立碑，曰：隋谯国夫
人冼氏墓。”

清光绪（公元 1875 年－公元
1908年）《电白乡土志》载：“隋谯国
夫人冼氏墓，在县北十里保宁上区
山兜乡娘娘庙后，土茔周围数十丈，
碑、赑屃犹存。”

民国《电白县新志稿》载：“谯国
夫人冼氏墓，在县北十里山兜娘娘
庙后，土茔周围数十丈，碑佚，赑屃
犹存。嘉庆二十四年知县特克星
阿、电茂场大使张炳重立碑，曰：隋
谯国夫人冼氏墓。”

三，历代名人确认冼夫人
故里在电白的言论

（一）陈鉴，字子明(1594 年—
1676 年)，明末清初化州乐岭村人。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乡试中经
魁。陈鉴“博极群书”、“下笔数千言
立就”、“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被誉
为“岭南才子”。清顺治二年(公元
1645 年)，陈鉴客居华亭县(今上海
市松江县)，因结交反清义军被捕入
狱八年。后以才荐举为江夏县(今
武昌县)教谕、南京兵部司务、松江
府华亭知县等职。陈鉴所撰《蒋节
母吴硕人传》曰：最著者古良德今电
白冯宝妻冼太夫人。

（二）赵峒，浙江山阴（今绍兴
市）人。清道光（公元 1821 年－公
元 1850 年）间，赵峒为电白知县周
文杰幕僚，在其《题冼庙》诗中曰：神
电钟灵是故乡，春秋士女报蒸尝。

（三）崔翼周，字会清，号崧楼，
今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塘
涵村人。清嘉庆癸酉（公元 1813
年）优贡生，嘉庆戊寅（公元 1818
年）恩科亚魁，庚辰（公元 1820 年）
考授景山官学教习，任安徽来安特
用知县，后回乡以经义授徒，著有

《周易观玩篇》三十卷及《崧楼随
笔》诸书，道光间与邵咏编纂《电白
县志》。所撰《谯国夫人庙碑铭》
曰：如我郡谯国冼夫人者，英诞高
凉，伟钟电白……丁村之乡事母
……仁寿初，谯国夫人卒……以某
年月日葬于山兜之原。

（四）谭应祥，清咸丰（公元1851
年－公元 1861 年）时茂名县拔贡，
撰《冼夫人全书》（事见光绪《高州府
志·艺文志》。《冼夫人全书》已佚，唯
见《冼夫人全书》中《冼夫人年谱》一
篇。《冼夫人年谱》曰：一岁，梁天监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于丁村。
九十岁，仁寿二年正月十八日，夫人
寿终于山兜之原，谥为诚敬夫人，立
祠奉祀。

（五）潘山人撰《冼夫人事迹》中
有良德冼太夫人庙联云：丁村产女
界英雄。

（六）冼玉清(公元 1895 年-公
元1965 年)，祖籍广东南海西樵，生
于澳门，系画家、文献学家、诗人，被
誉为“千百年来岭南巾帼无人能出
其右”的“不栉进士”、“岭南才女”。
吴川《冼氏族谱》载冼玉清言：冼太
夫人诞高凉，今广东省电白县城北
十里之山兜乡冰（冰字应是丁字音
误）村。

（七）吴晗(公元 1909 年-公元
1969 年)，字辰伯。浙江省义乌县
人。1929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
大学部预科学习。1931年就读于清
华大学历史系，1934年毕业后留校
任教，侧重研究明史。抗日战争爆
发后，先后为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民
主政团联盟云南省青年部长及中央
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
任民盟华北支部委员、北平市支部
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人民政
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
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市委员
会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还当选
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朱
元璋传》、《历史的镜子》、《海瑞罢
官》等，同时主编了历史、地理小丛
书100多种。

1961年1月14日，吴晗在《光明
日报》发表《冼夫人》一文，称冼夫人

“是广东高凉（今阳江县）人”。1961
年11月，中共电白县委办公室给吴晗
去信，对《冼夫人》一文关于冼夫人故
里问题提出商榷，吴晗当即复信：

办公室同志们：收到你们的信，
知道冼夫人的高凉，并非阳江，而是
电白，十分感谢。我写的冼夫人已
收在今年出版的春天集里，再版时
当即改正。我建议，电白有关冼夫
人的主要遗址，假如不太费事的话，
适当加以保存、保护，也是很必要
的。（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茂名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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