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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学年，新开始。9月 1日一
大早，高州市 630多所中小学约 28万名中
小学生结束了暑假生活，走进美丽校园，
踏上全新的求学求知之路。

在东风小学，早上 7点开始就有学生
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学校，老师们也做好
了迎接学生的各种准备。对于新的学年，
学生们表示，要勤奋学习，做一个文明守
纪、健康上进的优秀学生。

在文明路小学，笔者看到早早就有不
少学生来到了学校，并在门口排起了整齐
的队伍。校门打开，学生们有序进入校园，
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学期、新气象。笔者
走进一楼两个班级，老师在讲堂上正讲着
新学期的注意事项，时不时走到学生中间
进行互动。小朋友的桌面上摆着可爱的气
球和饮料，崭新的课本上绑上了小彩带。
据介绍，这里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他们刚从
幼儿园进入小学，新的环境难免会紧张。
所以他们就准备了一些小礼物缓解他们
的紧张，让他们更快适应小学生活。

早上6点，天还未全亮，笔者在高州中
学初中部门口看到，已有不少学生来到学
校。他们个个神采飞扬、满脸笑容。

秋初学子归，校园书声起。早上6点，
高州一中的学生就已经络绎不绝来到学
校。6点半，学生们携带着小板凳以班级
为单位进入操场参加开学典礼。

在高州四中，开学第一天早上开展
“铸魂新时代 建功新征程”诵读活动。师
生们铿锵有力的诵读声响彻云霄，激励全
体师生在新学期再创佳绩。 （高融媒）

高州市28万名中小
学生开启新学季

■通讯员 李虹 赖心健

本报讯 9月 1日上午，高州
市创建国家卫生市(镇)工作推进
会召开，传达贯彻茂名市创建国
家卫生市（镇）推进会会议精神，
通报茂名市专家组对高州市创
卫工作现场评估的反馈问题，对
高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市（镇）工
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力量创建
国家卫生市（镇），确保如期实现
创建任务。茂名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高州市委书记王土瑞出
席会议并作讲话。

王土瑞要求，高州市上下要
以势在必胜的决心、志在必得的
勇气，全力以赴把各项创建工作
做细做实做好。

王土瑞强调，要统一思想认
识，下定决心，抓好创建工作。
高州市各镇街各部门务必要提
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铆足干劲，真
抓实干，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创建
任务。要明确目标任务，重点突

破，确保取得实效。9月 13日至
15日，全省创卫工作现场会将在
高州市召开。9 月中下旬，省爱
卫办将对高州市创建国家卫生
市(镇)工作开展暗访。因此，高
州市上下要明确目标、集中力
量、重点突破，全面高效推进创
卫工作，确保在省现场会上充分
展示创卫优秀成果，确保在省创
卫工作暗访中顺利过关，确保在
2024年如期成功拿下国卫市、国
卫镇这两块“金字招牌”。要加快
补齐短板，挂图作战，确保措施到

位。各有关镇街、各部门要深入
调查研究，对照创国卫标准和创
卫行业标准，摸清短板弱项，列出
问题清单，统筹谋划解决，挂图作
战，尽快补齐短板。要建立长效
机制，压实责任，确保包联到位。
各镇街各部门要通力合作，落实
常态化管理的工作机制，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谁丢分、谁负责”的
原则，切实把各项创建工作落到
实处。要强化督查机制，责任到
位，落实督导考核。高州市创卫
办要联合高州市委办、市府办督

查室常态化开展督查督导。各镇
街各部门要建立起内部督查小
组，针对重点环节、重点工作，自
查自纠、查漏补缺，确保省检、国
家抽检顺利过关。

高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国锋、高州市政协主席张万盛等
在家的高州市四套领导班子成
员，以及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高州市委各部委、高州
市直各单位、高州市各人民团
体、茂名驻高各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高州市部署下阶段创建国家卫生市(镇)工作

全力确保2024年拿下国家卫生市（镇）“金字招牌”

■通讯员 文戈良 冯永恒

本报讯 9月 1日至 2日，曹江镇堂阁
村举办首届给力幸福丰收文化节活动，庆
贺今年荔枝好收成，分享丰收喜悦，以节
为媒、促进合作，辐射带动农村经济转型
升级，为曹江农业品牌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赋能，为乡村振兴增添亮色。

2日晚上，作为文化节活动重头戏的文
艺晚会在堂阁村文化广场隆重登场。晚会
在一曲唯美大气的《美丽中国》歌声和舞蹈
中启幕。晚会演出阵容壮观，亮点纷呈，吸
引了广大乡村群众冒雨观看，一起庆贺今
年荔枝好收成，分享丰收喜悦。晚会还向
支持该村乡村振兴的企业颁发了奖牌。

据介绍，目前，该村种植多个品种的
荔枝2000多亩。今年以来，该村引导群众
加入电商行列，电商人数以近10倍的速度
增长，通过网络销售荔枝20000多件，全村
群众收入大增。

首届文化节活动内容还有烟花汇演，
200 多人的旗袍、汉服、时装秀环村大巡
游，特色美食品尝等。文化节以“秋节年
例”为契机，以“游醉美曹江，尝乡村美食，
庆农业丰收“为主题，以农业+产业+旅游
为内容，以节为媒、释放情感、传承文化、
促进合作，辐射带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
为曹江农业品牌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为乡村振兴增添亮色。

堂阁村举办首届给力幸福
丰收文化节

分享丰收喜悦
赋能乡村振兴

■通讯员 文戈良 赖绮航

本报讯 笔者从高州市农业
农村局了解到，截至8月29日，在
插秧机的助力下，高州市已全部
完成晚稻插秧面积 41.63万亩的
任务。

8 月 28 日上午，笔者在位于
宝光街道八角山村的丝苗米基
地看到，5 台插秧机在水田里来
回穿梭。插秧机上一人驾驶，一
人摆好秧盘，插秧机就会迅速插

下秧苗。一眨眼的工夫，黑色的
水田上满是生机勃发的绿秧苗。

据介绍，传统人工插秧一人
一天最多完成1亩水田的插秧作
业，而一台插秧机一天可以完成35
至40亩。相比于传统的抛秧、插
秧技术，机械插秧可一次插播 8

行，而且苗数均匀，减少了人工补
苗的环节，效率大大提高。据统
计，到8月29日止，高州市已完成
晚造粮食种植面积42.47万亩，其
中晚稻41.63万亩，大豆0.19万亩。

据了解，为了做好今年晚造
粮食生产，高州市压实粮食生产

任务，把具体任务分解到村委
会、自然村和各农户。通过垦造
水田、结构调整、推进撂荒耕地
复耕复种等措施，千方百计扩大
晚造粮食面积。同时，抓好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实际农民种粮一
次性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的落

实，实施好支持粮食生产的绿色
高质高效项目，提高农民种粮的
积极性和科学种田水平，并推广
良种良法，充分利用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项目，加快完善农田水
利设施，为实现晚造高产稳产打
下坚实基础。

高州市41.63万亩晚稻插秧完成

■文/图 通讯员 冯永恒 赖心健

本报讯 近日，茂名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高州市委书记、
高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
挥王土瑞到高州市“百千万工程”
指挥部办公室开展调研（如图），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广东、视察茂名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1310”具体部署，主动谋划，以
“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全面推进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在推动
县域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争
当示范。

在高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
部办公室，王土瑞实地察看办公
场所，详细了解人员配备和实体
化运转情况，看望工作人员，对大
家精神饱满、充满干劲的工作状
态和前期工作予以肯定。

王土瑞听取了指挥办近期工
作汇报后强调，指挥办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视察茂名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上来，深入学习贯彻省委
书记黄坤明在高州调研时的指示
精神，充分认识实施“百千万工
程”是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
程，是高州高质量发展千载难逢
的重大机遇。要充分发挥指挥办
职能作用，主动担当、主动谋划、
主动作为，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推动“百千万工程”在高州落地落
实。要加强业务学习，把上级政
策文件和考评指标体系学深悟
透，努力提高业务本领，力争成为
会抓懂干、真抓实干、善抓能干的
行家里手。要加强调查研究，对
标对表，建立重点工作台账，把底
数弄清、情况吃透、问题找准。要
加强督导和总结汇报，不断提高
工作效率和健全工作机制，高效
推动各项工作，奋力推动高州在
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
列、争当示范。

高州市领导吴益东、莫晖、李
祖源参加调研。

王土瑞到高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调研时强调

主动谋划 全面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廖亚宁 李景能

本报讯 昨日上午，高州市召
开庆祝 2023年教师节大会，庆祝
全国第 39 个教师节。茂名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高州市委书记
王土瑞，高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卢
巧智，高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国锋，高州市政协主席张万盛，高
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拔飞
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教育

工作，并对 2022-2023 学年度高
州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进行表
彰，授予黄钜光等 14 名同志“高
州市优秀校长”荣誉称号；授予冯
海旋等 761 名同志“高州市优秀
教师”荣誉称号；授予陈颖平等
609名同志“高州市优秀班主任”
荣誉称号；授予冯凯旋等82名同
志“高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
称号；授予符燕飞等87名同志“高
州市教坛新秀”荣誉称号；授予张
慧明等92名同志“高州市师德标

兵”荣誉称号；授予刘树茂等10名
同志“高州市优秀支教教师”荣誉
称号；授予林美等43名同志“高州
市最美乡村教师”荣誉称号。

一年来，高州市委、市政府制
定、实施高州教育发展“十四五”
规划，推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快扩充优质
教师队伍。2023 年高考成绩取
得历史性突破。1人获全省历史
类第 10名，3人进入全省物理类
前 100名。共有 7位优秀学子被

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录取，清北
生人数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王土瑞强调，高州市教育系
统广大干部职工决不能志骄意
满，要按照中央关于教育的最新
部署，认清教育发展形势，推动高
州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要坚持
党建引领，营造风清气正教育环
境，开展常态化思想政治教育，引
导师生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善教育
体系，提高教学质量，加快推进高

州职教培训中心、高州八中、城东
九年一贯制学校、高州二小、茂岭
小学等重点项目建设，增加城区
各学段优质学位。扩建大井一
中、大潮中心学校等 8 所中小学
校，增加乡镇优质学位；要加强校
园安全管理，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抓好防溺水、防性侵、防欺凌等重
点工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深化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
革，探索整合出台科学完善的教
师激励机制。

高州市召开庆祝2023年教师节大会
表彰一批教育系统先进个人

■通讯员 赖绮航 吴伟强

本报讯 9月2日，茂名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高州市委书记王土瑞到根子镇、
分界镇调研“百千万工程”工作。高州市
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市百千万工程
指挥办常务副主任莫晖，高州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副主任李
祖源参加调研。

在根子镇柏桥村和分界镇杏花村，王
土瑞实地察看了新投入使用的长者饭堂，
并与饭堂负责人亲切交谈，了解食堂功能
服务、办卡程序、就餐环境和食品质量等
方面情况。王土瑞要求，要做好宣传工
作，让全社会进一步关注老人就餐的健康
与安全，参与到爱老助老的行动中来，真
正办好“长者食堂”。要借鉴其他城市的
成功经验，简化老人办卡手续，切实解决
老年人的就餐难题。要做好监管，不断丰
富餐品菜式、优化配餐服务，守护长者舌
尖上的幸福和安全。

在根子镇柏桥农创园广场和分界镇
的小镇客厅，王土瑞深入商铺，详细了解
商铺的经营情况，肯定了通过产业振兴推
动乡村振兴的模式。王土瑞强调，要牢牢
抓住时机，通过发展主导产业、引进新兴
产业、推广农村特色产业等方式，推动农
村产业发展。要大胆尝试创新，不断积极
探索实践出符合高州实际的富民兴村路
径，带领当地村民农户增收致富。要因地
制宜，打造当地品牌、商区，培育发展乡村
新业态新模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
高州市“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王土瑞到根子、分界调研

不断探索符合地方
实际富民兴村路径

■通讯员 李虹 吴伟强 黄楚琪

本报讯 9 月 4 日上午，高州
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巧智带队调
研督导包保单位的食品安全、秋
季开学工作及城区黑臭水体治
理工作。

卢巧智一行先到广东省高
州农业学校、东风小学，通过听
取学校负责人汇报、实地察看食
堂环境等，调研督导食品安全和
秋季开学工作。

卢巧智要求，各校要强化主
体责任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各项管理制度，做到采购食品票
证齐全，确保食品来源渠道合
法、质量安全，并要严格执行食
品安全流程，坚持源头严防、过
程严管、风险严控，进一步提高
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构筑食品安
全屏障，全方位保障师生饮食安

全。同时，加强师生入校管控及
安保检查，做好上学、放学时段
学校附近道路交通疏导，深化校
园安全知识宣传。

卢巧智一行还到南关河水
闸、石古垌泄洪渠调研督导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情况。

卢巧智强调，各相关单位要
高度重视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积
极配合、加强协调，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及时协调解决问
题，严格按照节点推进，加强控
源截污、内源治理，确保全市水
体水质持续向好。

高州市领导调研督导包保单位食品安全、秋季开学等工作

构筑食品安全屏障 保障师生饮食安全

■通讯员 陆昊明 徐品胜

本报讯 日前，佛山——高州
农产品产销对接大会在高州市
农业农村局举行，进一步加强佛
山、高州两地协作，把高州的优
质农产品通过佛山的农产品企
业销售出去，促进高州农业发
展、农民增收。

来自佛山市的佛山优选、佛
山中央厨房、佛山康丰农业、三
水双惠食品等4家农产品销售企
业代表和来自高州市的果乡集
团、丰盛食品、丹唇食品、鉴河农

业、匠心花生油、绿杨农业等 22
家农产品生产企业代表参加了
会议。会上，生产企业代表、销
售企业代表分别作了发言，并签
订产销合作框架协议。

佛山市销售企业代表表示，
高州拥有优质的农产品资源，品
种十分丰富，竞争力较强，市场

发展潜力较大，通过与佛山进行
产销对接，可以打开市场渠道，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在对接会召开前的 29 日下
午和30日上午，佛山市销售企业
代表一行，分别考察了高州市果
乡集团高城食品厂、鸿顺粮油、
天然水产、嘉华食品、匠心花生

油等企业。通过现场调研和观
摩，为增进双方交流沟通、建立
产销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笔者了解到，自佛山三水
区与高州市建立帮扶协作关系
以来，两地协作不断加强。今
年 6 月 21 日，佛山市三水区党
政代表团莅临高州市就“百千

万工程”与高州市进行对接，广
东果乡集团有限公司和佛山市
三水淼供农产品有限公司签订
了农产品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8月 16日，佛山市三水区对
口帮扶地区农特产品展销中心
揭牌营业，高州农产品在三水
区上架销售。

佛山、高州两地协作不断加强

又一批企业签订特色农产品产销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