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电白区
社区志愿者协会旦场分会揭牌成立，
增强了电白区基层志愿服务力量。

基层志愿服务是提升社会治理
效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方
式。不断增加基层志愿服务力量，
不断扩大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力，
不断放大志愿服务的社会辐射效
应，不仅能激励更多的人向志愿者
看齐，更能促进志愿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让广大群众真真正正享受到
志愿服务带来的实惠与幸福。

近年来，我市基层坚持把志愿
服务融入社会治理，以志愿服务为
抓手，将志愿者作为新生力量纳入
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探索创新体制
机制，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力量在社
会治理中的引领、稳定、协调作用，
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
围，切切实实为群众平安幸福不断

“加码”。
基层志愿服务作为一种重要的

社会连接机制，连接社区（村镇）与
民众、政府与民众，在提升社区（村
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为精神文明
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入推进社区
（村镇）志愿服务，能够有效整合社
区（村镇）资源，把服务社会、服务他
人与实现个人价值有机结合起来。

志愿服务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
力推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程
中，志愿服务是一道不可缺少的底
色。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不断增
加基层志愿力量，不断创新志愿服
务方式，不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让
志愿服务为社会和谐“添彩”，为群
众幸福“加码”，为我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助力！

志愿服务为
幸福“加码”

梁栩（信宜）

金秋时节，林果飘香。走进信
宜市合水镇新云村，漫山遍野的油
茶林映入眼帘。“今年的结果比去年
多，收益就更好了。”种植户笑逐颜
开地介绍，从去年开始该村油茶进
入初产期，一公斤茶油卖到 200 多
元，实现产值30多万元。

新云村油茶种植是茂名油茶产
业的一个缩影。据茂名日报社全媒
体日前报道，油茶产业在茂名成为
继荔枝、龙眼、化橘红、沉香、三华李
之后，又一特色乡村优势产业，全市
种植面积达 32 万亩，居广东第三
位，综合产值超10亿元。

小小油茶树成为富民兴村的
“摇钱树”，折射了将绿色资源转换
为绿色生产力的成果，也启示我们
坚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找准生态
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把“土特

产”文章研究深、琢磨透，乡村特色
产业发展大有可为。

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于产业兴
旺，否则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发展乡村产业要以特色取胜。面对
市场因地制宜开发，才能将自然资
源变为创富源泉。在市场竞争日臻
剧烈的大趋势下，产业的选择至关
重要。“一招鲜，吃遍天”，现代农业
开发赢在特色。目前消费需求升
级、市场趋于细分，农业供给侧改革
离不开开发模式创新和切合消费需
求品种的开发，要从本土资源禀赋、
地理气候环境、市场需求走势等因
素综合论证，对产业开发精准定位，
既形成特色又赢得市场。高州市

“土特产”闻名遐迩，成为实施“百千
万”工程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实基
础，得益于全盘考量、科学规划、有

序推进，以产业化、差异化思维谋划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使农业年产值
突破 300 亿元，走在全省县域前
列。除了荔枝土特产做成大产业
外，高州各乡镇的特色产业也做得
风生水起，声誉鹊起，为村民增收致
富广开门路。从年加工交易量达
1.2 万吨、产值 1.2 亿元的分界镇桂
圆加工业，到年产蔬菜近7万吨、产
值1.8亿元的泗水镇北运菜种植产
业；从独具特色、年产值 4000 万元
的云潭镇番薯产业，到种植面积达
万余亩、产值超5000万元的新垌镇
鸡心黄皮产业，一个个特色产业的
崛起，带来了相关行业的兴旺和乡
村的嬗变。因此，以特色产业为载
体，聚集科研、人才、资本、信息等现
代生产要素，推广应用先进技术与
工艺，打造集生产、加工、商贸物流、

品牌营销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乡村
特色产业才能走上发展快车道，成
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的
绿色引擎。

在实施“百千万工程”战略的强
力推动下，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正当
其时正得其势，关键在于搭上创新
驱动快车，让传统农业嫁接现代技
术，并通过培育品牌、提升品质、延
长产业链，增强特色产业的竞争力
和综合效益。三华李的原产地并非
信宜，而如今信宜成为著名的“中国
李乡”，种植面积35万亩，年产量30
万吨，产值 30 多亿元，得益于科研
开发支撑和种植技术创新。除了历
经艰辛，培育了银妃等优良品种外，
还推广应用先进种植技术，果农通
过剪枝手段调节果树的扬花期，实
现分期分批、多批次扬花结果，从而

使产品的上市时间提前、上市期拉
长，避免产品集中扎堆上市，实现旺
销价俏。生产技术与种植效益的良
性循环，为特色产业发展拓开更大
空间。信宜市在发展澳洲坚果种植
上创新“坚果加林下作物”套种模式
和立体种植加养殖方法，就是对此
富有说服力的例证。信宜立足本土
资源优势，经历试种、引种和扩种，
种植澳洲坚果3万多亩。为充分利
用林下空间，在坚果种植基地种西
瓜、花生、番薯等矮型短期农作物和
牛大力、金银花、牛耳枫等中药材。
同时，在坚果林下养殖三黄鸡，利用
鸡群吃草吃虫增加有机肥，减轻了
人工除草治虫的压力。坚果种植基
地还发展坚果加工、酿酒，办起农家
乐餐厅，开发观光旅游、民宿等新业
态。目前，坚果每亩产值万元以上，

年产值超过 3 亿元，成为乡村特色
产业的又一亮点。黑榄是信宜特
产，以往分散种植家庭加工，没有形
成产业链。经过精心规划、有序引
导，形成了种植、加工、榨油、工艺品
制作等全产业链条，使黑榄资源得
到充分利用。目前该市从事黑榄产
业 3 万多人，年产值 4.2 亿元。可
见，传统特色产业注入现代经济与
科技元素，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精
细化运作，依然能获得广阔的发展
空间。一位哲人说过，“土地是财富
之母”。作为难以再生资源，土地对
农民而言是较为恒定的，只有农业
科技进步与特色产业有机对接，让
汗水农业走向智慧农业，才能使土
地产出的价值不断提升，农民从土
地上获得更多收益，特色产业成为
富民兴村的强有力支撑。

做强特色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
特约评论员 蔡湛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 发 布 并 将 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条
例》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专门性的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综合性
法规，旨在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
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条例》共七
章，除总则、法律责任和附则外，包
括网络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
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
防治等制度性规定，覆盖了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的重要领域。

随着时代发展，未成年人使用
网络情况非常普遍，2023年8月28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

布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高达10.79亿人，
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互
联网普及率达76.4%，其中手机上
网 用 户 规 模 达 10.76 亿 ，占 比
99.8%。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9.1 小时。《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
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未成年网民达1.91亿，未成年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6.8%。根据
2020 年中国儿童手机使用调查，
超过 50%的儿童每天使用手机时
间超过了 2 小时，其中 36.2%的儿
童每天使用手机时间超过3小时。

以上数据显示，中国孩子普遍
存在手机使用时间过长的问题，需

要引起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和关注。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
但其心智未完全成熟，他们面对信
息和网络内容时更加脆弱，易受到
不适宜内容的负面影响。此外，由
于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经验，未成
年人容易受到网络中有害信息、暴
力内容、成人内容等的影响，面临
各种潜在威胁，包括网络欺凌、成
瘾行为、隐私泄露等。网络暴力
也是未成年网民难以规避的情
况，数据显示，未成年网民在网上
遭到讽刺或谩骂的比例为16.6%；
自己或亲友在网上遭到恶意骚扰
的比例为 7.0%；个人信息未经本
人允许在网上被公开的比例为
6.1%。当遭遇网络暴力时，超过

九成的未成年网民会向外界寻求
帮助。其中，55.8%的未成年网民
会向父母等亲人寻求帮助；但仍有
8.5%的未成年网民表示不会告诉
其他人。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关系着国
家未来和民族希望，亦关系着亿万
家庭幸福安宁。党和国家高度重
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
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
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
设，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
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因此，强调未成年人的网络信
息保护至关重要，《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条例》现在出台非常及时必

要，可以说是我国互联网络空间治
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成
果，对我国广大未成年人的保护
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自此，我
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框架
和基础体系已经形成，国家建立
健全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
保护、政府保护等多方联动的治
理机制，并深化了我国未成年人
保护模式、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网
络沉迷防治机制、大型平台主体
责任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网
络治理方案，在未成年人保护这
一国际重要议题上，向全世界提
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解决方
案，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
智慧和经验。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出台及时必要
吴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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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青少年过度上网让家长们焦虑不
已；如今，老年人过度上网也让儿女们十分担心。
使用短视频平台的老人越来越多，除了极个别沉迷
打赏大额资金外，不少老人也会通过短视频购物，
有时难以“克制”，过度消费，有时则遇到退费和售
后等各种问题。与此同时，还有很多老人在刷短视
频时陷入“焦虑”状态而不自知，越“焦虑”越“刷短
视频”。（新闻来源：广州日报）

在全民深度触网时代，“网瘾”不再是青少年的
专属，“网瘾老人”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老年生活单
调，容易精神空虚，于是不少老年人热衷网络社交、
网络购物等，有的甚至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所以，
要帮助老人摆脱对虚拟世界的沉迷，走出成瘾的那
张“网”，就要多关注、理解老人的需求，既要尊重老
人在网络世界中的探索，又要多关心与陪伴，丰富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才能让老年人在网络时代中更
好地生活。

乡村振兴系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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