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2023年11月4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杨冰锋 责编 版式：杨冰锋 许泰 柯汉彬要闻要闻MAOMING DAILY

■记者 董玉奎 通讯员 茂政协信

本报讯 近日，市政协副主席肖军到电白
区电白华赋学校和电白实验学校调研，督办重
点提案《关于做好我市中小学校心理健康师资
建设的建议》办理落实情况。

肖军首先到电白华赋学校，参观该校心
理辅导中心、图书馆、体育馆等场所，对该
校高标准建设学生心理辅导中心、家长学校
特色课程给予肯定；随后，前往电白区实验
中学，参观该校心理发展指导中心，观摩和
体验心理团体辅导活动，查看有关台账资
料，了解学校心理辅导工作情况。

参观结束后，在电白区实验中学召开座
谈会。电白华赋学校、电白区实验中学，电
白区教育局、茂名市教育局分别作工作情况
汇报。并与提案人、提案承办单位等与会人
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为做好提案办理工作
提出意见建议。

肖军指出，电白区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有机制、有阵地、有团队、有成
效，在校园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
全”心育预警网络，“五育并举”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营造安全和谐稳定校园环境。
她强调，办好政协重点提案，转化落实政协
委员的意见建议，对于推进我市中小学校心
理健康师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
承办单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用心用情用
力做好提案办理工作。要通过加强师资建设
提质心理健康教育，坚持全员育人，将心理
健康教育始终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要坚持
家校协同，家长和老师同心协力为孩子营造一
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校园环境，促进青少年
健康成长。

市政协领导到电白区
调研督办重点提案
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

■记者 董玉奎

本报讯 11 月 3 日，市纪委监委、市委组
织部、市妇联联合召开市直单位中青年干部
配偶廉洁家庭建设座谈会，进一步加强年轻
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严格家庭家教家风，教
育引导中青年干部配偶涵养好家风，当好廉
内助。市直单位中青年干部配偶 150 多人参
加座谈会。

会上，中青年干部配偶观看了《家声》警
示教育片，从中受到了深刻的警醒和教育；签
订了廉洁家庭建设承诺书，对建设廉洁家风作
出了庄严的承诺；4 位干部配偶代表结合生
活、工作体会，从不同的侧面就如何当好“廉
内助”、传承好家风，作了很好的发言；市妇
联分管领导结合妇女工作和廉洁家庭建设实
际，就培育良好家风、当好廉内助、筑牢廉洁
防线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要求。

市纪委监委领导深刻剖析了家庭式腐败
的特点及成因，强调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
势下，作为中青年干部的配偶，要深刻认识
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大意义，要居安
思危、防微杜渐，修身齐家、敬畏纪法，崇
廉拒腐、守住底线，深入推进廉洁家庭和好
家风建设，当好廉洁家庭的守护者、良好家
教的培育者、清廉家风的践行者，为家人坚
守和巩固后方阵地，用优良家风涵养初心，
努力把家庭构筑成一个温馨、幸福、廉洁的

“安全港”。

2023年市直单位中青年干部
配偶廉洁家庭建设座谈会召开

涵养好家风
当好廉内助

■记者陈莹莹实习记者蔡林琳

本报讯 11 月 2 日，茂名市扶贫志和全面
小康志 （以下简称“两志”） 编纂工作启动
会在市委党校召开，对我市“两志”编纂工
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锚定目标任务，明确
责任分工，抓好工作落实。副市长梁浩出席
并讲话，各区 （市）、经济功能区、以及市直
有关单位分管领导共 130多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两志”编纂工程是中央交办
的重大政治任务，我市在完成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中作出了突出贡
献，书写了欠发达地区改革奋进、创新发展
的时代篇章，应及时载入史册，激励当代，
留传后世。全市上下要统一思想、统一认
识、统一行动，确保“两志”编纂工作有序
推进、按时高质量完成，共同打造精品佳
志，记录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编纂“两志”的重要意义。要把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广东、视察茂名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同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统
一起来，把茂名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奋斗历程书写好。要准确把握工作要求，扎
实推进全市“两志”编纂工作，讲好茂名故
事，书写茂名精彩。要坚持政治引领，确保

“两志”编纂正确方向，坚持理论创新，全面
彰显历史任务中的茂名探索、茂名担当，坚持
为民修志，大力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要强
化组织保障，形成编纂工作强大合力，市地方
志办、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局以及市直
相关单位把“两志”编纂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
上，把编纂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要加强组织领导、团结合作，紧跟编纂进
度，坚持质量第一，按时高质量完成茂名“两
志”编纂任务。

我市启动扶贫志
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

信宜市双合河两岸山峦起
伏，三华李树漫山遍野；高州市
根子河畔，荔枝花竞相绽放；化
州市鉴江之滨，化橘红赏花活动
迎来八方来客……在百花盛开
的时节，沿广东省茂名市各条碧
道而行，都可以走进五彩斑斓的
空间。

秋天，总是孕育着收获。广
东省委省政府2022年印发的《关
于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对“打造绿色水经济新业态”提
出明确要求。在茂名，大力建设
幸福河湖、加快实现“两山”转化
的绿色发展蓝图，已铺展开来。

“系统推进‘七水共治’，创
建人水和谐的幸福河湖。”在今
年 2 月召开的茂名市十三届人
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
作出明确要求。4月，茂名市河
长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幸福
河湖创建工作的意见》，明确到
2035 年全面建成全域高质量幸
福河湖。

“我们统筹‘水资源、水安
全、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水
经济、水管理’，高质量开展碧道
建设，为培育‘水经济’新业态打
好基础，带给百姓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幸福感。”茂名市河长办有
关负责人说。

因势利导扩大碧道建设成
效，优化升级促进“水+文旅”等
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发挥“水经
济”价值……茂名市以打造全域
高品质“幸福河湖”为抓手，打造

“以水养水”新业态，努力实现水
碧岸美的生态效益和水岸联动
发展的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带
给群众看得见的幸福。

因势利导，统筹河湖
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小楼一夜听春雨，“东江之
畔”卖杏花。在高州市分界镇杏
花村，每当夜幕降临，小东江边
就热闹起来，街边熙熙攘攘，笑
语不断。这里是“精彩 100 里”
碧道高州段的西线源头，碧道建
设改善了杏花村的水环境，也改
变着周边乡村百姓的生活。

“精彩 100 里”碧道是茂名
市近年重点打造的一条乡村振
兴示范带。水务等部门依托河
湖长制平台，对小东江、青年湖
等进行系统治理，并根据碧道沿
线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乡村
风貌，建成滨水休闲便道、亲水
平台、江边公园、风雨桥、望仙亭
等景观。

环境美了，旅游的人多了，
分界镇党委、政府因势利导，引
导村民规范经营，在碧道旁开办
了一个以“人间烟火气，最抚凡
人心”为主题的“杏花夜市”。原

本就有摆摊做买卖习惯的村民，
纷纷把自家特产拿出来售卖，沿
碧道形成一条夜经济带。夜市
2022年 9月开业以来，越办越红
火，村里计划将“非遗”文化展
演、传统手工体验等夜游项目加
入其中。

杏花村还是储良龙眼的发
源地。夜经济的出现，也促进了
水果产业的发展。当地引进省
级农业龙头企业与当地企业合
作，共同推进龙眼加工产业化、
规模化。群众收获得不止欢声
笑语，更有真金白银。

像“杏花夜市”这样水经济
实体不仅仅存在于村落中。茂
名市在做好水生态环境修复与
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碧道、
中小河流治理、水系连通及水美
乡村等建设成果，统筹河湖生态
价值和经济价值，让幸福河湖建
设释放更大“红利”。

鉴江、罗江、陵江三江汇聚
于化州。漫步在化州市城区“三
江六岸”碧道上，可见江中碧波
荡漾与岸边花木扶疏，景色宜
人。化州市按照“保护优先、科
学修复、适度开发、合理利用、持
续发展”的原则，打造出一条生
态带、景观带和休闲娱乐带。

“三江六岸”15 公里碧道串
联起 5 个新建的公园。化州市
政府顺势而为，在其中两个公园
配套建设商业设施。“夜市地摊
街”成为当地网红一条街。

碧道“变水为财”初见成
效。按照幸福河湖创建实施方
案，未来几年，茂名将实现绿道、
碧道、驿道“道道相通”，山脉、水
脉、文脉“脉脉相容”，引领沿线
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探索
形成“以水养水”的新业态。

优化升级，以水为脉
整合资源打造“水产业”

赖有护花幡，众芳得所托。
做到建管并重，是实现“以水养
水”目标的关键。在这方面，信
宜市在锦江画廊碧道建设中率
先作出了有益尝试，实现了运管
方式的优化升级。

在锦江画廊碧道上，配套建
设了 9 个驿站、8 个主题公园、2
个亲水平台、2 个观景平台和 1
个湿地公园以及大量特色文旅
设施。沿碧道而行，可享用特色
餐饮，居住高端民宿，乘坐特色
交通工具，购买文化与旅游纪念
品等，满足了游客吃、住、行、游、
购、娱等需求。

如何做好同步做好锦江河的
管护与沿线的商业运营？信宜市
采用EPC+O（设计、采购、施工及
运营维护管理一体化）的运营模
式，由专业的文旅公司管理运营，

农业与文旅产业同步发展。
公司以 15 年为周期统一承

包式运营，对民居、花草、小桥、
溪流、池塘等进行主题化包装，
加强水景观建设，提升碧道观赏
性，沿线打造了 10 个不同主题
的特色乡村。村民在当地政府
的指导下办起了民宿、农家乐、
农业采摘园等。

“城市级专业环卫养护+产业
孵化营+美丽多村联动运营”的模
式，带动了水系沿线历史文化资
源的活化利用和公共文化休闲设
施建设，创造的收益用于河流长
效管护，实现碧道“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的长效转化。
以水为脉整合资源，是茂名

市幸福河湖建设的一项主要内
容。与锦江画廊碧道类似，山水
双合景区同样经过有益探索实
现“破圈”，目前正在申报广东省
级水经济试点。

家里来了客人，带他们去哪
里玩？这个问题困扰了钱排镇
双合村村民多年。如今亲朋好
友在村里度个小长假，都可能会
感觉到意犹未尽。

治理后的双合河像一条精美
的绸带，成为双合村的宝贵财
富。依托双合河打造的“山水双
合”景区2022年1月刚一开放，单
月游客接待量便超过15万人次。

仲春时节，双合河两岸边三
华李树叶子郁郁葱葱。双合村
几乎家家户户经营三华李产
业。赏花、采摘、研学……随着
乡村变景区，农村原本闲置的资

产被激活了。许多村民把民房
改造成商铺、民宿，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腾出发边角地、零星地，
变成了小果园、小菜园、小花园、
小型停车场；一些老房子、老祠
堂修葺后变成了研学场所；一些
废弃的水塘经过修饰，成为乡村
水景。

与双合村相连相融的“李花
谷”依托优质河流资源，打造出集
手信、餐饮、民宿、酒吧等业态组
合的乡村文旅综合体。尤其是利
用河道转弯的开阔地势，为游客
提供了可以游船赏花、玩水的“新
聚点”。三华李等水果得益于旅
游业的发展，增加了附加值。

“打造水美产业”是茂名市
创建幸福河湖的重要指标。“河
湖+农业+文旅”模式，促进了休
闲观光、文化旅游、健康养等绿
色产业发展。随着“水产业”规
模逐步扩大，幸福河湖建设带来
的惠民富民效益更加值得期待。

招商引资，立足资源
优势培育“水经济”新业态

一江春水绿，两岸杜鹃红。
黄华江是珠江二级支流。春日
里的黄华江风清水暖、两岸花
开。茂名市怀乡镇与朱砂镇交
界处江面狭窄、石壁陡峭，峡口
处高出水面数尺的黑色花岗岩
上，有斑驳白纹酷似正欲跳起的
猛虎，因此得名“虎跳峡”。

不远处的一处空地上，运输
车辆穿梭，一个度假区正加紧建
设。“发展绿色水经济，招商引资

是一项重要工作。”茂名市河长
办负责同志介绍，“茂名市通过
招标投标，建设实施黄华江乡村
振兴文旅项目，利用峡谷的地理
特点及两岸的优美风景，探索

‘旅游+发电’的运营模式。”
据项目建设方的文旅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正是看中
了黄华江的水资源和水环境，与
市政府共同投资 5亿元，打造黄
华江虎跳峡度假区项目。目前，
景区综合服务楼、接待大厅、后
勤楼 3 个主题建筑的基础已经
完成开挖，进入基础主体建设。
项目计划于年底建成投入运营。

粤西河流多，水资源丰富，
茂名市正加快推进全域幸福河
湖建设，培育‘水经济’新业态，
打造一批农业、文旅等项目，让
群众切身感受“绿水青山”，收获

“金山银山”。茂名市河长办负
责人表示，茂名市努力通过创建
幸福河湖，让百姓获得实实在在
的、“看得见”的幸福。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茂名市把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 84 条河流
（含流经水库）全部纳入幸福河
湖创建工作。“永宁水安澜、优
质水资源、宜居水环境、健康水
生态、先进水文化、绿色水经
济、高效水管护”，全市将通过

“七水共治”，持续发力，让“江
河安澜、河湖健康、碧水畅流、
人水和谐”成为茂名的亮丽名
片，让“万里碧道”建设成为宜
居宜业宜游的富民大道。

我市把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84条河流（含流经水库）全部纳入幸福河湖创建工作

通过“七水共治”打造“水产业”培育“水经济”
本报记者邓义深

“推窗可见绿，抬脚即进
园”，凉亭、石凳、小广场、小绿
道、秋千架、体育健身器、绿树、
鲜花、翠竹……漫步在“中国李
乡”信宜市钱排镇街区，一座座
形态各异、设计精巧的“口袋公
园”随处可见，或现于闹市楼宇
巷道之间，或隐于僻处的路旁水
岸。这些“口袋公园”虽然袖珍，
却“五脏俱全”，成为地方居民和
入境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
成为“中国李乡”提升旅游品质
的点睛之笔。

在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
中，以三华李富民产业而闻名
遐迩的钱排镇，在信宜市委、市
政府的直接指导和强力支持
下，地方建设日新月异，风貌颜
值焕然一新，农文旅发展欣欣
向荣，成了信宜市推进城乡高
质量协调发展的“窗口”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信宜样板”，
也成了信宜市“引客入信”的

“信宜门户”。

就地取材，“口袋公园”
小而美

推窗见绿，抬脚进园。这种
“诗与远方”的生活，在钱排已
“触手可及”。

每天傍晚，位于钱排新城区
的钱新滨江公园里，歌乐悠扬，欢
声笑语。这里成了人们饭后休闲
的好去处。人们或临河凭栏观
景，或漫步绿道散心，或利用体育
器材健身，或随音乐跳起欢快的
广场舞……。这里曾经杂草丛
生，是滩涂边角地，如今却变成一
处现代感十足的“口袋公园”。

在钱排卫生院对面新旧街交

接的桥头三角地带，这里刚刚建
成了一个“金桥园”。“金桥园”就
是典型的小而美的“口袋公园”。
公园面积虽只有数百平方米，但
里面绿植成景，有临水栈道、休闲
板凳、石板小路和多样童乐设施，
各种设施艺术感十足。每到节假
日，特别是傍晚，这里便成了大人
和小孩共同的乐园。

“口袋公园”小而美、小而
精、小而多，是如今钱排城镇的
一大亮点。据了解，自 2020 年
以来，钱排街区先后新建成了滨
江公园、竹园、拾趣园等 6个“口
袋公园”。这些“口袋公园”建设
也非千篇一律，而是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建设中综
合考虑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等因
素，将休闲健身与绿化美化紧密
结合，内外兼修，打造出景色各
异、舒适亲民的城镇生态空间，
让“一园一特色、一步一景致”就
在百姓身边，点缀着城镇的每一
处角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口
袋公园”带来的美感和幸福感。

见缝插绿，山乡处处
提颜值

“中国李乡·山水双合”“李
花谷”建设和城镇风貌提升，
是近三年来钱排镇着力推进农
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头戏”。

“三大项目”相融相通，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三大区块风貌
各异，设施日臻完善，一处处
集实用性与艺术性、观赏性于
一体的“微景观”遍布其中，串
珠成链。

在寸土寸金的城镇空间里，
如何将“口袋公园”打造成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让居民生
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考验
的是设计者和建设者的智慧。在
这方面，信宜市主要领导亲自为钱
排镇把关，一次次的实地调研、现
场办公、巡视督察，无不凝聚了上

级领导的智慧和心血。
坚持以人文本、生态优先，

因地制宜、拆旧建绿、见缝植绿，
是钱排城镇街区风貌提升工程
建设的整体理念。一座座小巧
玲珑、美观实用、充满诗情画意

的“口袋公园”，加上恰到好处的
街边绿化，焕然一新的街道面
貌，正悄然无声地改善着钱排城
镇的环境风貌，提升着“中国李
乡”的美誉度，滋润着地方百姓
的幸福生活。

信宜钱排：

山乡“口袋公园”装满村民“微幸福”
本报记者尹兆平通讯员陈子楷

小东江上游根子河两岸美如画。本报记者 丘立贺 摄

设计精巧的“口袋公园”或藏于巷道间，或隐于路旁水岸。“口袋公园”虽然袖珍，却“五脏俱全”，成为
村民和游客散步休闲的好去处，也成为钱排李乡提升旅游品质的点睛之笔。 （图片来源信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