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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广东省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会
议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黄坤明在
会上指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是广
东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牵引，也是
关系广东长远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重
要工程。

广东省“绿色版图”不断扩大，
地处西南端的茂名是其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北高南低，江河入海，山海
并茂的地形支起了茂名的生态骨
架。以城乡为画布，以草木为画笔，

“绿墨”渲染山水格局，在绿美茂名
的画卷中，林荫网格连片，绿地串珠
成链，深秋时节虽不见鲜花，但生态
美早已蔓延生活日常，绿色也成了
城乡群众的幸福底色之一。

高位统筹
推进城乡一体绿起来

10月 25日上午，2023年茂名市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绿美茂名生态
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庄悦群在会上指
出，全市上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科学指引下，主动作为、转变观
念、压实责任、标本兼治，我市生态
文明建设治理体系更加健全，第二
轮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有力，绿
美茂名生态建设迈出新步伐、发生
全局性变化。

早在今年 2 月份，我市召开贯
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
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座谈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省文件精神，

精准把握政策导向，对标落实绿美
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深化完
善绿美茂名生态建设行动方案，纲
举目张推进绿美茂名项目和任务
实施。出台了《茂名市深入推进绿
美茂名生态建设行动方案》，并有序
推进。

作为“六大行动”中的重头戏，
城乡一体绿美提升行动与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

见缝插绿
城乡环境美起来

打造环城森林生态屏障 286.59
公顷，新造补植高速公路、国省道绿
化带733.2公里；建成城市口袋公园
56个，中心城区好心绿道32.4公里，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8.16平方米，城
区绿化覆盖率达 44.27%；因地制宜
建设“四小园”13.75 万个……全市
上下推进绿美茂名生态建设，向绿
而兴推动茂名高质量发展，一项又
一项绿美数据正在刷新，各区（县级
市）因地制宜，一笔接着一笔，书写
这道必答题。

位于茂名北部的信宜市，将“青
山入城、休闲水廊、城市漫行、现代
活力”理念融入城乡一体化进行整
体统筹规划。围绕“四沿”完成造林
2.305 万亩、森林抚育（含新造林抚
育）3.25万亩；实行造林抚育全面图
斑化、卫片化，实行“四沿”林相整治

“一镇一方案”，在城乡“四旁”“五
边”见缝插绿，种植乡土树和景观
树，做好城镇绿化美化提升。

“从电城镇到信宜城区，130多
公里高速路沿途绿植成为了一道风
景线，开车累了就看下绿化养眼。”
2018年从信宜来到滨海新区国企上
班的小沈每到周末就往返两地，他
坦言，如今的滨海新区已不再是建
设初期时漫天黄土，信宜城区的公
共绿化也不断升级。

优化环境
民众生活乐起来

绿化生态不断升级，随之而来
的是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群众宜居
指数不断提高。

在茂名中心城区，好心绿道“绿
色动脉”串联绿色生态空间，公园、
广场、道路绿化点缀城建市容，市民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乐享其中。“清
晨到公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特别
适合我和小宝宝。”住在官渡片区的
市民李女士已生育二胎 5 个月了，
在她看来，桥北公园是她带娃休闲
的最佳选择。

电白城区临海而建的海上栈
道贯穿于红树林，晨练的市民总能
看到漫步在滩涂觅食的白鹭；而信
宜锦江河出现的白鹭则总是成群
结队，沿河飞翔，偶尔还会落在人
群附近，带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
需及时更换不同焦距的镜头，才能
定格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场景。

趁着晴天，茂南区公馆镇蒲炉
塘村的村民在文化广场上晒秋收

的稻谷，“村民上午把稻谷铺开在
广场，不一会儿就要翻晒另一面，
于是他们就在旁边的树荫下休息，
玩玩手机，聊聊天，下下棋。”蒲炉
塘村党总支部书记梁祖富告诉记
者。无独有偶，在电白区马踏镇黄
羌村，乡村振兴艺术涂鸦墙体和绿
化带美化了文化广场的环境，“村民
们喜欢晾晒稻谷的时候看看艺术涂
鸦，在荫凉舒适的绿化带旁休息。”黄
羌村驻村第一书记徐海铭说。

无论在城区还是乡村，茂名的
民众已渐渐感受到送到家门口的绿
色福利，公园、广场、道路，各美其
美，总能看到村民散步、聊天的休闲
身影，一幅风景绿美、生活和美的幸
福画卷已在茂名徐徐展开。

近年来，高州市统筹推进国
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和“百县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工
作，不断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做强“土特产”文
章，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以实
招硬招助推“百千万工程”。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的城镇化建设

走进高州，这座千年古郡，
如今早已焕然一新。城市高楼
林立，道路畅通，人们脸上挂满笑
容；校园里书声琅琅，老师兢兢业
业，学生们认真地聆听老师的讲
解；目光转至体育中心，各体育场
馆的建设如火如荼，工人们正为
2026 年省运会场馆建设挥洒辛
勤的汗水。高州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处处呈现
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高
州市积极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
度，制定实施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实施方案，建立上下联动、步调
一致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
机制。全市以开展农村“三变”
改革为关键抓手，支持新型经营
主体与小农户深度创新融合，出
台全市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方
案，实现有劳动力的脱贫户全部
融入产业项目，获得“租金+工

资+分红”收入，实现户年均增收
4000元以上，改革经验入选广东
十大最具影响力农业农村改革
案例。

高州市统筹推进国家乡村
振兴示范县创建和“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工作，制订
了《高州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提出高州 2025年成功创建国家
乡村振兴示范县，统筹推进。开
展县城扩容提质行动、壮大工业
发展行动、公共服务升级行动、
美丽集镇建设行动、特色小镇创
建行动、乡镇提能行动、乡村产
业发展行动、乡村建设行动、乡
村治理行动、深化改革创新行动
等“十大行动”。

做好“土特产”文章，助
推“百千万”工程

今年 4月 11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高州根子柏桥村考察荔枝
种植园、农业合作社，了解当地
发展荔枝等特色种植业、推进乡
村振兴等情况，指出要“把荔枝
特色产业和特色文化旅游发展
得更好”。近年来，高州依托本

“土”特色资源优势，加强品牌建
设，打造拳头农产品，提高农业
产业附加值，最大程度发挥三产

融合的乘法效应，致力实现高州
市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
助力“百千万”工程，努力实现
2025年高州GDP破千亿的目标。

高州是广东省农业大县、全
国水果第一县、中国荔乡，世界
储良龙眼发源地。高州立足当
地资源与规模优势，推进乡村
特色产业集聚升级，构建以优
质水稻与特色水果为主，蔬菜
与畜禽水产等为辅的优势特色
产业体系。

高州靠品种取胜，靠品质争
先，靠品牌出彩，让土特产提升
竞争力，提高附加值。通过农业
项目建设、着力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发展壮大农民合作社等方
式，推动农业基地化、集约化生
产。目前，高州有农业龙头企
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
达 106 家、1593 家和 4893 家，其
中省级农业龙头企业36家。

高州通过延长产业链、打造
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建成产业、
形成集群。将过去“原汁原味”
的土特产，打造成链条更完整、
业态更丰富的“多汁多味”的土
特产，多维度深层次让“土特产”

增值，让农民从全产业链各环节
分享更多增值收益。

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
振兴

在刚过去的“十一”假期，高
州根子古荔园、古丁梯田旅游景
区、仙人洞景区等游客络绎不
绝，大家尽情徜徉在诗画般的景
色中，品味高州这座城市的魅
力，享受高州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成果。

近年来，高州市高度重视休
闲观光农业发展，把休闲观光农
业作为拓展现代农业功能、增加
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新途
径，依托高州丰富的农业特色主
导产业和农村自然资源，建设了
一批农业休闲观光农园和农庄，
取得了明显效果。获得 2022年
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重点示
范县称号，该市有省级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8个，2022年
接待旅游人数都到达190万人次
以上。

高州市利用历史文化资源
优势，打造南部甜美果海乡村振
兴示范带。主要区域在分界、根

子、泗水 3个镇，以荔枝、龙眼产
业为主导，推动三产融合发展。
目前，已建成分界镇至根子镇39
公里长的乡村振兴示范带。该
示范带沿线上的景点的基础条
件已经建设成熟。示范带获评
首届广东美丽乡村精品线路、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中国美丽
乡村休闲旅游行精品线路，年吸
引游客200万人次。

2022 年重点建设高州市近
郊农旅好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带和高州市冼夫人乡村振兴高
凉墟文化产业示范带一期项
目。两条示范带的建成，为高州
乡村振兴“点上精彩，线上美丽”
增添色彩。其中，高州市“鉴江
印象”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西
线）获2022年茂名市县域暨四大
平台高质量发展现场交流会的

“城镇和乡村建设板块”最满意
项目。高州市冼夫人乡村振兴

“高凉墟”文化产业示范带（一
期）是茂名市委市政府“百墟千
村”建设计划的项目之一，以“高
凉冼太好心文化”为主题，全面
展现特色墟街形象，目前已基本
完成总工程量。

▲俯瞰广东云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绿美油城·好心茂名。

打造环城森林生态屏障286.59公顷，新造补植高速公路、国省道绿化带733.2
公里；建成城市口袋公园56个，中心城区好心绿道32.4公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8.16平方米，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4.27%；因地制宜建设“四小园”13.75万个……全
市上下推进绿美茂名生态建设，向绿而兴推动茂名高质量发展，一项又一项绿美数
据正在刷新，各区（县级市）因地制宜，一笔接着一笔，书写这道必答题。

茂名奋力构建高品质绿美城乡

让民众乐享生态福利
文/图 本报记者严志强甘杨松通讯员唐晓宇高干

全球每
十颗荔枝，有一颗来

自高州，全国每十颗龙眼，有
一颗来自高州，高州依托本“土”特

色资源优势，打造拳头农产品，提高农
业产业附加值，农业总产值多年稳居全
省第一，2022年突破300亿元；高州以开
展农村“三变”改革为关键抓手，支持新型
经营主体与小农户深度创新融合，实现有
劳动力的脱贫户年均增收4000元以上，
改革经验入选广东十大最具影响力农
业农村改革案例；2023年3月，高
州入选2022年省级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重点县……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做强“土特产”文章，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高州市以实招硬招推进“百千万工程”
文/图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陈琴丘立贺

▶高州南塘鉴江印象七彩田园。

▲高凉墟。

高州鉴江印象乡村振兴示范带。

美丽的荔枝园公路。

临海而建的
海上栈道贯穿于
红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