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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林果飘香。走进信
宜市朱砂镇燕贺村、罗林村、文料村
和丁堡镇古楼村、白石镇吉度村等
地的澳洲坚果种植基地，只见绿油
油的果树沿着山坡排列，漫山遍野
的澳洲坚果树长势喜人，碧绿、油
亮、饱满的果实坠弯了枝头。两年
见花、三年结果，四五年后进入长达
数十年的丰产期，每年的收获期在
中秋节前后。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
计算，亩产达万元以上。村民高兴
地说，这是家门口的绿色银行。

经济林种植绿了山坡富了村
民。茂名日报日前的报道让人们
真切感悟到多种多样的经济林产
品出自绿水青山，创造了金山银
山，承载着农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和乡村振兴的希望。以“百千万工
程”为推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林业
经济大有可为。

山海并茂、雨量充沛、四季如
春，茂名拥有发展林业经济的自然
条件和资源禀赋。在绿色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坚持在生态优先的框架
下发展经济，才能获得大自然丰厚
回馈已成为共识的语境下，我市在
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中，出台推
进绿美茂名生态建设方案，建立完
善四级林长制体系，一手抓森林资
源管护，一手抓森林资源培育，着力
在“护绿、增绿、用绿、兴绿”上下功
夫，2023 年参与义务植树 362 万人
次，植树 1206 万株，全市完成林分
优化 9 万亩、新造林和森林抚育 12
万亩，实现了森林资源的持续稳定
发展。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超过
55%，拥有经济林种植面积400多万
亩，为发展壮大林业经济，提高绿美
茂名的综合效益打下了坚实基础。
全市林业经济年产值达 400 多亿

元，茂名农林牧渔总产值连续三年
保持千亿元以上，居全省地级市前
列，林业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由
此可见，发展林业经济的根基在于
森林资源的永续保护。咬定青山，
坚定把保护生态放在首位，森林的
功能就不只是提供木材，更是“水
库、钱库、粮库、碳库”，绿水青山之
间蕴含着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相得
益彰的创富亮点。俗话说，十年树
木。无论是营造生态林带还是发展
经济林木，都要有锲而不舍久久为
功的定力和韧劲，这是茂名青山不
老、蓝天常在、绿水长流的源头，也
是林业经济持续发展之本。

林果飘香，绿美富民。发展林
业经济是“百千万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重塑农业价值，构重和美乡
村意义深远。实现森林资源保护与
林业经济发展双赢，要以绿色发展

理念为引导，将森林保育与特色产
业发展、乡村振兴、林旅融合等有机
结合，同步谋划与推进，大力推动特
色经济林和林下经济一二三产融合
创新发展，取得生态增优、林业增
效、林农增收的综合效应。近年来，
我市依托经济林优势产业，培育一
批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形成了荔枝、
龙眼、化橘红、沉香、三华李、油茶

“六棵树”绿色林果林药产业体系，
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生态美、林农富
的茂名路径。尤其是各地大胆尝试
勇于创新，发展林下经济，提升了森
林和土地利用效益。我市实施油茶
低效低产林改造行动，改造提升低
产林 4 万多亩，油茶种植面积达 32
万亩，并采取复合套种模式种植林
下药材益智、牛大力、铁皮石斛等，
有效提高了油茶种植前期经营效
益，综合产值超 10 亿元。同时，围

绕“六棵树”资源大力发展休闲观光
农业、乡村旅游等，开辟了林业经济
新业态。“春赏李花、夏品李果、秋戏
溪水、冬行竹林”，信宜市钱排镇不
仅是著名的三华李之乡，三华李产
业达10多亿元，而且林旅融合释放
了绿色生态红利。通过打造高标准
文旅相融、山水相依、田园相守、环
境优美的林旅示范带，游客纷至沓
来，村民有了更多增收渠道，为乡村
振兴注入活力。高州市根子镇元坝
村依托荔乡水韵宝贵资源优势，打
造“河清岸绿、鱼翔浅底、水草丰美、
白鹭成群”的水乡画卷，每年接待游
客 150 万人次。目前，我市已培育
形成“六棵树”森林旅游、生态乡村
游、农文旅产业融合等多元化全域
发展的良好态势，先后建成了“精彩
100里”先行段、信宜市“中国李乡·
山水双合”等美丽乡村风貌示范带

9个，累计308公里，覆盖21个镇（街
道）107个行政村，惠及农民群众76
万多人。因此，只要坚持因地制宜、
科学布局、有序开发，发展特色林业
经济就能达到既有效保护林业资
源，又在保护中开发利用的效果，让
农民既分享生态红利，又赚取生态
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视察江西时
要求，发展林下经济，开发森林产
品，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
态。我市既是农业大市，也是林业
大市，林草资源丰富，发展林业经济
空间广阔。加上在林业经济开发
上，具有多年实践的成功经验和拥
有大批具有专业技能的职业农民，
抓住“百千万工程”实施机遇，推进
产业绿色升级，不懈实现“绿富”同
兴，林业经济必将成为县域发展和
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

以“百千万工程”推动林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特约评论员 蔡湛

俗 话 说 :“ 少 年 夫 妻 老 来
伴！”但是老年丧偶无疑是失去
了伴，那是何等悲哀。生、老、
病、死，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老
年夫妻总会有一位先驾鹤而去，
丧偶后的老人精神空虚，难免勾
起痛苦的回忆，陷入悲伤情绪，
影响身心健康。

在信宜某地，有很多孝敬老
人、尊重丧偶老人再婚权利的事
例。子女们尊重老人意愿，以纯朴
的孝心和坦荡的胸怀，成全老人的
黄昏之恋，使老人尽享人生快乐。
比如有一位退休教师，妻子因病去
世后，一直郁郁寡欢，儿女们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有一天，由大哥
牵头，召集弟妹们开了一个“秘密
会议”，“密谋”着再找一个“新妈
妈”，他们对“新妈妈”定下标准是:

“通情达理，心地善良，身体健康”，
以使两老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晚
年。经过这次会议后，兄弟姐妹在
征得爸爸同意后，分头行动，不出
几个月，就把一位端庄大方、朴素
贤惠的“新妈妈”体体面面地迎进
了家，老爸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岁，两老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心怡
体健，思维敏捷。对此，亲友和邻
居们都纷纷称赞这家儿女们做得
对，做得好。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
在一些农村里，在对待丧偶老人
再婚的问题上，我们也不难见到
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有一些
儿女，认为老人再婚是老不正经，
伤风败俗，一旦发现丧偶老人有
再找配偶的迹象，要么群起而攻，
要么冷嘲热讽，百般阻挠，弄得老
人十分无奈。有一些儿女，在老
人再婚时，在房屋、财产等问题上
斤斤计较，争论不清，纠缠不休，
弄得老人进退两难，十分寒心。
更有甚者，有一些儿女，对老人再
婚或准备再婚时，采取跟踪、盯
梢、恶意中伤，更甚至有拳脚相

加，大打出手，致使有的想再婚老
人被逼得走上不归路……

记得有项调查，美国人最羡
慕中国人——子女对父母的孝
顺。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这种美德当然也包括尊重丧
偶老人有再婚的权利，这种权利
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儿女们对再
婚父母采取不正当的干涉手段，
是严重侵犯老人权利的行为，也
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于法、于
情、于理儿女们都不应该干预丧
偶老人再婚。而更应该像上文
提到的那一家儿女们那样，支持
鼓励帮助丧偶老人再婚。

尊重丧偶老人再婚的权利
吴德忠(信宜)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
2023年茂名市全国科普日主场活
动近日在市文化广场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通过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科普展
览、科普讲座、科普报告、科普咨
询等，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科学、参
与科学、亲近科学，从而更进一步
了解科学、热爱科学。

科普把科学知识、科学方
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传播到
全民心间。我国要实现民族复
兴、国家富强，必须走好创新之
路。创新的基础是人才，而人才
的培养离不开科普工作。科普
能够启迪激励人才成长、夯实人
才培养的基础，助力培养高素质
人才，对我国科技实现从“跟跑”
向“并跑”“领跑”转变必不可

少。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犹如
高原与高峰的关系，只有高原更
加厚实，高峰才能更加雄伟。

积极开展科普活动，助力青
少年从小养成爱科学、学科学习
惯,培育科学的种子。著名物理
学家高鸿钧在一次参与“科学与
中国”的活动中，对走进中小学开
展科普讲座印象深刻。“孩子们对
科学知识的渴望之情和对科学家

的崇敬之情，令我深受感动。”高
鸿钧说，“虽然我不知道科普讲座
会在多少孩子的内心埋下科学启
蒙的种子，但是我相信一定有种
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

科普推动全民科学素养提
升，全民科学素养提高以后，伪
科学、科学谣言就没有市场、不
攻自破，真正的科学知识才能为
公众认知。

科普推动全民科学素养提升
王平生(电白)

 























































“降价套路”
图/文 王少华 杜燕盛

据深圳新闻网报道，深
圳市消费者委员会近日发布
2023年“双十一”网购消费提
示，提醒消费者量入为出，避
免冲动“剁手”，科学理性消
费。要注意对比购物节前后
的价格信息，谨防“先涨价后
打折”的套路陷阱或虚假报
价揽客，实施有价无货的欺
诈行为，要警惕商家借低价
出售假冒伪劣产品。

先涨价再打折的行为

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也 影 响 了 市 场 的 公 平 竞
争。消费者要保持警觉以
避免被商家的虚假宣传所
误导；同时也应该监督商家
的行为，如遇到商家先涨价
再打折的情况，及时向相关
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让我们理性消费，拒
绝盲目跟风，为自身和社会
创造一个健康、公平的消费
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