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市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近日召开第二十五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革命遗
址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我市共有不可移动红色革命文物
36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9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15处。现有
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等烈士纪念设
施710处，全市烈士总数1894人。化州
是粤西地区唯一一个广东省一类革命
老区县，茂名为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红色文化资源是党领导人民在

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留下的历史文
化遗存和精神印记，承载党的光辉历
史，彰显党的性质宗旨，见证党的初
心使命，凝聚党的传统优良作风。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真实记录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艰
难历程和丰功伟绩。组织党员干部
和师生群众参观革命遗址、革命纪念
馆，将教育激励茂名人民学习革命先
烈精神，广撒深播爱国“红色种子”，
传承红色文化基因，收获精神成长，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茂名
力量。

将红色资源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最鲜活生动的教科书。红色资源是
不可再生的“活化石”，不仅为爱国主
义教育提供了生动活泼的案例和真
实可靠的素材，也提供了多样化的教
育形式和多类型的教育环境。在革
命纪念馆、博物馆、红色遗址，一张张
斑驳的照片、一册册珍贵的书籍、一
件件镌刻历史印记的遗物、一个个感
人的故事，无声地诉说着战火纷飞的
峥嵘岁月，带我们回顾党的历史，向

我们传递精神力量。通过对这些图
片、实物、录音、视频的详细解读，可
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使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记忆

“醒”过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要以
红色资源为依托，从历史中总结经验
教训，从党的百年历程中把握历史规
律，学出理论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坚
定，以生动鲜活的红色教材诠释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

用好红色资源，能激励全市人民
吸取红色资源蕴含的精神力量，凝聚
推动茂名经济社会发展的磅礴力量。

用好红色资源 凝聚发展力量
王平生（电白）

 





















































夜校
图/文 王怀申 杜燕盛

据光明日报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多地年轻人共同开启了“夜生活”的另一种
打开方式——上夜校。从舞蹈声乐、非遗手
作、美妆健身，到红酒评鉴、Vlog 拍摄、桥牌
技巧……五花八门的“潮课”、高性价比的学
费、颇有水准的教师，让夜校这个原本自带
年代感的概念频频爆火出圈。在夜幕落下、
华灯初上的城市一隅，人们的学习热情被激
活，难得的休闲时光也被点亮。

夜校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传播和交流的
空间，实际上承担着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
为民众提供持续学习的资源和空间，传播健
康、积极向上的知识和文化。通过夜校的学
习，年轻人不仅能习得新的技能、保持竞争优
势，更能丰富业余生活、充盈精神世界，激发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夜校不仅
为社会民众提供多元、高质的学习平台，更为
终生教育提供了可持续发展路径。

据茂名日报报道，中共茂名市委
宣传部、茂名市文明办组织的“文明实
践进墟街文化赋能‘百千万’”新时代
文明实践集中活动日活动，近日分别
在主会场茂南区金塘镇油城墟，分会
场电白区疍家墟、信宜市窦州墟、高州
市高凉墟和化州市橘州墟等地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活动日是为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发
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增强人民群众的
文明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

的集中活动日期。该集中活动日旨在
通过集中力量，形成合力，推动社会文
明进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
人心，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为社
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集中服务日”为契机，将群众

“所需”和志愿服务队伍“所能”结合起
来，通过喜闻乐见、便于参与的方式建
立起多元化、常态化、实效化的服务体
系，通过开展一场场有声有色的实践
活动，走心走实志愿服务，给群众送去

无微不至的暖心关怀，实现由“分散找
群众”到“集中服务群众”的转变，让“新
时代文明实践集中服务日”成为传播
文明、传递爱心、传承志愿服务精神，赋
能“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的新途径。

一直以来，我市坚持把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作为着眼点
和着力点，将全市各市（区）各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作为宣传阵地，探索
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活动日机
制，有效实现了党建工作和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高度融合、同频共振，让党

员干部深入社区基层说思想、讲政策，
充分发挥了党员先锋示范引领作用，
以头雁引领赋能文明实践，赋能“百千
万工程”深入开展。

让“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活动日”成
为传播文明、传递爱心、传承志愿服务精
神以及赋能“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的新
形式，并以体系健全的志愿服务激发我
市发展内生动力，助力提升我市城乡社
会文明程度，推动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提质增效，赋能并推动我市“百千万
工程”高速度、高质量深入开展。

文明实践赋能“百千万工程”
梁栩(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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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把实施“百墟千村振兴计
划”作为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的
重要举措，在各区、县级市选点建设
示范墟，取得阶段性成果。

早在2021年12月，茂名从市情
实情出发，发掘镇村潜力，启动实施

“百墟千村振兴计划”，这与省“百千
万工程”高度契合。高标准推进“百
墟千村振兴计划”，正是茂名落实

“百千万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打
造独具地方文化特色的乡村振兴示
范墟，突出示范带动典型引领，以点
带面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这些“示
范墟”，立足资源禀赋，用心倾情打
造，各美其美，魅力无限。

风貌塑形。示范墟给人第一印
象是风貌独特，“外形”独具一格。
塘霞“疍家墟”呈现的是渔村风情景
观，随处可见红砖、木纹、稻草、贝
壳、木船、渔网等渔村元素；电白区
观珠镇的沙垌香街，路面黑底化，街
边商铺换上仿古的门头，沙垌河边

铺设七彩骑行道，一个古色古香的
香街令人眼前一亮；茂南区金塘镇
簸箕巷是油城墟的核心区，先改造
群众认可的示范性房屋，以点带面，
短时间内完成项目沿线牙象、谭屋、
天安等7条行政村1735栋房屋外立
面风貌改造；高州市曹江镇的高凉
墟，一河两岸民房白墙赤瓦，河堤边
上古朴的河畔风情街，独具岭南特
色的挨酿坊等节点被如同一条绿绸
缎般的鉴江串联起来；信宜市东镇
街道的窦州墟，以窦州古城建筑特
色为主题，充分挖掘老街文化并融合
现代元素打造而成；化州市选点杨梅
镇建设“橘州墟”，重塑外立面的乡镇
墟街，摇身一变成为岭南风情街，镇
墟一路之隔的乡村，20层高的五星级
航空酒店拔地而起。各个示范墟建
设注重整体规划，因地制宜，风貌塑
形，为引领振兴创设条件。

文化铸魂。如果说风貌管控是
墟市“颜值”，那么文化内涵是墟市

的内在与灵魂。疍家墟建设重在挖
掘疍家文化、俚人文化和渔商文化
等历史文化资源，建设独具风情的
样板渔村“疍家墟”。油城墟的打造
通过外立面改造、设置环湖观光火
车，增设村史馆等标志性建筑再现当
年大搞“人造石油”开发和城市建设
的场景，为城市留下一抹“工业乡愁”
文化。高凉墟建构是通过深入挖掘
冼夫人文化、高凉菜系文化，开展多
彩文化、民俗活动，留住诗意与乡
愁。窦州墟的建筑风格充满了岭南
和南洋特色，加入镇隆六双花灯的传
统文化，厚重的历史文脉和现代的城
市风貌交相辉映，让游客在此能体验
到身心的愉悦和文化的熏陶。橘州
墟建设锚定了‘墟在田间，田在墟上’
为整体设计理念，枢纽镇写意“田上
乡愁”，突出生态优先，以一种温和的
方式留住乡愁村韵。沙垌香街的打
造则深入挖掘沉香文化，融入当下潮
流时尚元素，客人在这里可以沉浸式

体验沉香文化。各示范墟建设立足
县情、镇情、村情，向内挖掘，用心打
造独具特色的“墟文化”，融入当地的
人文风情，凸现诗意与乡愁。

产业振兴。产业是“示范墟”建
设的内核、是支撑。墟市打造坚持
产业优先，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
商则商、宜旅则旅，渐次推进产业发
展、项目落地，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这是“示范墟”建设打造的内在规
律。疍家墟利用得天独厚的滨海生
态资源，突出疍家文化、渔商文化等
打造各式场景，凸显茂名趁墟文化，
让塘霞村乡村振兴的产业链越拉越
长。疍家墟的新业态催热塘霞渔村

“美丽经济”，让疍家墟一跃成为周
边旅游的热门打卡点。数量多、种
类多是沙垌香街的产业优势，而其
产业链还在不断延伸；完整的沉香
产业链，各式沉香产品层出不穷。
金塘“油城墟”簸箕巷和骑楼商业街
建设催生产业态种类多样，预计年

增加商业营收 3000 万元。高凉墟
一墟联两城带旺“烟火气”，以冼夫
人行军必备食品“挨酿”命名打造

“挨酿坊”，这里好玩又可品尝高凉
特色美食；原来的旧粮所变身高凉
菜体验中心和高凉菜培训基地；今
日的高凉墟已经初步形成高凉南山
彩玉产业链条，成为茂名、阳江两地
产业中心。窦州墟整合文、艺、住、
食、娱、购等六大主题要素，精心打
造多元夜间文旅业态、高端旅游业
态。化州市选点杨梅镇建设“橘州
文化、橘州产业”为主题的“橘州
墟”，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打造
临空经济区崛起示范墟。各“样板
墟”做深策划文章，突出产业优势，
做优规划设计，做足前期功夫。遵
循“策划—规划—设计—建设—运
营—管理”全流程体系，示范墟一步
步从“施工图”变“实景画”。

镇村联动，城乡融合。“特”字当
头，向内挖掘打造“墟文化”；连接节

点，外延强化联城带村功能，推动产
业延伸发展。示范墟镇街作为连接
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和纽带，是统筹
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发挥着联城
带村的关键作用。先行打造的几个
示范墟各展其长，引领各地强化镇
街联城带村功能，蹚出乡村振兴提
质增效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相得益
彰的新路。茂名市委、市政府高位
推进“百墟千村振兴计划”，在全局
上谋划、在关键处落子，建设示范墟
和“一湖一湾一港一城一区一带”6
个示范群，以点为基、串点成线、连
线成片、聚片成面，促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

落实百千万工程，茂名绘出示
范墟。示范墟建设关键在于抓实做
好产业筑基、文化铸魂、风貌塑形、
功能强村四大要素，注重农文旅融
合全面发展。打造示范墟，实施“百
墟千村振兴计划”，示范引领，必将
推动我市“百千万工程”纵深发展。

打造“示范墟”，引领乡村振兴
特约评论员 崔耀奇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