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茂名市粤隆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 K4881 挂(黄色)道路运输

证，证号:粤交运管茂字440900020642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谢鸡镇官庄村委会官庄石奎村苏均福遗失《高州市农

村集体经济合作 (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及股权证》，证号:
N1440981MF5211338P-003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沙田镇永乐村大塘边经济合作社吴国娣遗失《高州市

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及股权证》，证号:
N1440981MF67441441-000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根子镇高田村委会奎珠村居民钟龙辉遗失高州市农

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及股权证，证号：
N1440981MF46358410—0009，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茂名市茂南区税务学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40902560886516H），现向茂名市茂南区民政局申
请注销，请与本学会有关债权、债务的有关单位及个
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本学会清算组登记核实。

联系人：黄肖波 联系电话：0668—2976396
茂名市茂南区税务学会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区春苗幼儿园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茂南区官山亿康餐饮店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

JY24409020200148，现声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区开味沙煲

粉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证号：JY24409020094086，
现声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区地方税收研究会

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正、副本，
证号：514409025645581655，现声明
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信宜市丁堡镇古楼经济联合社

名下信宜市丁堡镇古楼村潭一经济
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 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N1440983MF5428182B，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化州市市场物业管理中心中垌

物业所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924002232001，现声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第三中学遗失原

“茂名市电白县浮山中学”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观珠中学遗失原

“茂名市电白县观西中学”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中学遗失原“茂名

市电白县海滨中学”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观珠镇中心学校

遗失原“茂名市电白县观珠镇实验

小学”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陈村街道中心学

校遗失原“茂名市电白县陈村实验

小学”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南海中学遗失原

“茂名市茂港区澳内中学”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遗失声明
广东凌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公章全称是：广东凌高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声明作废。

202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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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我
市深入挖掘文化资源，传统文化
绽放时代光彩。我市拥有悠久的
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保护好、
传承好、弘扬好本土文化至关重
要。今年，我市致力于深入推进
文化保护和传承，延续历史文脉，
深入挖掘冼夫人文化、油城文化、
荔枝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有效地推动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
精神家园。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

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
再生、不可替代的文明资源，必须
像保护眼睛一样加以保护。要本
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
度，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加强管理”，强化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梳理，科学管
理文物和文化遗产。要系统收集
历史典籍资料，分级分类保护革命
文化纪念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名人故居等文化资源，全力抢
救和修复濒危文物，持续释放“保
护文化、人人有责”的鲜明导向。

让传统文化深入生活。不忘
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关键是让其与现代
社会相协调、与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相结合，以“接地气、冒热气、起
实效”的形式，把优秀传统文化推
广开来、传承下去。要紧贴生产
生活实际，深度挖掘城市历史文
化价值，加强美丽乡村文化建设，
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年例
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让群众随
时随地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熏陶。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

络、党群阵地等线上线下资源，开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
润物无声、化风成俗，在全社会营
造“向上、向善、向美”的浓厚氛
围。深入挖掘冼夫人文化、油城
文化、荔枝文化、年例文化、舞狮
舞龙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与时俱进地更新，让传统文化适
应现代生活，推陈出新，为创建文
明社会服务。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找准时
代韵脚。随着物质生活不断丰
富，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更高的精

神文化需求。通过文物等载体
对话历史，人们不再满足于“看
得见”，更希望“看得懂”。“隔着
玻璃、挂在墙上”的传统展览陈
列正升级为富含声光电等科技
元素的沉浸式互动体验，让观众
从“ 对 话 历 史 ”到“ 走 进 历 史 ”。
有的文博机构还更新运营理念，
让文化场所变身“旅游打卡地”、
让文物成为“潮玩”，拉近与年轻
人的距离，在春风化雨中传承传
统文明基因。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韵脚里

有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自
信。让文物“活”过来、文化“潮”
起来，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对传统
历史的深切体认，为时代提供精
神滋养。忆古思今，不断深化对
中华文明源流的探寻与思考，文
化基因的源头活水将引领我们认
识过去、把握今天、面向未来。

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只有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我们才
能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传承历史文脉 增强文化自信
王平生（电白）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
为确保农贸市场所售卖的食品
安全，市场监管部门的快检员会
随机抽取市场商户售卖的食品
样品，利用试剂等工具测试样品
是否农药残留超标、质量是否合
格，不用十分钟就可检测出结
果，十分便捷。且快检所抽检的
样品、档位号、样品名称、检测项
目、检测方式、检测结果等都被
详细记录备案，检测结果还会被
及时公布在市场的电子显示屏
和公示栏上。

农贸市场售卖的农产品，主
要是来源于农业、林业、畜牧业
和渔业的初级产品。在生产这
些农产品的过程中，有些农户为
了预防、消灭、控制病虫害或者
改变产品外观、成熟度，会喷施
农药、植物激素等，如用膨大剂
种植西瓜，用乙烯利催熟香蕉。

又如为了预防、治疗畜禽等动物
疾病，养殖户会使用兽药。当农
户使用的农药、兽药超标，又或
者种植农作物的土壤受重金属
污染，会造成农产品农药、兽药
超标或重金属超标。如果检测
人员没及时发现，会导致农产品
质量安全事故发生，如果人们长
时间食用这些农药、兽药、重金
属超标的植物、动物，农药、兽
药、重金属这些有害物质在人体
内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损害
或威胁人体健康，甚至危及后代
的健康。

平时人们到市场买菜，大多
喜欢凭感觉去买，比如买青菜，
潜意识里会觉得有虫眼的蔬菜
安全、无毒。实际上，有虫眼的
菜也许是早期没做好虫害防
治，后期为了产品能卖个好价
钱，会加大害虫用药的剂量，导

致农药残留。甚至有些人为了
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专门养殖
一些虫子放置蔬菜地，让虫子
啃咬蔬菜，从而留下虫眼后再
用药杀虫。因此，人仅凭感观
是无法辨别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的，需要通过仪器设备进行
检验检测，甚至有的还需进行
人体或动物实验。

民 以 食 为 天 ，食 以 安 为
先。时下，大众的消费观念已
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安
全”转变。农产品质量安全与
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更关乎
社会稳定。为了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近年来，政府
各级职能部门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坚持问题导向，深
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农产品质
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越来越
高。而作为食品安全责任第一

人的生产者，也越来越重视农产
品质量安全，明白到农产品质量
不过关，不仅使农业生产遭受损
失，也影响消费者的安全，甚至
会影响到企业的命运。因此，企
业陆续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和标准体系，农业生产过程
中严格限制化肥、农药、添加剂
的使用，坚持预防为主，强化风
险管理、源头治理、全程控制的
原则。同时向绿色农业进军，越
来越多农产品成为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

农业生产是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首要环节，是保障消费者“舌
尖上的安全”第一道关卡，农业
生产者只有严格遵守《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不断提高责任意识、
诚信意识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水平，才能助力企业走得更远
更稳。

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邹玉芳（茂南）

据茂名日报报道，为使村
民正确认识村规民约的重要
意义，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
弘 扬 时 代 新 风 、破 除 陈 规 陋
习，日前，我市高新区七迳镇
木等村党支部书记谢水平组
织带领村民学习该村村规民
约 ，通 过 面 对 面 交 流 指 导 学
习，引导村民将村规民约融入
日常生活，形成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

村规民约是倡导文明新风，
推进移风易俗的有效载体，是
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体现，是

推进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村
规民约作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的行为准则之一，在乡村治理
中具有汇集民意、聚集民智、化
解民忧、维护民利、促进和谐等
基础性的作用。

近年来，我市不少乡村通过
汇集各方意见、聚焦核心问题、
强化精准施策、实施监督奖惩
等措施，制定出科学规范、内容
精炼、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

“约”出了文明村风、“约”出了
淳朴民风、“约”出了清廉政风，
有效夯实了乡村基层治理基

础，有力助推了和美乡村建设。
“村规民约”是以中华传统

伦理道德规范为准则、落地本
土的一种“软治理”力量，在调
节村民日常行为、乡村社会关
系、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等方面
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充
分释放和有效升华“村规民约”
蕴含的德治功能，积极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价
值再现，既能确保乡村治理内
生持续性动力有效增长，又可

以夯实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土
伦理传统基石，还能够实现乡
村治理现代化与实践优化的内
在统一，从而形成契合现代化
进程并助推和美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动
态化系统工程。乡村振兴既要

“塑形”，也要“铸魂”。愿我市
更多乡村在和美乡村治理中，
因地制宜，制定并创新出各自
的乡规民约，不断激活乡村治
理的“神经末梢”，以“小”村规
撬动“大”文明，“约”出和谐美
丽乡村，共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让村规民约助推和美乡村建设
梁栩(信宜)

打包费
图/文 刘志永 杜燕盛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5 块钱的饭，打
包费就要3块钱”“点了三个串，被收了6块
钱打包费”，不少网友感叹：藏在支付页面
的外卖打包费，何尝不是一种“刺客”？外
卖打包费价格究竟是谁来定？能否建立统
一标准？近日，外卖打包费问题引起网友
热议。

“点了三个串，被收了6块钱打包费”，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这个打包费显然是不
合理的，增加了消费者不必要的支出，损害
了消费者的利益，暴露出一些商家为了追
求利润不择手段的心态。这种行为不仅损
害了商家的形象，也影响了外卖行业的声
誉。相关部门包括外卖平台应该加强对餐
饮行业的监管，确保商家的行为符合法律
法规和行业规范；消费者也应该提高维权
意识，保留证据积极维权，共同维护市场的
公平和公正。

乡村振兴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