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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梁雪玲 通讯员 吴祖武

本报讯 眼下正是冬修水利
“黄金期”，电白区沙琅镇抢抓
有利时机，组织人力物力，加
快推进水利基础工程建设，全
面掀起冬修水利建设热潮。

沙琅镇作为电白区传统农
业大镇，耕地面积达 34000 亩，
辖区内水资源丰富，沙琅江、
黄岭河、华垌河、大社河、罗
坑 干 渠 、 黄 沙 干 渠 、 罗 黄 干
渠、罗西干渠等多条中大型水
系贯穿沙琅全境，全镇灌排沟
渠约 24 万米。因受今年 0910、
1020 等两次重大洪涝影响，该
镇辖区内多处河道、农田灌排
沟 渠 淤 积 堵 塞 ， 下 游 农 田 断
水、缺水情况时有发生，严重
影响着农业的顺利生产，制约
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水 是 生 存 之 本 ， 文 明 之
源，生态之基。要搞好农业生
产，必须兴修水利。自 《电白
区 水 塘 河 道 沟 渠 清 淤 工 作 方
案》 制定下发后，沙琅镇按照

《方案》部署要求，本着造福人
民群众理念，紧密结合“百千
万工程”和绿美广东生态示范
建设，迅速全面开展工作，投
入人力、物力、机械等保障措

施 ， 掀 起 全 镇 兴 修 水 利 的 热
潮，利用冬春时节对水塘、河
道、沟渠淤泥进行清理，为水
塘河道“舒筋活血”。通过清理
灌排沟渠内的垃圾杂物、淤泥
石块、杂草枯枝和拉直灌排沟
渠提升水流量等一系列清淤工
作，农田灌排沟渠变得畅流无
阻，渠通水清，输排水能力显
著提高，为农业正常生产提供
了保障；通过河道水毁陂头石
块、碍洪占滩的清理，有效恢
复 了 行 洪 排 涝 功 能 。 截 至 目
前，全镇 18 条村 （社区） 完成
水塘清淤 72 个，清淤水塘面积
10800 平方米，中小型灌区灌排
沟渠清淤 25000 米，河道清淤
8900 米，累计清淤疏浚物总量
391立方米，其中可用于肥料利
用和土地改良量100立方米，发
动投入工作人员 3000 人次，出
动钩机、运输车等机械累计 240
班次，全镇的水塘河道沟渠清
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走在了
全区的前列。

高度重视，高位部署。沙
琅 镇 对 利 用 冬 春 时 节 清 理 水
塘、河道、沟渠淤泥工作高度
重 视 ， 专 门 制 定 清 淤 工 作 方
案，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
长，镇长为第一副组长，班子

领 导 、 职 能 部 门 和 各 村 （社
区） 党组织书记为成员的工作
领导小组。在开展工作中，首
先对辖区内水塘河道沟渠淤积
堵塞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然后
对 全 镇 水 塘 河 道 沟 渠 划 片 分
区，制定挂图作战表，压实镇
领导班子挂片责任和村 （居）
委会属地责任，并定期通报各
村 （社区） 清淤工作进度。对
工作落后的片区，党政主职领
导亲自约谈提醒，促进了水塘
河道沟渠清淤工作的高效落实。

实地调研，分类指导。坚
持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沙琅镇
党政主职领导亲自带队深入一
线掌握实情，现场办公制定整
治方案，以镇农业农村办和规
划建设办为主体，实行分类指
导。在工作中，农业农村办负
责指导农村水塘、房前屋后小
微水体、农田灌排沟渠、中小
河道等清淤工作。规划建设办
负责指导城区内河涌 （渠）、黑
臭水体的整治工作。

多方动员，凝聚力量。在
落实工作中，按照政府主导、
乡贤捐助、群众支持的模式，
多管齐下筹集清淤资金超 10 万
元。结合“党建+志愿”“积分
制”，组织群众集中开展“村头
水塘我来清”“农田灌溉大家
清”系列清淤活动，鼓励村民
以工代赈，在全镇掀起清淤工
作热潮。

回 收 利 用 ， 实 现 “ 三

化”。沙琅镇将清淤疏浚物进
行分类挑拣，筛选出清淤疏浚
物垃圾杂物，余下淤泥回填田
间或树下用作肥料利用，实现
清 淤 疏 浚 物 “ 减 量 化 、 无 害
化、资源化”。一方面提升农
田肥力，提高种植效益，另一
方面有效杜绝乱堆乱放淤泥，
避免影响人居环境，造成二次
污染。

长效管护，长效保持。沙
琅镇将小微水体等简易清淤及
日常管理工作纳入村规民约，
强化村民清淤义务意识，做到
及时发现及时清。同时全面强
化环保宣传，引导村民自觉爱

护 水 塘 渠 道 ， 不 乱 扔 乱 倒 垃
圾、漂浮物、死亡畜禽、田埂
草等，真正做到把功夫下在平
时，抓在平常，护水清、促水
畅、享水利。

沙琅镇有关负责同志表
示，接下来，该镇将根据清淤
作战图，抢抓冬春农闲期、枯
水期的黄金时节，从现在起至
明年汛期前，全力攻坚全域水
塘河道沟渠清淤专项行动，落
实长效清淤管护机制，延续冬
修水利良好的农业生产传统，
切实保障好农业作业生产，全
力为来年农民丰收和推进“百
千万工程”奠定坚实基础。

指挥灯信号
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行；黄灯亮

时，不准行人通行，但已进入人行道的行
人，可以继续通行；红灯亮时，不准行人
通行；黄灯闪烁时，行人须在确保安全的
原则下通行。

人行横道信号灯
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过人行横道；

绿灯闪烁时，不准行人进入人行横道，但
已进入人行横道的可以继续通行；红灯
亮时，不准行人进入人行横道。

行人必须遵守的规定
行人须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

道靠右边行走；穿越马路须走人行横道；
通过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人行横道，须遵
守信号的规定；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控制
的人行道，要左顾右盼，注意车辆来往，
不准追逐，奔跑；没有人行横道的，须直
行通过，不准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有
人行过街天桥或地道的，须走人行过街
天桥或地道；不准爬马路边和路中的护
栏、隔离栏，不准在道路上推扒车、追车、
强行拦车或抛物击车。

行走时，哪些情况最危险呢？
（1）横穿马路很容易出危险。
（2）三五成群横着走在非人行道上，

这样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3）上、下班高峰过后，马路上车辆

稀少，因为路中车少人稀思想麻痹。麻
痹加麻痹就等于危险。

（4）行走时一心两用，边走边看书，
或边走边想问题，或边走边聊天，边走边
玩……这样做，可能车子不来撞你，你倒
自己去撞车子，因此也十分危险。

骑车安全
（1）不满 12 周岁的孩子，不能在道

路上骑车。这是交通规则规定的。
（2）不打伞骑车。
（3）不脱手骑车。
（4）不骑车带人。
（5）不骑“病”车。
（6）不骑快车。
（7）不与机动车抢道。
（8）不平行骑车。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

沙琅镇抢抓有利时机对水塘河道进行清淤疏浚

完成水塘清淤72个沟渠河道清淤34公里

沙琅镇修建水利项目现场如火如荼。通讯员 吴祖武 摄

■记者 周燕红
通讯员 李向华 黄宇辉

本报讯 1 月 6 日晚，由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茂名影
剧院承办的 2023 年度广东省高
雅艺术进校园（茂名市）演出活
动在茂名影剧院举行，来自广东
石油化工学院的师生共同观看
了精彩的原创大型历史人物剧

《冼夫人·义
结良缘》，感
受优秀传统
地方戏曲带
来的魅力与
震撼。

当晚，由
茂名市粤剧

团精心打造的原创大型历史人
物剧《冼夫人·义结良缘》倾情上
演。该剧目由中共茂名市委宣
传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市文化传媒集团组织策划，是一
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以作品
为载体传扬冼夫人精神的精品
剧作。其剧情紧凑、跌宕起伏，
鲜活生动地刻画出冼英和冯宝
两位“武智”和“文智”的人物形
象，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震撼人心
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在观看过程中，全场观众被
演员庞大的阵容、震撼的音效
和生动的剧情所感染，现场气氛
不断升温，集体报以热烈的掌
声。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大一的
学生小彭说：“我以前接触过黄

梅戏和木偶戏之类的戏剧，今天
看到这场历史人物剧跟以往看
到的很不一样，它的戏腔让人听
着很有意思，而且整个气场和服
道化都很吸引人，值得让我们细
细品味。”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
理学院辅导员张莹敏告诉记
者，受广电文化旅游体育局的

邀请，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组织了
经管学院、电信学院的学生前来
观看这场大型历史人物剧。通
过此次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有
效拓宽了学生的文化视野，进一
步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艺术素养，
同时也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
和弘扬。

据悉，本场高雅艺术进校园

（茂名市）演出活动是为了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落实中宣部、教育部、财政
部、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的“每年
让大中小学学生至少欣赏一场
戏曲演出”的目标，提升青少年
学子的综合艺术素养，推动地方
戏曲等高雅艺术的传承普及。

广东省高雅艺术进校园（茂名市）演出专场在茂名影剧院倾情上演

广油师生感受戏曲文化魅力

扫一扫 看视频

■记者 张伍 通讯员 方圆

本报报 自“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实施以来，高州市
泗水镇人大引导人大代表积极开
展“1368”活动，聚焦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深入基层一线，在田
间地头、项目现场，看成效、察民
情、听民声、找问题、思举措，为推
动“百千万工程”既出点子又出力
气，将“源头活水”注入群众的生
产生活，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深入群众听民意 建言
献策传民声

泗水镇是北运菜生产大镇，
先后被省评定为“北运菜生产专
业镇”和“无公害蔬菜生产基
地”。北运菜的丰收，离不开及
时、便利的水利灌溉的支撑，而泗

水镇大翰村的人大代表张日汉却
为此陷入了苦恼。原来是泗水河
大翰支流河道狭窄、淤积严重，淤
积河道已长约 10公里，严重阻碍
了周边农田的灌溉，周边农民已
颇多怨言，并向作为人大代表的
张日汉多次反映。为当好民意的

“传声筒”，张日汉在得知村民的
诉求后，协同彭国平等人大代表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对沿岸群众
进行走访。“走访后我更忧心了，
淤积的泗水河大翰支流不但阻碍
了农田的灌溉，更严重的是在暴
雨天气会造成内涝。”张日汉忧心
忡忡，在去年 10 月份的暴雨中，
泗水河大翰支流由于淤积而造成
的内涝淹没了道路，危及村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泗水河大翰支流的改造提
升工程的资金缺口较大，需要得
到上级的帮助，不能再拖了。”作
为高州市人大代表，张日汉积极
发挥“连心桥”作用，目前已协同
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调研讨
论，起草了《关于对泗水河大翰支

流河道进行改造提升的建议》，准
备向第十七届高州市人民代表大
会提交。

和美乡村建设争做表率

初冬的早晨，在泗水镇林丰
村，林永辉已经拿着铁铲在清理
村道旁的杂草和散落的垃圾，随
后周边居住的村民也在林永辉的
带动下加入进来。林永辉是林丰
村选出的泗水镇人大代表，担任
代表一职已有多年，在村里面很
有威望。“威望都是实打实做出来
的！”林永辉说道，以前林丰村的
村民面对乡村振兴的态度消极，
不响应不落实，为了改变这一现
状，林永辉等几位林丰村的人大
代表便带头落实乡村振兴，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

在开展初期，林永辉遇到了
很大的阻力，“村民们没有环境美
化的意识，觉得以前如此了以后
也不需要改变，不肯主动去做。”
但林永辉没有放弃，而是秉着“邻
里关系亲如弟兄、情同手足”的信

念找到了这项群众工作的突破
口，“一直以来村里面只要谁家有
困难，我都会伸手帮忙，人心都是
肉长的，长此以往，再固执的人也
会被感动。”林永辉就是这样把村
民当成了亲人朋友，多多倾听、好
好引导、掏掏心窝子，以水滴石穿
的态度化解村民内心的壁垒，引导
其加入人居环境整治，最终林丰村
展现出一派乡村振兴新风貌，惠及
15条自然村1000多户村民。

接地气解民忧 让民意
变满意

“这个月底洋凤路就可以通
车了！”来自泗水镇凤塘村的人大
代表崔锡仁满脸喜悦。他话里
的洋凤路，是连通泗水镇凤塘村
和谢鸡镇洋朋村的道路，在此之
前，两村之间只有一条单向崎岖
小路供上万名群众通行，而建设
一条宽阔道路成为两村群众共
同的愿望。

去年以来，乘着“百千万工
程”的东风，崔锡仁开始推动洋凤

路建设“提速”，但这并非是一蹴
而就的，道路用地纠纷、个别群众
不配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曾经
是推进洋凤路建设过程中的“拦
路虎”，而崔锡仁的制胜法宝就是
用心用情用智用劲。在此前的
洋凤路建设筹划中，崔锡仁对道
路规划选址的沿线群众进行一
一走访，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

“人大代表就得把群众当成朋
友，了解他们的想法，多多倾听、
好好引导、掏掏心窝子。”崔锡仁
说道。面对群众的各种诉求，崔
锡仁用真情用真心用智慧用巧
劲，一次又一次上门劝说，一件
又一件的日常好心实事，最终统
一了群众的思想认识，道路建设
用地全部由村民无偿捐献。

洋凤路终于在 2023 年 12 月
底通车了，实现了凤塘、洋朋两个
行政村上万名群众数十年来的夙
愿，较好地解决了两地群众出行
难的问题，促进了泗水镇、谢鸡镇
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推动镇
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高州泗水镇人大代表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田间地头听民声、思举措

聚焦“百千万工程”既出点子又出力

■记者 张伍 通讯员 彭春有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茂名滨海新区电
城镇召开的2023年岁末年初平安建设工作
会议上获悉，该镇全面分析当前形势，并就
岁末年初平安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该镇全体领导班子、派出所所长、包片民
警、镇驻村工作组组长、全镇副科级以上干
部、各村（社区）书记及治保主任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平安建设工作会议
精神，扭住关键持续发力，全力堵漏洞、补
短板、消隐患，坚决筑牢安全稳定坚固防
线，打造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稳定环境。

会议要求，要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
惩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增强群众安全感。
重点部署了三项平安建设工作任务，一是开
展住建房、消防、森林防火、渔业船舶、烟花
爆竹等方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尽最大努力防
范安全事故；二是开展土地、宅基地、邻里、
感情、劳资等方面的矛盾纠纷排查，力求全
面，加大化解力度，防止“民转型”；三是开展
电信诈骗窝点排查，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
治，坚决遏制涉诈犯罪高发态势。

电城镇部署岁末年初平安工作

筑牢安全稳定坚固防线

观众被精彩的舞台效果和演员们精湛的演技吸引住了。

演出剧照。本报记者 吴云杰 摄

■记者 文华春 通讯员 龙明志

本报讯 去年以来，共青团化州市委通
过“四个强化”，助推该市少先队社会化工
作高质量发展。

强化思想引领。团化州市委以“六一”
“七一”、国庆、建队日等重大节庆为契机，通
过主题队会、革命故事分享、“红色足迹”研
学实践、红色歌曲快闪展演等形式，组织开
展“学习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学习二十大 争做好队员”等主题教育系列
活动400场，少先队中队覆盖率100%。持续
组织全市中小学观看“红领巾 爱学习”网上
主题队课，覆盖少先队员17万人次。

强化选树典型。广泛开展“红领巾奖
章”争章活动。全市各小学均开展一星章
争章工作，市级已全面开展二星章争章活
动，244 个集体获评化州市“红领巾奖章
（集体）二星章”，1023 名少先队员获评化
州市“红领巾奖章（个人）二星章”。今年
来，该市少先队共 88 人、56 个集体获茂名
市级荣誉，少先队组织影响力进一步扩
大，组织文化更为彰显。

强化阵地建设。积极创建化州少先
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和化州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教育实践基地，充分
整合挖掘资源，设置红领巾图书角少先队
活动场所和空间，规范队室建设，为少先
队教育实践活动提供阵地。

强化队伍建设。举办“化州市少先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暨 2023 年少先
队工作培训班”，全市各中小学少先队辅
导员、专职队干、骨干老师等近 500 人参
训，实施“校外少先队辅导员能力提升行
动”，邀请专家、红领巾巡讲团成员为中心
辅导员开展专业培训；着力搭建交流平台，
开展红色基因传承、“石榴籽一家亲”等少
先队活动课程展示交流活动，提升校外辅
导员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

共青团化州市委

“四个强化”助推少先队
社会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