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报道，在电白
区马踏镇的龙湾村，有一片占
地 50 亩的农田，那里是马胜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在冬日
的暖阳下，远山层峦叠翠，田野
青翠欲滴，一片生机勃勃的景
象。在这片田野中，一排排整
齐的支架上爬满了豆角藤蔓，
一群穿着水鞋、戴着草帽的退
役军人正在地里辛勤地劳作。

这个合作社是由林进荣和
战友们在2023年共同出资成立
的。他们看到了许多退役军人
在家乡面临就业难题，因为他
们大多出身农村，有着丰富的
农业知识和经验，但却因为年
龄问题而难以找到合适的工

作。于是，林进荣和战友们决
定一起成立马胜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帮助这些退役军人解决就业问
题，同时也为家乡的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他们以“退役不褪色、建功
新时代”的信念为动力，在平凡
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情。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退役不褪色”的军人本色，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他
们的努力和付出，不仅让自己
成了家乡发展的积极参与者，
也为其他退役军人树立了榜
样，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到乡村
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我们知道，许多退役军人
在回到家乡后，他们依然保持
着军人的优良品质和精神风
貌。他们政治素质过硬，有远
大的理想和家国情怀。他们
充满豪情壮志，大干苦干，用
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家乡的
发展贡献力量。他们敢于创
新、敢于尝试，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的
军人本色。

马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成 功 案 例 充 分 证 明 了 这 一
点。他们的产品质量可靠，信
誉度高，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
认可。他们的努力和拼搏精
神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呈现

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他
们的成功不仅为自己带来了
荣誉和财富，更为家乡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退役军人们牢记党的宗
旨，反哺家乡，为民造福。他们
用实际行动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带领当地群众推动家乡发
展。只要我们有信心、有毅力,
有创新精神，就能克服一切困
难，创造佳绩。我们要学习发
扬退役军人的优良传统和精神
风貌，让“退役不褪色”成为我
们永恒的追求和信仰。我们要
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展
身手，为家乡的发展贡献更多
的力量。

“退役不褪色”助力乡村振兴
刘广荣（信宜）

茂名日报报道，镇江镇为
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推
广“有喜事，来种树”的特色造
林活动，近日组织干部群众到
朋山村委会陂头村开展 2024
年义务植树活动。这种加快
绿美生态建设的举措，实在值
得点赞。

“有喜事，来种树”的特色
造林活动，为生态文明建设书
写了喜人的答卷。它让植树活
动不再局限于植树节，而是成
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生日
植一株，结婚种两棵，升学栽几
棵树……在过去的 10 年中，镇
江共种下“喜事树”6万多株，植
树造林近2900亩。这种人人参

与、全民行动的种树活动，不仅
增绿了“喜事林”，更从精神文
明的角度带动了当地群众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保护生态
环境，营造向上向善的良好氛
围。同时，从物质文明层面来
看，这种活动也极大地减少了
铺张浪费，让绿水青山带来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

“有喜事，来种树”。前人
种树，后人乘凉，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据报道，这种新型的
文明风尚正在各地不断推广。
让我们携手前行，牢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幸福理念，
共同建设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
丽家园，让天更蓝、地更绿、水
更清。

特色造林活动值得点赞
雁翥(信宜)

“杀熟”
图/文 刘志永 杜燕盛

据法治日报报道，北京
市民林雅（化名）在 1 分钟
内接连登录了某款 App 的
两个不同账号，同样时间、
同样地点、同一航班，两个
账 号 显 示 的 价 格 分 别 为
930 元和 600 元，“930 元的
是常用的高等级账号，600
元的是低等级账号但并非
新注册账号”。林雅说，她
当时立即致电客服，对方
称是网络波动、系统异常
或 设 备 差 异 等 原 因 造 成
的。林雅对这样的解释无
法接受。有人认为这是一

种“杀熟”行为。
大数据杀熟是一种严

重背信行为，不符合道德要
求，更违反法律要求。消费
者基于信任使用平台，不再
货比三家；平台企业为了追
求利润最大化，对熟悉的顾
客提供相对较高的价格，甚
至歧视性待遇，属于典型的
不诚信行为。作为消费者，
要保持警惕和理性，尽量货
比三家，要了解自己的权益
和商家的义务。同时，监管
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和规范，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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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日报日前报道，据国家统
计局茂名调查队提供的数据，2023
年我市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为突破口夯实粮食产能基础，牢
牢守住粮食安全基本盘，粮食产量
达153.21万吨，创近11年最高水平。

在暖饱早已实现、食品多样化
满足生活需求的年代，人们或许对
粮食收成的关注度已经下降，但粮
食供给安全依然是国之大者。尤其
作为农业大市，茂名坚定扛起保障
粮食安全的责任，实现粮食产量在
战胜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影响中稳
中有增，彰显了惠农利民的时代使
命，对在更高站位上加快实施农业
强市战略上，给予我们有益启示。

实现粮食安全必须坚定不移守
住耕地红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
出，必须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耕地不仅是农民安身立
命之本，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与副
食品供应，而且与城市经济的韧性
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作为广东
省首个农业产值超千亿元的地级

市，市委市政府守住耕地总量红线
不动摇。在城市扩容提质和大批工
业项目落地的态势下，实施对闲置
和撂荒土地复耕复种、增加基本农
田面积等有力措施，确保农田总量
不减，体现了“无农不稳”的时代性
内涵和推动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
变的坚定决心。去年我市粮食播种
面积 376.9 万亩，比上年增加 1500
亩，就是对此富有说服力的印证。
我市虽为农业大市，但人均耕地不
到半亩，在工业化提速和城镇化加
快的背景下，珍惜与善用耕地，不仅
要有履行国家土地法规的定力，还
要有保护和扩大耕地的智慧。我市
自然资源部门用好省市政府支农惠
农政策，推行垦造水田，将原来地力
贫瘠、用水不便甚至被撂荒的旱田，
改造成为标准化的“田成方、路成
框、渠成网”的高效农业区，2023年
形成垦造水田21984亩。茂南区盘
活沉睡土地资源，全区 16000 亩撂
荒地全部复耕复种，变成了实现连
片营运的高产田。由此可见，粮食

产量创新高的背后，是守护耕地的
担当与韧劲。多渠道复耕撂荒地，
营造高产田，既挖掘土地潜力改善
农业结构，又极大拓宽集约用地空
间，为我市重点项目和产业强市建
设提供用地支撑，是既保障粮食安
全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务实路径。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实现粮食安
全的有力保障。我市去年粮食生产
创历史新高，在遭受强台风强降雨
情况下，稻谷亩产仍达800斤以上，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位哲人
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以良田守
护米袋子，对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至关紧要。高标准农田具有土地
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电配
套、生态良好、早涝保收、高产稳产
的特点，不仅具有较强的抗灾能力，
而且亩均粮食产能比一般农田提高
1成至2成。近年来，我市有序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去年新建高标准
农田4万亩，改造提升8万亩已基本
完工，逐步使农田达到高产稳产，全
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茂名高新

区在化州异地改造的 1033 亩高标
准农田，由一片零碎低效的旱地变
成高产良田，水稻亩产达900斤，产
值 180 多万元。同时，建设高标准
农田不仅能增强农业发展综合实
力，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而且为
构建良好农业生态、推动乡村振兴
注入更多底气。据农业部门提供的
信息，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耕地流
转率平均提高 15%到 20%，耕作机
械化水平平均提高 10%至 20%，让
种粮农民有钱赚成为现实。同时，
高标准农田“旱能浇、涝能排、路相
通、沟相连”，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明显
提升，有利于构建环境友好的粮食生
产发展模式。据茂南区农业局介绍，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通过田间道路
升级改造、小河流生态治理、灌溉系
统升级改造等，既补齐了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短板，又满足了高质量粮食生
产需求。因此，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
契机，探索管护与利用高标准农田新
路径，发挥高标准农田的资源优势与
生态优势，应当成为推动粮食生产着

力点之一。
实施土地规模化经营为粮食种

植注入新动能。没有一定的规模，就
没有相应的效益，是现代经济一条重
要规律。推行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流转，促进农田集中连片经营，对提
升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撬动
作用。我市通过实施财政奖补政策，
支持农村经济组织开展土地预流转，
提升土地利用率，全市承包土地流转
面积155万亩，流转率达60%，为实施
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
在高州市，九个国家级、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实现了成片集约经营，成为
粮食规模化生产的龙头。在顺达现
代农业产业园，投入5000多万元建设
的丝苗米生产线，拥有全省领先工艺
技术，只需 5 个人操作，日产达 200
吨。正是这样的现代化企业，串联起
省级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生产、加
工、科技、流通全产业链，使高州水稻
生产潜力得到释放，从水稻产量第一
县走向丝苗米产业第一县。同时，与
土地流转同步实施的生产托管对推

动粮食生产应用先进技术，实现标
准化、规模化、机械化成效显著。我
市有序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鼓
励买农机用农机，大力推广粮食烘
干机、水稻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
微耕机等新型适用农机，建立农机服
务组织74个、农机专业合作社44家、

“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联合
体21家。2023年全市农作物耕种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58.1%，水稻耕作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79.2%。为应对强
暴雨等灾害天气建设的烘干中心拥
有烘干机 95 台，总日烘干能力达
1556吨。可见，土地集约经营和应
用先进技术，使粮食生产从汗水农业
走向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

“百千万工程”，展现蓬勃活力和美好
前景。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茂名粮食产量创新高的成果，凝聚
着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也激励我
们以此为新起点踔厉奋发，不懈努
力，筑牢粮食生产“压舱石”，展示广
东农业第一大市风采。

茂名粮食产量创新高的启示
特约评论员 蔡湛

乡村振兴大家谈

◀上接01版“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
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但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人精心呵护它
们，保留下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一
是平安稳定，一是有强烈的民族文
化保护、建设的意愿，再有有这个能
力。条件具备了，那就及时把这件
大事办好”。

这又何尝不是对敦煌的寄语？
近 400年无人管理，历经战乱、

偷盗、破坏……走过无数个日升月
落，历经多少次九死一生，敦煌石窟
才终于来到今天，在新中国的阳光
下，明珠拂尘、重现光彩。

在敦煌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
行走在莫高窟窟区。洞窟外加固后
的崖体，与周边风貌浑然一体。

赵声良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
上世纪 60年代初，在国家十分困难
的条件下，中央拨出巨款开展莫高
窟危崖加固工程，抢救维修了莫高
窟。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财政拨出
专款，极大改善了敦煌研究院职工
的工作生活条件。

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照，凸显
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伟大时代的
波澜壮阔。

敦煌研究院内的国内首个文物
保护领域多场耦合实验室里，敦煌
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专
心记录着各项数据。

实验室自 2020 年正式投运，分
为夏季仓、冬季仓和风雨仓，可模
拟-30℃到 60℃、10%至 90%相对湿
度的环境。从莫高窟等地取来的土
石样品将经受各种气象条件的考
验，从而揭示石窟寺风化的奥秘，有
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

“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运用先进科学
技术提高保护水平”……总书记的勉
励，一直鼓舞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
当、开拓进取”——习近平总书记讲
述的莫高精神正代代传承。莫高窟
历尽沧桑的壁画前，殷墟遗址的考
古工地上，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
与修复馆里……千千万万的文脉守
护者，悉心呵护着中华大地上的文
化瑰宝。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
相连。

在福建全力保护三坊七巷、拨
款支持鼓浪屿八卦楼修缮工作，在

浙江保护良渚遗址这一“实证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老文脉矢志
不渝的保护，让登得上城楼、望得见
古塔、记得住乡愁的文化长卷在中
华大地上徐徐展开，让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前景无限荣光——

“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啊！是非
常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将来
传下去，还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
千年。”

“讲好敦煌故事，传播
中国声音”

甘肃兰州，读者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一楼中厅展柜上，2022 年推
出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格
外醒目。

2019 年 8 月 21 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考察调研，在这里，总书记再次提起
了敦煌。

副总经理富康年回忆说：“习近
平总书记提到，敦煌文献涉及方方
面面，是丰富的历史资料。这几年，
我们积极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要求，
出版了一大批与敦煌、简牍相关的

图书。”
敦煌藏经洞，记录着一段“吾国

学术之伤心史”。
1900 年，藏经洞被发现。彼时

国力衰微，无数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在莫高窟藏经洞参观时，习近

平总书记主动讲到王圆箓道士发现
藏经洞的经过。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家强盛才能文化繁荣。”

2023 年 4 月，“数字藏经洞”上
线，数字孪生技术复原了洞窟实体
与所藏文物。

动动手指，用户便可扮演不同
角色，“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
时期，与洪辩高僧等历史人物进行
互动，感受洞窟营造、放置经书等不
同场景，沉浸式体验敦煌文化。

“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
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在习
近平总书记的勉励下，“数字敦煌”
一步一个脚印，正变成现实。

敦煌，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
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
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
想、宗教、艺术、文化在此汇聚交融。

使者张骞凿空西域、萨埵太子

舍身饲虎、反弹琵琶乐舞千年……
历史长河奔涌，莫高窟数百个洞窟
中栩栩如生的壁画上，留下了文明
交流互鉴的鲜明印记。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
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
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
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
怀。”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

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
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
吸收各种不同文明；只有心怀自信的
民族，才能在历史潮流激荡中屹立不
倒，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敦煌，正
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不朽见证。

带着这样的包容与自信，敦煌
以开放的姿态走向未来。

回顾敦煌学百年，从早年重文
献，到后来补史、证史，而今，学者们
正努力更进一步，让“冷门绝学”不
绝、“国际显学”更显。

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郑炳林
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敦煌通史》的
编写情况。如今，这套书已经出版，
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参考。

从敦煌保护实践中总结提炼出
的相关保护理念与技术，正在走向
更加广阔的舞台。敦煌研究院院长
苏伯民说，这些理念与技术已应用
在 500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
中，并开始走向吉尔吉斯斯坦等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

饱蘸历史之墨，书写新的历史。
当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以数字

化方式回归故里，当古老壁画中的
九色鹿经由文创产品“飞入寻常百
姓家”，当《丝路花雨》的翩跹舞蹈惊
艳世界，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
国外”的局面被彻底改变……“讲好
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期待正
一步步变为现实，古老文脉在新时
代焕发勃勃生机。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召唤下，古老的敦煌绽放青春的
芳华，为亿万中华儿女积淀着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记者 向清凯、施雨岑、王鹏、
张钦、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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