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把高质量发展作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
协调发展作出战略部署。2022年12
月8日，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作出实
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简称“百千万工程”）的决定，更好地
把县的优势、镇的特色、村的资源统
筹起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2023年，茂名市以
实施“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推广用
好乡村振兴“一四五”工作法，扎实推
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
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全市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53.08
亿元，总产值连续四年超千亿元，同
比增长4.8%。2024年，是省委正式实
施“百千万工程”的第二年，茂名市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突出城乡统筹，争
当“百千万”“排头兵”，并从“做旺产

业发展、做美城乡环境、做活改革赋
能”三大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一、在“做旺产业发展”方面
报告指出要“壮大现代农业”，

就是要把产业振兴放在乡村振兴重
中之重的位置，不断提高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

一要发展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
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首
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
力必须强。茂名始终将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作为头等
大事，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聚焦稳面积、提单产，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持续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
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粮食产量
在高位再增长。坚持农林牧渔并
举，做优做强生猪、罗非鱼、北运菜
等优势产业，有力做好“菜篮子”稳
产保供。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

食物供应体系，抓紧国家渔港经济
区、海洋渔业产业园建设，加快推进
海洋牧场，建设“蓝色粮仓”。

二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富
民强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
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 3
个字琢磨透。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的做法，在
育种、种养、加工、销售、品牌建设和
文旅融合等环节发力，把众多“小特
产”做成“大产业”。把县的优势利
用起来，依托“6+18”重大平台，通
过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链条
发展好“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特色
优势产业，引导各县域重点发展
1—2个主导产业，做大做强食品加
工和文化旅游两大产业。突出镇的
特色，打造各具特色、各具优势的镇
域产业。盘活村的资源，发展“农
业+”“工业+”“资源经济+”等新业

态。推广“两标一码一证一单”的品
控溯源体系，打造代表诚信品质的

“信”字号公用品牌。
二、在“做美城乡环境”方面
报告指出做美城乡环境要“以重

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我市将从人
居环境、人文环境两方面入手，建设
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和美乡村。

一是外塑乡村风貌。持续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推进厕所、垃圾、污
水处理“三大革命”，推进村庄绿化，
因地制宜打造农村“四小园”生态板
块，积极创建美丽宜居村。强化农
房管控“二十四字”方针落地落实，
做强6个示范墟，谋划培育好59个
典型村，抓好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构建美丽乡村新格局。统筹推进农
村供水保障、“四好农村路”建设、农
村电网巩固提升、农房改造等工作，
解决农民最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

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缩小城乡
“数字鸿沟”。

二是内化文明乡风。优化农村
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
强化县城综合服务功能，推动服务
中心下沉到农村。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持续构
建“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
系，做实基层社会治理八项重点工
作，推广“清单制”“积分制”做法及
接诉即办的数字化治理方式，促进
乡村治理，培育文明乡风。

三、在“做活改革赋能”方面
报告指出做活改革赋能要“持

续深化和不断创新“小切口”改革，
激发县镇村发展活力”，当前，茂名
正处于整体实力跃升的关键期和窗
口期。茂名要实现新跨越关键还是
要靠科技、改革。

一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抓好

农村宅基地、乡村职业经理人、农房
管控、生产托管服务、土特产定制等

“小切口”改革，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动力。探索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
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
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实现
路径，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推动政经分离，引入农村职业经理
人，成立“强村公司”，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二要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围绕“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等特色
产业和粮食、水果、畜牧、渔业等行
业，聚焦品种培育、物流保鲜、精深
加工等领域开展科研攻关，推动农
业全产业链条升级。以建设“罗非
鱼出口大市”为切口，统筹用好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拓展
现代农业科技交流合作渠道，不断
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

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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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在中华传统节日的春节中，人们有给
小孩或者长者压岁钱的传统民间风俗。
压岁钱原本寓意是“辟邪驱魔，保佑平
安”。给小孩的压岁钱表达的是对晚辈的
爱护和美好祝愿，快高长大，聪明伶俐；给
长者的压岁钱表达的是对长者的孝敬，祈
福长辈增寿添福，健康开心。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地方的
压岁钱红包越包越大，攀比之风盛行，把
压岁钱的多少当做判断人情亲疏远近的
标准，给一些人带来了经济负担和精神困
扰，“压岁钱”变成了“压力钱”。 日渐变
味的压岁钱，为喜庆的年味蒙上了一些不
和谐的色彩。我们很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要树立正确的压岁钱观念，弘扬优秀的传
统春节民俗文化，少一些攀比，让压岁钱
真正回归爱的本意。

压岁钱用红包装着，契合春节的喜庆
氛围，红红火火，大吉大利。广东人把压岁
钱红包叫“利是”，又称“利事”，寓大吉大
利、好运连连之意，这与传统文化中压岁钱
的本源涵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比稍带贿
赂意味的“红包”一词，此名称值得推广。

压岁钱的意义大于面子。一言蔽之，压
岁钱本身是一种心意，讲究一个好彩头，既
然如此，就不应该太过计较具体的数额。家
人可以相互商量一下，照顾一下经济困难的
家庭，统一给小孩和长者压岁钱的金额，不
用为了面子而给自己增加过多的经济压
力。孝敬长辈的压岁钱可以多一些，而给小
孩的则可以考虑少一些，如果给小孩的压岁

钱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弄丢或者乱花而代
收了孩子的红包，如果压岁钱少，就可以避
免这种情况，小孩也会因收到本属于自己的
压岁钱而高兴，充分享受春节的快乐。

正确认识压岁钱的意义远比收到多
少压岁钱重要。有一个家长对待孩子收
压岁钱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他教育孩
子，当大人给压岁钱，一定要表示感谢，说
恭喜发财，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等恭祝话
语，双手接过压岁钱利是后，就放进袋子
里，回家后再统一打开，特别提醒孩子不
能当面拆封利是。因为有的长辈给得多，
有的长辈可能给得少，就有可能让孩子产
生非常不必要的攀比、炫耀心理。更重要
的是，也要让孩子们正确认识压岁钱的意
义，不能让这笔钱成为“不劳而获”的代
表，而要让他们明白其中承载的爱护和关
心，并且教导他们用实际的行动去回报长
辈们付出的爱。否则，压岁钱给得越多，
反倒越有可能偏离其本意。

树立正确的压岁钱观念，形成良好的
社会风尚。事实上，近年来全国多地正通
过各种方式引导人们合理给压岁钱，将

“压岁钱”不变味纳入村规民约是目前最
主要的方式。如何借助压岁钱利是倡导
好的家风家教，既让孩子们懂得感恩，也
为给利是的大人减轻负担，让全社会的人
都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也知道家人之间
的互相关爱远比金钱来得重要。这些不
应该被遗忘，也不能被抛弃，因为这就是
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魅力所在。

树立正确的
压岁钱观念

周平（茂南）

在圩镇建设和农房风貌提升中，要
调动群众参与美丽圩镇建设和农房风
貌提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
出现“政府干、农民看”的“两张皮”现
象，让广大群众真正成为美丽圩镇和农
房风貌提升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一、尊重群众意愿，保护群众的切
身利益

群众是最讲实际的，圩镇建设工作
做得好不好，关键要看镇区的群众高兴
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推进美丽圩镇建
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办实事、讲实
效，真正惠民生、暖民心，坚决反对搞形
象工程、做表面文章。要尊重圩镇群众
的真实意愿，可以建立线上或线下的参
与平台，如社区论坛、微信群等，让群众
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和建议，共同讨论如
何推进美丽圩镇建设和农房风貌提升
工作等，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感。如高州
市曹江镇充分结合当地群众的要求，大
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在高凉墟沿
线河畔夜市，吸引了50多户商铺、100多
个流动摊档，当地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
业创业，实现“打造一条墟、带动一大
片”。再如“球场、小广场、小公园”的选
址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镇政府不能
大包大揽、代替群众选择；更不能搞强
迫命令，干任何工作都不能劳民伤财甚

至侵害群众的利益，如有些镇政府为方
便停车，把停车位划到了群众的家门
口，影响了群众的基本出行，这本末倒
置了。

二、抓实宣传教育，变群众“看戏”
为“唱戏”

注重从思想认识上教育引导广大群
众，广泛吸纳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
老党员、志愿者等人员组建宣讲队，深
入街头圩尾、群众家中，向群众宣讲“百
千万工程”十年远景的美好圩镇生活，
宣传美丽圩镇和农房风貌提升的重要
性和意义，把高深的理论变成群众通俗
易懂的浅显道理，将书面语变成家常
话，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让群众当

“主角”、唱“主戏”，改变以往“镇点了
菜，群众不动筷”的被动局面。信宜市
钱排镇推进沿街建筑外立面风貌整治，
把群众变为“主角”，群众主动拆换防盗
网 10000 多个，拆除铁皮屋 200 多间，成
功打造一条美丽示范主街，累计改造房
屋外立面4000多栋，形成房屋外立面提
升样板。

三、善用“激将法”，激发群众的“面
子”意识

有些圩街群众喜欢“攀比”，不甘心
落在人后，组织发动群众要善于调动这
股“求胜欲”。高州市根子镇对农房风貌

提升就运用了这一方法，桥头村分别按
照80元/平方米、110元/平方米两个标准
对实施改造的农户进行奖补，对完成的
家庭进行奖补。同时发挥教育、农业农
村等部门力量，通过在属地镇村学校开
展“我爱我家”“美丽家园”等评比，结合

“绿美茂名”行动，营造群众“比学赶超”，
建设美丽家园的氛围。茂南区金塘镇圩
镇在主街道重点地段采取“三线”下地改
造（即供电、通信、有线电视等线路），对
积极配合的商户，在文明商铺评比中给
予加分，整治后的“三线”从以往架在空
中的方式改为全部埋入地下的方式，空
中“蜘蛛网”现象得到有效解决。

四、转换角色，镇村干部要从“指挥
官”变“战斗员”

镇村干部要主动作为、率先垂范，
“扑下身子”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做到“帮你干”到“一起干”的转变，变

“大包大揽”为“拧成一股绳”。在我市
高铁沿线农房风貌提升工作中，茂南
区坚持“点、线、面”齐发力，“以干带
群”多维度整治。实行“责任到人、包
干到户”，羊角镇黎明村的党员干部主
动带头，对自家的房屋主动提升；通过
干部主动带头，引导群众通过对房屋

“勾轮廓、美外墙、添腰线”方式针对性
实施农房微改造。

美丽圩镇建设和农房风貌提升
要积极发动群众参与

茂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