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突出产业强市，下好兴实
业“先手棋”

大力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
地，加快盘活低效用地。提前谋划
加强指导。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提
前制定各地年度处置目标任务，制
订供地计划，争取在 2024 年 11 月
底完成各项处置任务，全力争取新
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完善长效工
作机制。实行“标准地”供应、推动
实现“交地即开工”，协同推进招商
引资与消化处置工作，有效减少批
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加强督促考核
力度。严格落实奖惩机制，对未按
期完成年度处置任务的地区，暂停
办理除省、市重点项目以外的其它
项目用地报批，并对照省的处置办
法扣减该地区下一年度用地指标。

二、突出城乡统筹，争当“百千
万”“排头兵”

紧密围绕省委实施“百千万工
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大局，
聚焦“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多
措并举调动各方资源力量，共同做
好“百千万工程”要素保障工作。

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
全底线。全面落实耕地“占补”和

“进出”双平衡制度，加快垦造水田
项目和补充耕地项目的实施，加强
耕地保护监测监管。在保障我市
涉及耕地的建设项目用地报批工
作的同时，确保我市耕地总量不减
少、质量不降低；全力推进耕地恢
复、耕地保护“田长制”建设等工
作，确保完成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并建立智慧耕保系统，
形成多方共同保护耕地的新格局。

发展海洋经济。深入贯彻落
实省关于全面建设海洋强省工作

部署，制定我市《全面建设海洋强
市两年行动方案（2024-2025）》。
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
用足用好中央和省支持海洋牧场
的用海政策，强化用海服务保障，
优化用海审查报批，对于50公顷以
下开放式养殖用海简化用海审批
程序，不再要求提供用海论证材
料。同时实施并联审批和开通绿
色审批通道，提升审批效率。

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农房管
控，助力推进美丽圩镇建设。深入
贯彻落实好“一户一宅、建新拆旧、
带图审批、现场办公、管好工匠、管
住材料”要求，推行全市宅基地和
农房建设审批系统建设及使用，实
现数字化管理，切实提升宅基地建
房审批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深
入开展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执行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长牙齿”的
硬措施，切实减少存量、严防新增，
以“零容忍”态度坚决遏制全市违
法占用耕地建房行为，为土地要素
提供坚实保障。

做活改革赋能。高标准实施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加快推
进我市三个镇级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试点实施，这些试点包括国家级
试点羊角镇，省级试点曹江镇和杨
梅镇。立足市情，谋划推动高州市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试点，重点
开展增减挂钩、拆旧复垦、低效用
地开发等建设用地整理工作。同
时探索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集
聚提升搬迁撤并类村庄和零星农
村居民点。此外，还推动金山工业
园区集聚发展，并同步有序推进镇
江镇“千亩方、万亩方”耕地集中整

治等农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修复
工作。在选择其他镇（街）进行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时，优先考虑茂南
区金塘镇，信宜市钱排镇、怀乡镇，
电白区沙琅镇等省“百千万工程”
典型镇及各县区潜力较大、特色亮
点突出、群众意愿强、工作基础好、
土地权属清晰、具有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用地需求的镇（街），支持做
好申报并编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实施方案。

三、突出精明紧凑，做好拓城
建“大文章”

为了进一步推进城市高质量
发展，中共茂名市委十二届四次
全会提出了“两轴—两个圈层”的
规划发展思路，通过构建紧凑型城
市，实现各组团协同作战、融合发
展的新局面。

“两轴”指贯通南北、连接东
西，其中，南北以茂名大道为中央
发展轴;东西以滨海旅游公路为滨
海发展轴。“两个圈层”指以高铁片
区为枢纽，依靠枢纽聚要素、强功
能，提高首位度，增强辐射带动力，
融合城市北、中、南“三个组团”构
建第一圈层，周边30公里范围内电
白、高州、化州、滨海新区一体化发
展第二圈层的空间布局。

共青河片区“三横三纵”、高铁
片区“一横四纵”：通过共青河片区

“三横三纵”、高铁片区“一横四纵”
路网建设，全力以赴保障2025年广
湛高铁通车运行和 2026 年省运会
顺利举办，同时为高铁片区与共青
河片区重点项目落地做好基础支
撑，加速两大片区开发建设快速成
型成势。共青河片区“三横三纵”
指曙光路、奥体大道、太和大道、好

心大道、大德路、大同路。高铁片
区“一横四纵”指一横百越大道、良
德路、李乡路、橘乡路、云开大道。
一环八纵十横：以高铁片区为核
心，完善第一圈层内“八纵十横”方
格交通路网，实现圈层内组团间的
快速连接，同时，加密组团内部道
路建设，打通断头路，实现内部路
网畅通，从而提高中心城区首位
度，促进北中南东四个组团融合发
展。“一环”指构建复兴大道延长
线-包茂高速分界连接线-海丝大
道北延线-G325 改线-海丝大道-
海城路-西部快线南延线-西部快
线-G325改线-S283改线第一圈层
外侧快速交通环状路网。“八纵”指
环市西路-西部快线、红旗路-茂
水路、中德大道-工业大道南、茂名
大道、东环大道、潘州大道、包茂大
道、电白迎宾大道。“十横”指复兴
大道、油城路-茂东快线及其东延
线茂化快线-站北路、茂南大道及
其东延线、南环大道、解放大道、中
山大道、市民大道、G228 国道改
线、G228 国道。一环八射：通过增
加圈层之间交通通道，实现由单一
通道向多通道的转变，推动城镇化
率的提高，加强第一圈层与高州、
化州、信宜和滨海新区的联系，加
速产业聚集的进程，助推打造乡村
振兴新样板。“一环”如上所述。“八
射”指规划建设辐射高州的省道
S280(茂名大道)快速化改造、潘州
大道北延线和红旗北路北延线三
条通道，规划建设辐射化州的茂化
快线快速化改造、复兴大道西延线
和市民大道西延线三条通道，规划
建设辐射滨海新区的博贺大道西
和广东滨海旅游公路茂名段两条

通道。
“茂名新城”是顺应城市组团

“融”的趋势，以交通先导和生态纽
带，将松散割裂的共青河片区、高
铁片区、茂东片区等合而为一，是
城市向东向南靠海发展历史逻辑
下的空间重塑。

加快交通路网“链城”步伐。
交通串联人流、物流、商流，是拉开
城市框架、链接片区的重要抓手。
要系统完善“第一圈层”主次干支
路网，加快市民大道扩建工程、茂
名大道快速化改造，推进潘州大
道、油城十路和茂东快线改造工
程，抓好东环大道建设及包茂大道
扩建谋划，更好支撑组团相互融
合。聚焦“微循环”，推进共青河片
区“三横三纵”、高铁片区“一横四
纵”、茂东片区路网建设，建设面向
未来的快速便捷的城市道路，带动
要素向“第一圈层”汇聚，促进片区
加快完善、尽快成型。

加快生态纽带“缝城”步伐。
精心打造袂花江滨江生态公园、共
青河生态湿地公园、寨头河公园、
环湾湿地公园，构建袂花江“一江
两岸三带”景观，以高品质郊野公
园串联城市空间，加快片区缝合融
合。对“五大节点”结合部、主次干
道两侧裸露地块实行简易绿化，适
度布局小区、4S店、餐吧等业态，抓
好茂名大道、深茂铁路、广湛高铁
等重要通道沿线风貌提升。统筹
管控城市天际线，加强建筑形式、
色彩、材质等控制，做好街道界面、
景观节点、地标建筑等要素设计，
把茂名文化标识融入城市设计，打
造自然色和人文美相得益彰的城
市景观。

加快功能配套“兴城”步伐。
按照“紧凑型城市”理念，科学划定
城市开发边界，高效集约利用土地
和空间资源，努力让有限的土地承
载更多人口、产业和经济总量。在
市民大道以北、包茂大道沿线谋划
产业集聚区，布局与城市相融性强
的轻型化、环保型、智能型现代产
业。要以完善的城市功能留住人，
将高品质公共服务配套作为集聚
优质要素的磁力之源，前瞻性向

“第一圈层”规划布局教育、医疗、
文化、体育等配套设施，实现核心
片区率先突破、率先成势。共青河
片区加快奥体中心、省实茂名学校
高中部、行政服务中心等建设。高
铁片区加快茂名南站、市属国企总
部建设，推动农商行总部、联通总
部尽快落地，围绕总部经济打造茂
名CBD。茂东片区要提速开发、完
善路网，打造繁荣的商业圈和活力
的居住圈，加快向南拓展。

四、突出绿色发展，做好护生
态“加减法”

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发展道路。立足部门职责，
通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全市生态承载力明显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加
强规划引领，扎实推进《茂名市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 一 2035
年)》编 制, 优 化 国 土 空 间 生 态 格
局。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生态保
护修复重点工作。积极开展矿山
治理复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加快实施滨海新区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确保生态文明的可持
续发展。

做好要素保障，争当“百千万”排头兵
李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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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春节期间，电城春节民俗文化巡
演活动火爆上线，现场图片、视频刷爆
微信群、朋友圈、各短视频平台，可谓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本土民俗与观众
传递的似火热情。中断 40 年的电城
高脚狮舞、鳌鱼舞、麒麟舞、凤鸡舞“四
瑞”春节重游喜提满堂彩，近年风头正
劲的妆春、博贺咸水渔歌等市级非遗
也收割不少粉丝。如果有一个属于电
城的热榜，春节民俗文化巡演活动无
疑是大赢家。

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在这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时代，

各种外来文化、流行文化充斥着我们
的生活，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被不断
压缩。有朋友说，“电城大年初一热闹
非凡，而我这里冷冷清清。”一赞一叹
之间，仍然折射出春节的生存困境，不
是所有的本土民俗都能在春节璀璨绽
放，不是所有地方的年味都有传统年
味。本土民俗作为中华文化的根基，
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是民
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的源泉。它不应
该在日常生活中缺位，更不应该在一
些重要的传统节日中束之高阁，只当
成历史悠久的证据，而应该以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复活，以人民群众
触手可及的样子复活。让电城“四瑞”
重现街头，让庄垌妆春走向广场，让咸
水渔歌唱响滨海，就是本土民俗的复
活时刻。只有这样，本土民俗才真正
成为滨海文化的根基，成为滨海文化
自信的源泉。

茂名滨海新区是真正山海并茂的
地方，更有一城一山一海的典型格局，
本土民俗丰富多彩。正如“四瑞”、妆
春、渔歌体现共同的美好祝愿一样，这
些本土民俗不仅反映了新区人民的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是滨海新区文
化传承的生动载体，能够在潜移默化
中传递着新区城山海文化的核心价
值，增强文化自信。《电城镇关于成功
举办2024年春节民俗文化巡演活动的
感谢信》中指出，本次活动“既增强了
电城镇居民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也
向外界展示了电城镇深厚的民俗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让电城成了
本次春节的‘璀璨明珠’”。当从文化
价值的角度来审视本次春节民俗文化

巡演活动时，我们不难发现其成为赢
家的原因。

记得滨海作协在成立之初，曾进
行过“年味”征文活动，从来稿看，年味
更多是过去的年味。有读者感慨，不
看文章都不知道，以前过年时自家还
打炒米饼的，打炒米饼时的全家总动
员是最美的团圆。确实，现在还有谁
会在春节时打炒米饼呢，谁还能体验
到打饼时暖暖的年味呢。传统年味的
消失，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一代对本土
民俗的不了解、不参与所致，本土民俗
在不断消失所致。本次春节民俗文化
巡演活动收获赞美的另一个原因，就
是本土民俗进校园，让年轻人扛起传
承本土民俗的大旗。去年圣诞节期
间，我惊讶地发现，商场的圣诞树少
了，校园的圣诞帽没有了。可以说一
顶圣诞帽，承载起一个圣诞节。什么
时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换成“秋天
的第一个芥菜包”，电城本土文化就活
过来了。当然，电城“四瑞”在这个春
节复活了，但远非“四瑞”的真正复活，
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什么时候
儿童手中的玩具由超人、凯蒂猫、海绵
宝宝变成高脚狮、鳌鱼、麒麟、凤鸡、好
心宝宝，什么时候学生书包的卡通形
象由超人、凯蒂猫、海绵宝宝变成高脚
狮、鳌鱼、麒麟、凤鸡、好心宝宝，滨海
新区本土文化才真正活过来。让沉睡
的本土民俗复活，让复活的本土民俗
走进年轻一代，让年轻一代承担起传
承本土民俗的重任，才能让年味恒久，
让年味永葆传统的味道，才能让本土
文化真正活得长久！

复活本土民俗，让本土民俗服务经
济、文化、民生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各部门、更多人更
多的耐心与信心、更多的付出与执着，
要动起来。为挖掘、传承新区文化，在
张慧谋老师的直接参与、指导下，滨海
新区成立了民俗文化协会。在民俗文
化协会的努力下，滨海新区申报的市级
非遗项目成倍增长，滨海新区文化部门
还指导积极开展非遗项目进校园活动，
这些都为本次春节民俗文化巡演活动
打下坚实基础。本次春节民俗文化巡
演活动的成功启示我们，根深蒂固了，
花开结果自然水到渠成。

本土民俗
的活与动

邵留生（滨海新区）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
为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关于推进
绿美生态建设的部署要求，新春
佳节期间，我市多地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抓住当前有利时机，
积极投身乡村绿化工作，广泛开
展“我为家乡种棵树”主题植树
活动，全力推进绿美广东、绿美
茂名生态建设，助力“百千万工
程”走深走实。

植树造林不仅可以减少自然
灾害、降低噪音污染、净化空气，
还能为人类带来经济效益、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植树造林历来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一
个公民的法定义务。每年的3月
12日被国家定为法定植树节，全
国各地都在上半年锲而不舍地开
展植树活动，植下的树木数量逐

年增长。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
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每年都参加首都义务植树
活动，并多次强调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的重要性和打造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市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通过人工造林和封山育
林的方式整治恢复露天矿生态
环境，结合园林景观绿化与林业
造林绿化，使昔日的城市疤痕蜕
变为生态公园，这一变化被中央
媒体持续报道。通过修复红树
林等途径，电白水东湾红树林湿
地 被 评 为“ 广 东 十 佳 观 鸟 胜
地”。此外，我市还注重古树名
木的保护和管理，高州根子镇柏

桥现存的古树群（主要以荔枝树
为主）入选了全国“100个最美古
树群”。在市区中心城区，居民
楼下见缝插针建设的绿色环绕
的“口袋公园”不仅提升了城市
颜值，还为市民提供了优雅的生
活环境，使市区空气质量稳居全
省前列。

虽然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
让每个人都受益匪浅，但我们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茂名作为农业
大市，农村乡镇的绿化空间仍有
待加强，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压
力依然很大。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也
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态环境
好了，经济才会蓬勃发展。只有
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
然，我们才能从自然中收获福

报。我们要持之以恒，将爱树
植树护树的传统代代相传，结
合“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在“五边”（山边、水边、
路边、镇村边、景区边）、“四旁”
（村旁、宅旁、路旁、水旁）都种
上绿化树，充分利用隙地、闲置
地、废弃地开展绿化美化。我
们要一棵接着一棵植，一代人
接着一代人爱绿植绿护绿，不
断创新植树绿化美化环境的方
式方法，确保植一棵活一棵，种
一片成林一片。我们要因地制
宜推进农村、城镇和城市绿化
提升，为后人造就更多的绿色
生态资产，以高品质的生态环
境支撑茂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绿色
获得感、生态幸福感。

传承爱树植树护树的优良传统
邹玉芳（茂南）

中医养生
图/文 沈海涛 杜燕盛

据工人日报报道，颈椎、腰椎疾
病年轻化，让理疗、推拿在年轻人间
日益盛行。长期熬夜后，一些年轻人
受自我补偿安慰心理影响选择吃保
健品，买各种泡脚包、热敷贴等。在
社交媒体平台，除了按摩推拿，也有
许多年轻人热衷于分享八段锦、艾
灸、刮痧等中医治疗或养生方式。这
些“干货帖”也得到了网友的热议和
点赞收藏。

年轻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尝试
中医养生，但不必盲目跟风，最重要
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体质和生活习
惯的养生方式。如果身体出现不适，
还是要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诊
断，警惕被一些带有过度商业盈利意
图的养生话术裹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