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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极简婚礼正
在成为年轻人流行的婚礼形式。告别繁杂冗
余，年轻人对婚礼的追求越来越偏向“简单”和

“轻松”，更看重内心的感受。近期，中国青年
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251名青年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4%的受访青年支持
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年觉得极简婚
礼的流行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体现，
63.4%的受访青年认为极简婚礼应取消婚闹等
不良习俗。

传统婚礼的繁琐让一些新人感觉“很累”，
整场婚礼下来，新人可能也没有太多自己的想
法，就是走走流程、有个交代就可以了。而极
简婚礼能让新人最大程度上自己做主，虽然可
能预算不多，但满足感会更强。

022024年3月2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尹兆平 责编 版式：杜燕盛热评热评MAOMING DAILY

电子邮箱：mmrbrp@163.com

南国的初春，我市一处近 200
亩的荔枝场绿意盎然。春雨绵绵，
许先生正忙碌地在园中补种荔枝
苗。他告诉我们，目前荔枝花已逐
渐凋谢，接下来将进入保果阶段，届
时将为荔枝喷洒叶面肥并除虫。再
过近两个月，我市将迎来荔枝丰收
的季节，枝头挂满红果，空气中弥漫
着果香。许先生未雨绸缪，用辛勤
的汗水浇灌着今年的丰收希望。

一年之计在于春。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庄悦群近日主持
召开会议，就深入贯彻广东省高质
量发展大会精神，专题研究我市“感
恩奋进六大提升行动”之“荔枝之
乡”提升行动。全市干部群众鼓足
干劲，聚焦振兴荔枝产业、科技助力
荔枝保鲜、制度保障荔枝产业稳健
发展，努力在产业、保鲜、文化三个
方面交出满意的答卷，让“荔枝之
乡”的金字招牌更加熠熠生辉。

我市种植荔枝的历史源远流长，
其中高州更是全球最大的荔枝连片
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达55万亩，被誉
为“中国荔乡”。其下辖的根子镇享
有“中国荔枝第一镇”的美誉。清朝
诗人阮元曾赋诗赞美：“新歌初谱荔
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
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诗中提到的
高力士，正是将家乡荔枝送往长安的
使者，而高力士的家乡正是高州。因
此，我市荔枝与杨贵妃的传奇故事紧
密相连，有了“一骑红尘妃子笑，缘是
茂名荔枝来”的佳话。

茂名荔枝品质上乘，拥有多个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如高州荔
枝、茂名荔枝、白糖罂荔枝等。其
中，白糖罂荔枝以其肉质爽脆、味清
甜、带有蜜味而备受人们喜爱；妃子
笑荔枝则果大核小、肉厚质脆、清甜
多汁；桂味荔枝则以其细核、肉质爽
脆、味清甜等特点受到人们的青睐。

然而，好酒也怕巷子深。荔枝
作为一种易腐水果，其成熟期短、储
存和物流运输保鲜难度大。根子镇
岭腰村理事会会长何平表示，每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是荔枝采摘的
高峰期，这 20 多天里，他们需要面
对销售、物流运输等多重压力。

因此，我市在“荔枝之乡”提升行
动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着力
抓冷链保鲜，借助格力等知名企业和
科研机构的力量，提升荔枝保鲜水
平，让荔枝能够保鲜更久、卖得更
远。同时，还推动荔枝定制服务的创
新升级，提供个性化服务，为荔枝预
售造势，实现“未熟先红”。这些工作
的落实需要政府、企业与果农的共同
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茂名荔枝
将在市场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为了解决荔枝的运输难题，德
邦、顺丰、京东等快递企业纷纷采取
了优化冷链运输模式、革新产品运输

包装以及突出品类寄递标识等措施，
确保荔枝在送达时仍能保持其鲜美的
品质和口感。去年，德邦快递在高州
乡村设立了专门的揽收点，并成立了
独立的荔枝运作部，提供从产地驻点、
现场打包到直送花都机场并运往全国
大中城市或开展整车运输的一站式服
务。此外，其分拣中心也进行了大幅
扩容，从原来的 400 平方米扩充至
1000平方米，专业分拣线从2条增加
为5条。德邦快递粤西大区总经理陈
藤表示，这些举措使得荔枝在一、二
线城市能够提速半天送达，而在三、
四线城市也能提升一天的时效。

同时，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
支持下，高州率先启动了荔枝田头
冷链物流体系“田头小站”的建设，
实现荔枝的精准对接、智能分拣、预
冷保鲜，从而提升了市场交易能
力。目前，高州市内已建立起覆盖
县、镇、村三级的物流配送服务体

系，全市 439 个行政村物流覆盖率
达到 100%。为了满足销售旺季的
制冷与物流需求，多个荔枝专业镇
还建有专业的预冷车间和制冰厂。

然而，我市荔枝的市场推广仍然
任重道远。除了依赖传统的批发市
场和零售店铺，还需要构建品牌，提
升我市荔枝在市场中的地位，以品牌
效应吸引消费者。此外，大力发展电
商，利用电商平台直接将荔枝销售给
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降低中间环节，
确保荔枝的新鲜度。同时，针对不同
消费群体的需求，可以开发深加工产
品，如荔枝干、荔枝酒等，提高产品附
加值，拓展销售渠道。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荔枝产业
的支持与布局力度不断加大。从3
月起，高州市、电白区就开展了一系
列荔枝品牌建设活动，包括荔枝赏
花、品鉴、直播采摘等，为荔枝销售
预热。同时，还推出了一批荔枝新

农人代表和荔枝达人，借助他们的
影响力和媒体的传播力，提升我市
荔枝的知名度。

特别是今年，我市在“荔枝之
乡”提升行动中提出了一系列新举
措。包括开展荔枝电商运营专项培
训，举办直播带货活动，推动我市荔
枝销往全国；加强与海关部门的沟
通对接，帮助果农和本土企业拓展
海外市场；紧盯重要市场，邀请采购
商到产区考察对接，促进产销对接；
整合资源策划荔枝产业大会，传播
荔枝文化，助力荔枝销售；整合荔枝
旅游线路资源，推出特色旅游线路，
提升游客体验；紧扣主题，多渠道、
全方位开展宣传推广，扩大我市荔
枝的市场影响力。

这些措施的逐步落实，必将为提
升我市荔枝产业的国内销量、提高国
际知名度和市场份额、推动荔枝产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未雨绸缪提升荔枝产销量
叶泽(电白)

综合各种说法，高凉县始置时的
县治说有三个地方，分别是今阳江市阳
东区大八镇古城村，今高州市长坡镇旧
城村和高州市东岸镇原良德墟对岸的
良德坡（今良德水库）。之所以说始置
县治，因为在后来的郡、县变迁中，高凉
县的县治有迁移和变化，在南北朝刘宋
时废入安宁县，在梁时又改安宁县为高
凉县，此时的县治则在现在的阳江西
了。这里谈论的是始置时的县治，良德
说史籍涉及的主要是高凉郡，因此放在
探讨高凉郡治时再谈，重点关注今高州
高凉山下长坡旧城说。

说高凉县治在今高州高凉山下，
我阅读了比较多的地方史志和相关资
料，虽然还没有找到此说的具体出处，
但各种论文、论著、专著在引述该说
时，都离不开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
要》，始作俑者或者说主要根据都来源
于顾祖禹。高州一些论者说：据《读史
方舆纪要》记载：“高凉山，在县北五十
里，高百余丈，本名高梁，以群山森然，
盛夏如秋因名，高凉郡名本此。”又载：

“汉置高凉县，其旧治在今高州高凉山
下，吴为高凉郡。”因为《读史方舆纪
要》这本书不易读到，之前我一直想找
来读，也没有办法借阅。相信不少研
究者可能也没有读过顾祖禹的原文，
以至在撰文批驳此观点时，还是按上
面的引文来，如陈祖辉著的《冼夫人问
题考见》及蔡智文主编的《冼太夫人研
究》中的相关论文引用的话，都与“高
凉山，在县北五十里，……”句同。那
么，顾祖禹关于高凉山的记述真的是
这样吗？

顾祖禹是清代常熟人，历史地理
学家，他花了30年时间撰写的《读史方
舆纪要》是一部巨著，全书130卷、280
万字。其书被人誉为“读古今上下数千

百年之书，以自成一书，兼括数千百年
之上，使数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读。”而
且后人认为这是“一部取材丰富、考订
精详、结构严谨的历史地理著作”。如
此说来，既然顾祖禹都这么讲了，似乎
高凉山下建置高凉县、郡大抵可信，但
问题是顾祖禹真是这么说的吗？书中
原文究竟怎样，这要深入探究才行。

我们还是找来《读史方舆纪要》原
文，一一对照分析，就可以了解事实的
真相。在该书卷一百四“广东五”的

“高州府·茂名县”下，有关于“高凉山”
的记述，原文为“高凉山，府东九十
里。旧属电白县，后改今属。《志》云：
山本名高梁，群峰并耸，盛暑如秋，故
改梁为凉。汉建安十六年，衡毅、钱博
拒步骘于高要峡，毅死，博与其属亡于
高凉，盖即此山云。或云汉高凉县盖
置于山下。”这里引述的原文，与高州
一些学者引用的句子出入很大。高州
学者引用的话来源于哪里呢？查历代

《高州府志》，在道光版府志里有相同
的话，有出入的只有后面一句，府志是

“高凉郡名亦本此”与引者的“高凉郡
名本此”只一字之差。引用道光版《高
州府志》的话，说成是顾祖禹《读史方
舆纪要》的记载，明显的张冠李戴，只
是很少人能读到顾祖禹的书而一直以
讹传讹。这里简要分析一下《读史方
舆纪要》这段话里的意思，一是说高凉
山在高州府东面90里的地方，这与实
际的茂名县北有出入，且实际是 50
里，说明顾祖禹对“高凉山”的考证确
实不深入，甚至连基本方位距离都弄
错了。二是高凉山原属电白县，后属
茂名县，因明成化三年，原在今长坡旧
城的电白县治迁到今滨海新区的电城
后，电白县与茂名县的区域有所调整，
高凉山便归属茂名县地。三是引用了

《志》书记载的有关高凉山的描述“山
本名高梁，群峰并耸，盛暑如秋，故改
梁为凉”这里引用的《志》是哪本志书
呢？查历代《高州府志》，仅在明·万历
曹志遇纂修的《高州府志》里有类似的
话，“四十里曰高凉山，群峰高耸，盛暑
如秋。”四是讲了衡毅、钱博拒步骘于
高要峡的历史事件，说到钱博逃到高
凉山，这件事也涉及高凉郡的设置，待
后再谈。五是“或云汉高凉县盖置于
山下”，翻译过来就是：有人说汉代的
高凉县治大概是设置在高凉山下。这
句话才是重点，才是被后人不断引用
来证明高凉县设置在高凉山下。高州
学者引用顾祖禹的话还有另一段，“汉
置高凉县，其旧治在今高州高凉山下，
吴为高凉郡”。在《读史方舆纪要》中
又是如何记述的呢？其实，这句话并
不是出自该书卷一百四“高州府·茂名
县”条下，而是出现在卷一百一“肇庆
府·阳江县”条下，原文是:“高凉废县
县西三十里，汉置县，属合浦郡。其旧
治在今高州高凉山下。三国吴为高凉
郡治。”顾祖禹把高凉废县放在肇庆府
的阳江县而不是高州府的茂名县，很
显然，他认定的高凉县的县治在阳江
县。之所以说县治在县西三十里，与
始置县治在县北的大八镇古城村不
同，是后改安宁县为高凉县的后置
地。这里既是高凉县治，同时也是三
国吴时的高凉郡治（注：实际上三国吴
置高凉郡治在今恩平）。但“其旧治在
今高州高凉山下”又怎样理解呢？这
里的“今高州”是指清代的高州府，不
是今天的“高州市”，因为在关于“高凉
山”的记述时，有“或云汉高凉县盖置
于山下”，作为回应，在关于“高凉废
县”的表述时，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当
然有研究者认为，顾祖禹没有来过岭

南，对高凉县治的设置没有深入考究
才写出这样没根据的话。但从另一个
层面理解，也可以说是顾祖禹撰书比
较审慎的体现。他可能读过有关高凉
山下置高凉县的记载，既然有不同的
记述，而他也未能深入考证，那就录与
存档，供后人来作分析研究。顾祖禹
并不会想到，他的这句话会成为后世
争议的焦点和“高凉山下说”的根据。
不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把高凉
废县列入“阳江县”条下，《大清一统
志》卷三百四十六“肇庆府·阳江县”条
下有“高凉废县：在阳江县。西汉置合
浦郡，后汉建安末孙权立高凉郡。”很
清楚地说明，高凉废县在阳江县。其
实，林正煊纂的民国《茂名县志稿》的

“舆地志·沿革”中记载更有说服力，
“茂名，古越地也（元和志）。秦为象郡
所属（通典）。汉元鼎六年置合浦郡高
凉县（县治在今阳江县北）。为高凉县
地，隶交州。”对顾祖禹关于高凉山下置
县，作了分析并加以否定，“而顾祖禹方
舆纪要以高凉旧治在今高州高凉山下，
诚如顾氏所言，则广化反在高凉之东，
视吴志之高凉西郡，不啻背驰也。”分析
说“顾氏因高州之高凉山强为迁就，以
凑合县名，何拘墟乃尔？”在“历代沿革”
卷中，还进一步分析“梁置高凉治安宁，
在阳江西境，距茂名高凉山三百里而
遥，焉有置县而取名于数百里外之山
乎？况梁之高凉县是沿汉旧名，而汉高
凉县在阳江之北，与茂名高凉山更马牛
其风。”用《茂名县志》编撰者的话来说
明，更有根据，更能让人信服。由此可
见，高凉县治根本不在高凉山下，高凉
县的设置与高凉山也无关联。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广
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海
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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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凉县治真的与今高州高凉山有关吗
何火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