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
年来，我市大力推进老旧
小区升级改造，“改”出高
颜值的老旧小区，“造”出
令居民住得安全、住得舒
心的新幸福，用人民群众
的“点赞量”检验文明创
建的“含金量”。

人民群众对实现住
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
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
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
在的各种问题。我市花
大力气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满足了群众对老旧小
区改造的需求，展现了

“以百姓心为心”的为民
情怀。老旧小区实现“逆
生长”，既有路面硬底化、
铺设人行道、增设停车位
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又有健康小屋、四点半课
堂、长者饭堂等便民服
务，享受老旧小区改造后
的高颜值和新幸福的人
群覆盖了在老旧小区居
住的男女老少，有关部门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老旧小区改造关乎
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和
生活品质，不能一“改”了
之。在投入巨大的人力
和物力“改”了之后，谁来
维护这些基础设施？谁
来管理各类服务中可能
遇到的问题？这需要一
个长效的机制。笔者认

为，既然新建的小区都有
物业管理机制，无物业的
老旧小区也可考虑。即
使不要物业管理，也可以
充分发挥党员、退休人
员、热心居民等力量，探
索建立楼长制，至少让每
一栋楼都有一个自我管
理的队伍。无论是引入
物业还是建立楼长制，目
的都是为了让小区有一
个“牵头人”，让“改”和

“管”有一个衔接，不让改
造成果被破坏，并能够长
期管理、维修、养护小区。

不管是引入物业还
是自我管理，都离不开资
金，这也是管理机制能够

“长效”的保障。首先需
要改变以往由政府大包
揽的做法，树立“自己家
园自己建”的理念，实现
资金由小区居民和社会
力量多方共担。如果老
旧小区有临街商铺租赁
收入的，可部分纳入小区
养护资金。另外，热心企
业和个人捐赠也是资金
来源的渠道。同时，可以
探索小区镶入式参与企
业物业服务等来获取收
益。

相信办法总比困难
多。老旧小区改造，“改”
是基础，“养”是关键。只
要大家一起参与，一起想
办法，一起干起来，老旧
小区的生活空间必向高
品质“提档升级”。

让老旧小区
“提档升级”

陀宇（高州）
茂名背山面海，物产丰饶，荔枝、

龙眼、化橘红等“土特产”驰名中外。
据茂名日报报道，2023 年，我市出口
特色水果4100吨，同比增长44.7%；货
值7700万元，同比增长23.5%；荔枝罐
头、龙眼干、什锦果肉果冻等6种特色
农产品实现“首次出口”。

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强则百业
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农业全
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荔枝、龙眼、化橘红、罗非鱼、沉
香等是茂名农产品的亮点和优势，把
土特产做成大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希

望与方向所在。近年来，一个个“土
特产”的华丽转身，在鼓起群众“钱袋
子”同时，也让乡村振兴新图景愈加
清晰。

特色产品产业唱主角，产业发展
有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乡
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
色，要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科学发展、
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近年来，我市
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
值，千方百计做好“土特产”文章，强
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因地
制宜培育、发展更多特色富民产业，
给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念好“土”字诀，打好特色牌。产

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
工作的切入点。那么如何做好“土特
产”这篇文章？这就要从各地实际情
况出发，深挖“土”的资源，放大“特”
的优势，延伸“产”的链条。要突出
差异性特色，找准优势亮点扩大规
模，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让乡
村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比如，可以利用好当地风俗、风
情、风味，挖掘其文化内涵、生态价
值和社会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本
地禀赋和优势资源，以特色产品带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带动乡村
振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落实强省强市发展目标，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
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锚定建设
农业强国强省强市目标，就要把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扎实
有力推动各领域重点任务落地见
效。我们要根据茂名本地资源禀赋
特点优势，用好一方水土，做大做强
土特产，进一步放大土特产品亮点
优势，做活做精“土特产”规模效应文
章，助推“百千万工程”见成效，在“希
望的田野上”绘就新时代乡村振兴优
美画卷。

把土特产打造成乡村振兴大产业
王平生（电白）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茂名市
2024 年春耕生产现场会在化州市召
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春耕生产现
场会精神，动员部署春耕工作，进一
步夯实粮食安全工作基础，在全市全
面掀起春耕备耕生产热潮。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
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
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我市全面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
任制考核，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让农
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
种粮积极性。全市上下一心，全力以
赴抓紧抓实粮食生产工作，守牢粮食
安全底线，全力夯实粮食安全“压舱
石”。2024 年全市春播调度数据显

示，今年春播计划稳中有增，进度同
比略快，春播农作物面积超270万亩，
其中春播粮食约 161.19 万亩，蔬菜
47.8万亩，花生42.69万亩，其他作物
18.98万亩。截止3月9日，全市春播
面积 80.3 万亩，其中早稻育秧面积
85.53万亩，已插秧面积1.32万亩。

端稳“中国饭碗”，关键在于藏粮
于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耕地要
实至名归，耕地就是用于耕耘农作物
的农用土地，确保农田只能用来发展
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2023 年我市粮食播种面积超 376 万
亩，粮食总产量超153万吨，实现粮食
面积和总产量双增，超额完成省下达
的粮食任务，产量位居全省第一，为
近10年来最高水平。2024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坚持“以补定占”，将省
域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作为下
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规模上

限。根据茂名市自然资源局消息，全
市印发《茂名市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实
施方案》《茂名市农田整治提升实施
方案（2021-2025年）》和《茂名市防止
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
案》等系列指引性文件，对能复耕的
要求立即复耕，对暂不具备耕种条件
的耕地，要求制订明确的时间表和路
线图，分期分批推进复耕复种。全市
开展连片3亩以上、15亩以下撂荒耕
地的清查登记和复耕复种。坚持“发
现一例、登记一例、复耕一例、核销一
例”的“四个一”工作机制，把工作做实
做细做好，有序推进“灭荒”工作，为稳
定保障粮食产能进一步夯实基础。

开源节流，双管齐下，粮食安全
更加有保障。保障耕地的面积和产
能是开源，勤俭节约则是节流。从

《尚书》提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到诸葛亮崇尚“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再到《朱子治家格言》叮嘱“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这些都彰显了勤俭节约
是中华传统美德。在现实生活中，有
的人缺乏节约意识，有意无意地浪费
粮食、糟蹋粮食，一些人则爱面子、讲
排场，不同程度地过度消费，攀比铺
张，造成粮食的巨大浪费，这与文明
社会背道而驰。其中的原因有的是
这些人没有经历过物资匮乏时期，
对勤俭节约没有直观体验，有的是
缺乏社会责任感，认为节约与否主
要取决于自身经济状况和生活水
平，纯属个人行为，对其重要性缺乏
全面认识。

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
碗”。不断打牢粮食安全的基础，持
续提升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把粮食安
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要在全社会
崇尚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让勤俭节
约入脑入心形成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共同营造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氛围。

端稳“中国饭碗”，厉行勤俭节约
周平（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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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孩子写作业正逐渐成为很多家长在每日工作之
余的额外负担。“心梗、高血压、被气哭……”社交媒体上，
各类家长辅导作业的“崩溃现场”屡见不鲜。不久前闭幕
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一番
有关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的观点就引发网友热议。他表示，
坚决反对家长陪伴式写作业，呼吁家长要做孩子成长过程
中的“园丁”而非“木匠”。（新闻来源：中国青年报）

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对于如何
扮演好这一角色，不同家长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实践。
很多家长在内卷化的背景下把主动陪孩子写作业当作必
须，不但增加了额外负担，还由此带来不少喧嚣和困惑。
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既要给予适当的关爱和指
导，又要避免过度干预。陪伴式的学习容易使孩子产生依
赖，削弱了自主学习能力。作为家长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
习成绩，更要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加
宽松和充满爱意的成长环境。

 






















02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尹兆平 责编 版式：吴彤彤热评热评MAOMING DAILY

电子邮箱：mmrbrp@163.com

据茂名日报报道，
“中国李乡·山水双合”村
内的公益图书馆，外部环
境幽静内部装修格调优
雅，成了孩子们悦读吸取

“营养”的“度假胜地”。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孩子
们都喜欢来到这里遨游

“知识海洋”。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乡村振兴离不开文
化振兴。乡村公益图书
馆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
要阵地，用好用活乡村公
益图书馆，可以丰富村民
的文化生活，可以提高儿
童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该公益图书馆目前拥有
各类藏书共5000多册，包
括党史、伟人传记、红色

经典、儿童漫画、少儿文
学 、少 儿 科 普 、国 学 经
典、世界名家名著、心理
励志等种类，图书丰富，
可以满足儿童阅读的不
同爱好，让他们乐在其
中。儿童看书开阔了视
野，也增强了肩负乡村
振兴重任的责任感。如
今信息化的时代，面临
种种困难和挑战，不读
书或者少读书就容易迷
失方向和缺乏前进的信
心和力量。只有静下心
来以书为伴，不负韶华，
才会有所作为，造就美好
人生。让乡村公益图书
馆敞开大门，充分发挥文
化育人的作用，助力乡村
振兴。

用好用活乡村
公益图书馆

刘广荣（信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