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雷群芳因保管不善，将雷增美的骨灰安放证遗失，

编号：3619，房间：永安厅，安放日期：2022年 3月 2日，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州运输分公

司不慎遗失两块高州至桂林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标志

牌及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客运标志牌编号分别

为:茂运班字 K1-020022 号、茂运班字 K1-020023 号，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新垌镇新垌村民委员会大木坑三经济合作

社邓润生遗失《高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

作) 组 织 成 员 及 股 权 证 》 ， 证 号:

N1440981MF3867552P-001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佳晋遗失茂名市鸿运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44001900105，发票号码：

41793848，金额：365678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作遗失退伍证，证号：广退字第 014910号，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兰姐食品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份，许可

证编号：JY14409040065881，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区福娃幼儿园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2024年3月22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东河村草

连垌经济合作社遗失“茂名市电白
区岭门镇东河村草连垌经济合作社
（编号：4409045003357）”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苍地石场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采矿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C4409002010117120092423，证件有
效期：壹年 自 2013 年 3 月 29 日至
2014年3月29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丰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茂名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

实合格证，证号：[茂南]规核（2020）
90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博源广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公章全称是：高

州市博源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现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谢观怡，女孩，肤色白色，2010 年 6 月 20 日在广

东省化州市文楼镇新安石湾路口拾得，请亲生父母

见 公 告 后 持 相 关 证 件 前 往 认 领 。 联 系 电 话:
15875897419。

化州市公安局文楼派出所
2024年1月11日

寻亲公告
王玥媛，女，生于2023年6月5日，于2023年6月

25 日在电白区黄岭镇金鸡井路口拾到，当时一张花

毛巾被包着。请亲生父母见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来

认领。联系电话：13412329278
公告人：黄小婷

2024年3月18日

注销公告
广东华创律师事务所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4400006864461372)，现向茂名市茂南区司法局申
请注销，请与本律师事务所有关债权、债务的有关单
位及个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本律师事务所清
算组登记核实。

联系人:杨木欣 联系电话:13553664970
广东华创律师事务所

2024年3月21日

一、受委托，我司定于2024年4月8日上午10时
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
位于高州市站前路77号（原雍景名轩售楼部）一号楼
1、2号商铺的10年租赁权，租赁面积约236.75㎡，起拍
价：17757元/月（保证金：15万元）。

二、另定于2024年4月2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
卖大厅公开拍卖：位于电白区水东街道人民路交警大
队水东中队宿舍一楼1～4号商铺的5年租赁权，租赁
面积约 24.8㎡～82.5㎡/间不等，起拍价：1600 元～
5280元/月/间不等（保证金：1万元/间）。

三、另定于2024年4月2日下午3时在高州市府
前路57号高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拍卖大厅公开拍
卖：高州市荷塘镇车埠墟卫生院旧院房屋的10年租赁
权，租赁面积约1405 ㎡，起拍价：13800元/年（保证金：
2万元）。

有意竞买第一项标的物者请于 2024年4月7日
下午5时前将保证金划入我司指定账户；有意竞买第
二项及第三项标的物者请于2024年4月1日下午5时
前将保证金划入我司指定账户，以款到账为准。详情
请联系：0668-2870993，公司地址：茂名市人民北路90
号富煌大厦八楼。

广东富煌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因高州市茂湛500千伏网架完善工程项目建设
需要，经上级批准，高州市人民政府拟征收位于高州
市沙田镇曹岭村合山、坡头经济合作社的部分集体用
地以及广东农垦团结农场有限公司部分国有农用地，
具体位置详见茂名市高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政府信
息公开平台。

凡在上述征地范围内的坟墓均需迁移，请坟主亲
属自本公告之日起30天内，凭山坟位置插放的标签、
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村委会证明到高州市沙田镇
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即曹岭村委会一楼会议室）办
理迁坟手续，并自行迁移。逾期不迁移的，按无主坟
处理，由此而引发的法律后果，由坟主亲属自行承担。

联系电话：0668-6300299
特此公告。

高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
2024年3月21日

迁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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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邹慧
通讯员 陈子鸣 王心雨

本报讯 近年来，茂名积极采取兴产业
稳就业、抓项目促投资、提消费扩内需等
一系列稳经济促发展政策措施，不断激发
市场活力，持续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年
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987.22 亿元，为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奠定
良好基础。据国家统计局茂名调查队调
查显示，去年茂名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124 元，同比增长 4.8%，增速比 2022 年
同期提升0.8个百分点，实现平稳增长。

蹄疾步稳推进“头号工程”，城乡
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去年，茂名市深入实施“百千万工
程”，加大耕地保护力度，盘活农村集体经
济，全链条推动“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特
色优势产业集聚发展，积极做好“土特产”
文章，进一步激发农业发展动能，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达 1153.08 亿元，连续四年超
千亿元以上，推动农村居民收入跑出加速
度。去年，茂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348元，增长3.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3856元，增长6.3%，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快于城镇 3.3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
比由2022年的1.53进一步缩小至1.48，城
乡区域发展更趋协调。

收入增长跃居沿海经济带第三位

去 年 ，茂 名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9124 元，同比增长 4.8%。与沿海经济带
七市相比，增速排位第三，较 2022 年上升
4 位。分城乡看，茂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5348元，同比增长3.0%，增速在沿
海经济带七市中排位第五，较2022年上升
2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856元，
同比增长6.3%，农村居民收入绝对值在沿
海经济带七市中排位第二，增速排位第
三，增速排位较2022年上升4位。

四大项收入全面增长，为收入
增长提供有利支撑

从收入结构看，茂名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
入分别增长3.6%、7.6%、5.8%和6.0%，占可
支配收入比例分别为58.0%、16.6%、4.9%和
20.5%，四大项收入实现全面增长，收入结
构保持稳定。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工资性收入仍为
居民增收第一动力。去年，茂名居民人
均 工 资 性 收 入 16892 元 ，同 比 增 长
3.6% ，占 比 可 支 配 收 入 58.0% ，对 可 支
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43.4%，拉动可
支配收入增长 2.1 个百分点，仍为居民
增收的第一动力。分城乡看，城镇居
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23199 元，同比增长
1.5%；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1553
元，同比增长 5.6%。2023 年以来，茂名
市持续完善稳就业政策和措施，积极
开展“好心妈妈岗”就业公益项目和春
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行动，创新举办
夜市招聘、送岗下乡、劳务交流等活动
为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全年城镇
新增就业人数 4.59 万人。同时，关注
应届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残疾
人等重点群体就业，积极解决困难群
众就业问题，全年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人数 1.94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 业 人 数 2238 人 。 就 业 形 势 保 持 稳
定，推动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经营市场逐步复苏，经营净收入领
跑四大项收入增长。去年以来，茂名市
制定实施“激发企业活力38条”，召开茂商
大会、“茂商·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全
力实施减税降费、金融扶持等措施，全年
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34.95 亿元，各
类市场主体突破51万户，进一步提振市场
主体信心，激发经营市场活力。全面发力
推进“百千万工程”，积极打造示范墟、典
型镇、农文旅示范带，实施“百会帮百镇”
及建筑企业结对帮扶镇街行动，大力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小“土特产”带动农民大
增收，去年荔枝大年实现丰产又丰收，全
年实现荔枝销售收入 90 亿元，同比增长
10%。文旅产业强劲复苏，全市旅游人
数、收入分别增长 64%、110%。去年，茂
名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4843 元，同比增
长 7.6%，增速领跑四大项收入，对可支配

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25.7%，成为居民增
收的第二大拉动力。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经营净收入 5863 元，同比增长 6.4%；农
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3980 元，同比增
长 8.4%。

居民投资收益向好，财产净收入增
长实现由负转正。去年，茂名居民人均
财产净收入 1429 元，同比增长 5.8%，增速
较 2022 年提高 11.3 个百分点，增长实现
由负转正。拉动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增
长的因素主要是：一是疫情平稳转段后，
人口流动趋于正常，城镇房屋租赁恢复，
城镇居民房租收入增长。二是乡村振兴
和“百千万工程”强力推动，村集体经济
发展向好，农村居民红利收入增加。如
信宜市双合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发放了第
一次分红，双合村村民以“股东”的身份
领到了村集体经济的分红资金，分红共
超百万元。三是疫情后经济恢复向好，
居民对投资理财收益预期向好，投资活
力逐步恢复，拉动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增长。

政策保障持续发力，转移净收入为增
收提供重要支撑。去年以来，茂名市继续
筑牢政策兜底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
城乡低保标准、补差水平和特困供养标
准再提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
农民一次性补贴等普惠性惠农补贴 2.41
亿元发放到位，台风、暴雨等巨灾指数保
险赔款赔付到位，推动居民转移净收入增
长。

居民消费支出增速逐季回升，
全年增速4.3%

去年，茂名市印发《茂名市关于促进
消费的若干措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接
连落地，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全市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1599.9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8%。去年，茂名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9544元，同比增长4.3%，增速分别比一季
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加快 5.1、1.9 和 0.4
个百分点，呈逐季上升趋势。分城乡看，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1453 元，同
比增长3.2%；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7928元，同比增长5.1%。

茂名调查队调查显示

经济运行向好 茂名居民收支双增长
分拣、过称、打包、装箱、入库、装车

……
近日，在林头镇文车村委会，茂名市冠

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里，一派热火朝
天的繁忙景象图片。

在田地里，一颗一颗圣女果像宝石般
红得透亮，满载着阳光与活力的气息，村
民正在藤蔓中来往穿梭，忙着采摘成熟的
果实。

从水林路再进入林头镇田充村委会，
道路的两旁一排排圣女果长势喜人，与远
处的房屋映衬出一幅生机勃勃、产业兴旺、
农民富足的发展图景。

“我们村委会现有上 10 个种植圣女果
的基地，每天需要工人 600 人左右，村里的
农民工都不够。”林头镇田充村委会书记张
益才说道，农民工在村里干一天活能赚到
150元到 200元，并且在家门口工作还可以
兼顾家庭。

据林头镇农业办干部介绍，“林头镇去
年秋冬种植圣女果面积有3000多亩。”

林头镇只是一个缩影。
电白种植圣女果的发展走过十年，蝶

变的触角从沿海的旦场、麻岗、树仔、岭门
等镇已延伸至平原片和山区片的林头、霞
洞、观珠、沙琅、望夫等地。目前全区各地
均有种植，年种植面积 6万多亩，年产量约
25 万吨，年产值近 20 亿元，是广东省圣女
果种植最为集中、交易最为活跃的产业基
地，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已经连续三年在电
白区岭门镇新华农场举办樱桃番茄（圣女
果）擂台赛活动并取得圆满成功，“电白圣
女果”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圣女果产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得益于
电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政府的大力支
持。时光回溯到 2014 年，电白依托本地优
越地理资源，规模化推广种植圣女果的第
一站是在旦场镇生龙村委会，规划先行引
领，带动村民实现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近年来，电白加强对圣女果产业发展
的扶持，推动了圣女果由小特产向大产业
的转变。

加强圣女果新品种推广引进

电白区地理资源条件优越，尤其是冬
季气候温暖，素有“天然大棚”之称，很适宜
圣女果秋、冬季种植。为了加快圣女果新
品种引进，电白区农业农村部门加强与省、

市农业推广机构、科研单位合作，通过品种
试种、筛选，选择抗病力强、丰产优质的品
种进行推广种植。目前电白区种植的圣
女果主导品种为千禧樱桃小番茄，该品种
糖度高、外观靓丽、口感甜脆，是市场上最
受欢迎的圣女果品种之一，加上电白区独
特的地理气候条件，生产的圣女果品质优
良、风味极佳，已经连续 10 多年吸引了陕
西、湖南、上海等地的客商前来电白集中
收购，成为省内规模最大的圣女果产销集
散地。

不断提高圣女果种植技术和管理水平

“圣女果的亩产量一般有 6000 斤至
8000 斤，高产的亩产量超 10000 斤，近日售
价一公斤可达12元。”广东盛丰源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钟亚扬说。针对圣女果病
毒多发易发等问题，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加强圣女果种植农户技术培训，提高果农
种植管理水平，加强品牌建设，提高产品质
量和市场竞争力。

多方位促进产品销售流通

电白圣女果成熟采摘时间主要在当年
10月至翌年 3、4月，上市期集中，遇上北方
冰雪封路交通不顺畅的时候，产品积压，价
格下跌，影响果农收益。近年来，区农业农
村局加强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扶持圣女果种植经营主
体，加强田头冷库、产品分拣和包装等设施
建设，延长圣女果保鲜期，减少产品长途运
输损耗，有效解决圣女果储藏运输的问题。

推动圣女果多产融合发展

近年来电白成功打造了省市级“一村
一品”圣女果专业村 4条，发展培育各类圣
女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00 多家，种植、采
摘、包装、物流、销售等各产业链环节从业
人员5万多人，形成以圣女果为主导的农产
品电商、冷链物流、乡村旅游、生态休闲多
产融合的发展格局。圣女果产业的壮大也
促进了电白农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农业
的整体效益，铺就一幅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的美好生活画卷。

“我们将因地制宜，牢牢把握优良生态
环境这个优势，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
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电白区农业
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蔡玉祺说。

小特产迈向大产业
电白发展培育各类圣女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0多家

文/图 本报记者 梁雪玲 通讯员 卢晓娟 杨智浩

电白圣女果迎来丰收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