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这个特
殊的日子对热爱阅读的人来说，不仅
是对读书的庆祝，更是对阅读深层次
意义的领悟。

“腹有诗书气自华。”当你翻开书
页，知识和思想穿越时空，与书中的内
容碰撞，变化已悄然发生：在书中认识
他人，可以摆脱狭隘；在书中观察世
界，可以走向广阔；在书中审视自己，
可以变得丰富。更直白地说，阅读并
非遥不可及，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
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精神家园”，它
正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品质。

“最是书香能致远”。每一个崇尚
阅读的城市，都散发着厚重的文化气
息。近日，《2023 广东省全民阅读指
数报告》发布，显示 2023 年广东成年
居民综合阅读率为 94.8%，成年居民
人均阅读纸质读物6.25本，均比上年

有所增长。广东人对阅读是积极认真
的。从纸质阅读的提质扩容，到数字
阅读的亮点延伸，从擦亮“南国书香
节”的品牌，到建设新型阅读空间……
全省正在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为
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更多文化的
力量。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我们
相聚在茂名市图书馆。为了深入推进
全民阅读，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引导
更多市民参与阅读，茂名市图书馆积
极承办了2024年粤桂澳港琼“共读半
小时”活动。活动发动了幼儿园、中小
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文
化站、家庭等广泛参与，共同品味阅读
之美，分享阅读之乐。这样的善举，功
德无量，值得点赞。

此次活动形式多样，读书内容也
丰富多彩，包括文学艺术、诗词、绘本、

历史、科普等。参与的读者们纷纷表
示，通过这次活动再次感受到了阅读
的乐趣，今后要坚持阅读，分享阅读感
受和乐趣，让阅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前，我市正处于跨越赶超转型
发展的关键时期，市委、市政府明确提
出了“建设文化强市”的奋斗目标。要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具有科学发
展理念、创新精神、掌握先进技术的领
导干部和专业人才队伍，也需要勤劳
智慧、积极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就是要通过干部带
头、全民参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学
习型社会，凝聚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为建设文明城市、和谐城市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氛围。

为此，我期望我市能借“世界读书
日”的东风，切实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覆
盖社会各阶层的读书活动，使阅读活
动真正实现全民化，让广大市民积极
主动参与，实现常态化，让读书成为城
乡居民的自觉行动；实现读书成果化，
让市民素质和文明城市在知识积累中
得到升华。

古训有云：“勤俭持家久，诗书济
世长。”让我们以全民阅读活动为契
机，继承和发扬崇文重教、读书传家的
优良传统，在全市掀起新一轮读书热
潮，营造全民读书的良好风尚，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好心之城”而共
同努力。

书香脉脉令人醉，余韵悠悠济世
长。愿我们每个家庭、每所学校、城乡
每个角落都充满埋头读书的身影，愿
我们常翻动身边的书本，让阅读成为
人生的最大乐趣。

人生至爱是书香
王如晓（市区）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为了
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市近日在化州市
学宫广场隆重举行了茂名市 2024 年

“4·23”世界读书日暨“护苗2024绿书
签行动”启动仪式。

全民阅读是一座城市必须持续深
化的重要课题。城市的硬实力可以拓
展其骨架，而全民阅读的软实力则能
丰盈其文化内涵。一个城市不仅要有
坚实的物质基础，更要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来塑造其独特的精神风貌。全民
阅读正是提升城市精气神的有效途

径。积极推进城乡书房书屋建设，有
助于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除了市
区，早前信宜钱排等地的乡村书房也
为公民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些
书房已然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线，它们不仅为城乡公民提供了“精神
粮仓”，更在潜移默化中涵养了城乡的
气质，丰满了人们的心灵，使得书香成
为这座魅力城市的鲜明标签。

生活中不能没有书籍，不能没有阅
读。书籍犹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为
迷途之人指引前进之路。城乡书房是
忙碌生活中的一片净土，为人们提供心

灵的慰藉。要让城乡书房真正受到读
者的欢迎，必须在内涵建设上下功夫。
一个良好的城乡公共阅读空间，其服务
水平至关重要。面对读者日益多样化
的需求，公共阅读空间也必须与时俱
进。一方面，城乡书房应努力整合阅读
资源，提高阅读空间的使用效率，为读
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供给。另一方
面，要更新阅读载体，让“随处可读”成
为生活的常态。在书房书屋的建设和
运营中，可以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新，
打破传统纸质阅读的时空限制，让广大
读者随时随地都能沉浸在书海中。同

时，在书籍的整理、摆放上也可多动脑
筋，实现优质供给。例如，将广受欢迎
的书籍摆放在显眼位置，以吸引读者走
进书房，坐下来享受阅读的乐趣。

最是书香能致远。我们期待，那
些已经深深扎根于城乡各个角落的书
房，能让走进其中的人们感受到精神
世界的拓展与充实。同时，我们也期
待未来能有更多的城乡书房在各地落
地生根，让书香飘进千家万户，为民众
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让全
民阅读在城乡蔚然成风，为我市文明
建设增添新的光彩。

书香飘满城，阅读润心灵
王平生（电白）

“低价游”
图/文 王怀申 杜燕盛

据法治日报报道，“低价游成了购
物游。”河南省信阳市的杨先生说起近
日的旅游经历时，语气中满是气愤和无
奈。今年4月初，他和好友报了一个旅
游团，宣称“1000元，两个人，5天4晚游
贵州，没有任何其他消费”。而旅游期
间，他们不仅被要求交纳保险费、景区
内交通费等，还每天都被拉到各种购物
点，卖玉的、卖药的、卖银饰的……被不
停地推荐购买各种商品。类似的遭遇
不少游客都“体验”过。中国消费者协
会近日对外发布 2024 年“激发消费活
力”消费维权年主题调查报告显示，盘
点过去一年的典型消费舆情事件，
28.5%的受访者最为关注“低价旅游团
暗存强制购物问题”。

不合理低价游违背了诚信原则，破
坏了市场秩序，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应予纠正。相关部门要通过各种方式
提示消费者，不要贪图便宜报名参加不
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活动。消费者作
为弱势群体，通常都是“低价游”的输
家，即便没有消费，也会浪费宝贵时间
与旅行社拉扯，影响出游心情。消费者
出游应改变单纯比价理念，理性消费，
尽量选择正规旅行社，核查其资质，签
订正式合同，仔细阅读行程安排，避免
落入低价游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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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报道，电白区旦场
镇的荔枝果园套种示范基地近日迎
来第一批甘薯的采收期。该示范基
地由华南农业大学与茂名农业部门
共同建设，旨在作为华南农业大学
在茂名地区果粮套作模式的产学研
中心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共同探
索果园种粮的新模式。

在这个示范基地里，荔枝林与
甘薯套种，试验品种主要包括玛莎
莉、丝滑、小香薯等引进品种以及茂
名本地的高山红品种，总计 20 亩。
基地的技术负责人介绍，每个品种

的亩产量都能达到 1500-2000 公
斤，其中玛莎莉和丝滑两个品种的
商品薯比重高达八成左右。品质和
产量均达到预期目标，取得了显著
成效。目前，丝滑品种的甘薯已在
电商平台上架，零售价高达 40 元/
公斤，而高产的小香薯的均价也能
卖到24-28元/公斤。

优质的土地资源和先进的种植
技术，使得荔枝林套种甘薯的创新
模式取得了成功。示范基地的土壤
为沙质，疏松且排水良好，为甘薯的
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科研团队

创新性地采用了甘薯地膜覆盖及水
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精准灌溉和
施肥，提高了水肥利用效率。这不
仅能增强土壤的保水能力，还能促
进甘薯的生长和提高产量。

在采收期间，农户们忙碌地开挖
甘薯，刚出土的甘薯个个体态饱满、
颜色鲜亮，卖相极佳。其中，玛莎莉
品种属于一级品种，形状好、品质高，
口感香甜软糯。而丝滑品种则是玛
莎莉的升级版，条形均匀，口感更为
甜糯。高山红品种则以其细长的形
状和充足的糖分受到青睐。

粮食安全是国家的大计。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粮食安全要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在耕地面积相对固
定的情况下，想要提高土地的产能，
就必须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创新种植
模式。通过套种不同植物品种、优化
采光需求、拓展高低空间等方式，我
们可以最大化地利用土地产能。

除了电白区旦场镇的荔枝果园
套种甘薯示范基地外，我市化州市的
多种立体复合种植模式也是一个卓
有成效的创新模式。化州市生态环
境优良，森林资源丰富，蜜粉源植物

分布广泛，如油茶花、橘红花、龙眼
花、荔枝花等，这为林下养殖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科学规划林
下经济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林
禽、林蜂等林下养殖业，实现了林产
业的立体化，带来了多重经济效益。

化州市还推广了长套短、高套
矮、乔套灌、落叶套常绿等多种立体
复合种植模式，不断提高综合效益，
实现增产增效。通过在林下套种牛
大力、南药、藿香等中药材，不仅提
高了林地资源的利用率、产出率和
生产率，还有效利用了林地空间资

源，延长了林下经济产业链。同时，
加强林间管理，实现保护与开发相
结合，促进了林农增收和林业增效。

创新综合种植模式为增产富
民开辟了一条新道路。通过不断
深入研究论证，科学的经验做法可
以得到进一步完善，并最终推广和
应用。茂名作为农业种植大市，农
业种植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我们期待更多的新农人在茂名这
片沃土上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开
发新技术，推动茂名农林种植业的
高质量发展。

创新种植模式，提高土地产能
周平（茂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