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间，我市推出的“以
旧换新”惠民措施很多，十分吸
引人。市民不妨结合自身实际
需求，积极参与“以旧换新”。

所谓“以旧换新”，顾名思
义，即“用旧的产品换取新的产
品”，这是一种市场策略。它在

政策的引导下，促使消费者替换
旧的产品或设备，推动新产品或
更先进设备的销售与使用，其最
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消费，激发市
场活力。

对消费者而言，以旧换新
能够提升生活品质。最直接的

好处是，出行工具、家用电器等
可以换新，生活内容更加丰富，
生活方式更加便捷，生活品质
迈向新高度。同时，此次“以旧
换新”补贴范围广，不仅买家用
电器，买车和购买手机等都能
获得补贴。补贴标准也较高，

例如，“小电驴”以旧换新一次
性可补贴 500 元，对消费者来
说着实实惠。

个人参与“以旧换新”需注
意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结合自
身实际需求进行以旧换新，不要
盲目跟风，否则会导致浪费，也

不符合“以旧换新”政策绿色低
碳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充分了
解以旧换新政策，通过权威媒
体、相关商家以及身边亲朋好友
正确、深入地了解具体措施，选
择符合自己的产品，同时避免因
不了解政策而错过受惠机会。

以旧换新推动消费升级
陀宇（高州）

偶尔回乡小住，我总喜欢到
田间地头走走。看到农作物茂
盛生长，看到农人丰收后的笑
脸，自己也满心欢喜。但也看
到、听到一些农田基础设施遭到
破坏、农业机械被遗弃的情况，
不禁心痛。

在乡村，我偶尔能看到喷灌
设备的“大架子”光秃秃地立在
田地间，电机、变压器等配套设
施却不见踪影；防涝抗旱抽水设
备的铁皮房破败，电线杆“有杆
无线”。每到农忙季节，我市一
些山区乡村有部分农田因无水
而弃种，一些沟渠、田间道路被
农机损坏后无人修复，无法再使
用。笔者走访发现，有些地方投
入大量资金建设的部分农田公
共基础设施，出现损坏、弃用的

现象。
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是关

键。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各地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基本补
齐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
受到农村干部群众的欢迎。然
而，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农田基础
设施“睡大觉”的怪象——部分
农机设备“建而不用”“建而难
用”，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资源
浪费，还影响了农业生产、农村
建设和农民生活。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例如，供需不匹配，有
些自动喷灌设备并不适用于地
块分散的乡村；有些承包土地的
公司，设备建成使用两三年后，
承包期一结束就被弃用，而后来
者仍然盲目上马建设。再如，建

管不协同，部分地区在建设前未
征求村民意见，建成后又疏于管
理，导致设备陷入“沉睡”状态。
这背后存在政绩观错位的原因，
个别领导重“显绩”、重短期而轻
长远，对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持
续性和实效性缺乏考量。

笔者认为，要让损坏沉睡的
设施变成“发展活水”，首先要把
好建设关。建设何种农业基础
设施、如何布局与选址等重大问
题的决策，不仅需要为政者发挥
领导职能，也需要当地群众的集
体智慧。因此，各方务必制定长
远计划，进行科学规划，通力合
作，精准识别当前农业设施建设
存在的短板和缺陷，在此基础上
科学制定方案并有效推进落实，
防止出现“钱花了、人走了、工程

废了”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
各地可以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
用，为今后发展大型农庄和现代
农业做准备，促进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的科学化、现代化。

让损坏的沉睡设施变“发展
活水”，重点要做好管护“下半篇
文章”。有人说，农田设施“三分
建、七分管”，建好更要管好。按
照这个思路，一方面要出台相关
规范性文件，按照“谁投资、谁受
益、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保障农
村基础设施的运行管护；另一方
面，要建立村级公共基础设施运
行管护专项资金账户，每年按时
下拨部分资金用于管护。不容
忽视的是，广大农民是农田基础
设施的直接受益者，应树立群众
管护的主体意识，增强在管护过

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真正实
现乡村公共基础设施“重建重
管、管建并重”。

前不久，我市印发了《茂名
市乡村产业项目点状供地实施
细则》、《关于全面推行田长制的
实施意见》以及国家、省市相关
文件等，这些都是我们做好农田
基础设施管护工作的政策性依
据，各级政府和全体村民必须认
真贯彻执行。

建好用好农田基础设施不
是“一锤子买卖”，既要着眼当
下，又要立足长远；既要算经济
账，又要算综合账，提高基础设
施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切实
让农民通过农业致富，让广大
农民耕种更科学、更便捷、更有
效益。

让沉睡的农业设施变成“发展活水”
王如晓(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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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近日报
道，选派到电白区的21支帮扶工作
队，深入参与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发
挥组团帮扶优势，精心谋划帮扶项
目，引进产业项目 45 个，涉及资金
超8100万元，引入79家企业到镇帮
扶，在推动产业振兴、改善人居环
境、打造绿美生态、兜底民生底线等
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

建立驻镇帮镇扶村机制，是广
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尤其
是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我市驻
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主动融入全面参
与，带动产业、技术、人才、资金等资
源导入镇村，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
动，加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用好
驻镇帮镇扶村机制，成为深化“百千
万工程”，深度激发镇村发展内生活
力的一个突破口。

坚持务实理念，因地制宜，分类

实施,多元帮扶，挖掘特色资源，让
特色产业生根发芽，是驻镇帮镇扶
村机制激发镇村发展动力的路径之
一。来自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驻
镇工作队了解到电白马踏镇拥有富
硒土地后，向派驻单位申请为马踏
镇进行富硒天然土壤认证，使马踏
镇石古湾村成为茂名地区首个获得
省级认证的天然富硒地块，并通过
引进新技术提升马踏水稻、圣女果、
杨梅、荔枝等农产品品质。尤其是
推动合作社与农户合作，建成富硒
水稻、富硒综合农产品和富硒沉香
茶叶三个种植示范基地，为增强村
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打下了基础。驻
观珠镇工作队动员合利村村民利用
撂荒地、边角地、闲置地种植沉香
200 万棵共 7000 多亩，既扩大特色
产业规模又让村民有了稳定收入。
由此可见，产业振兴是“百千万工
程”的重中之重。立足本土资源禀

赋，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农业产业效
益，是发挥驻镇帮镇扶村机制效能
的抓手之一。以产业化思维、市场
化机制盘活农村资源资产，通过土
地经营权流转等方式推动规模化经
营，才能形成村民受益、企业获利、
镇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赢局面，推
动“百千万工程”在乡村落地开花。

开展就业帮扶，用好“乡村微工
厂”、公益岗位等渠道，稳定和增加
村民收入，是驻镇帮镇扶村机制为
民惠民成效的生动体现，也是激发
镇村内生动力的有效路径。茂南区
鳌头镇飞马夜市的开办和发展，就
是其中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例证。夜
幕降临，位于鳌头镇绵延 300 米的
飞马夜市开始热闹起来，100多个摊
位整齐有序。飞马夜市由驻鳌头镇
帮镇扶村工作队联合飞马村打造的
鳌头特色IP，2023年入选了茂名市
夜市消费“十大特色商圈”，带动当

地夜市经济、休闲农业等乡村新业
态蓬勃发展。村民在家门口可以轻
松实现就业，不少返乡村民直呼“老
家鳌头变了”。驻鳌头镇帮镇扶村
工作队由广东省委军民融合办和中
国石化销售华南分公司联合组成，
入驻以来，工作队问政于民，广泛征
询村民意见，形成产业发展规划，以

“一粒大米串成链，一个夜市激活
力，一条示范带共富美”为抓手，将
鳌头镇的乡村振兴“规划图”一步步
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图”。因
此，以更广阔的视野谋划乡村发展，
必须坚持发挥民生主体性作用，通
过开展就业帮扶、人才培养和技能
培训，充分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让
外部帮扶力量和内在动力融为一
体，真正形成推动“百千万工程”的
内驱力。

建设文明和美乡村，是驻镇帮
镇扶村机制的着力点之一。从群众

最关心、涉及群众利益最广泛的难
点痛点入手，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才能使驻镇帮镇扶村机制
取得办实事得民心的效应。“一个村
庄的全面发展要从教育抓起”，驻麻
岗镇工作队针对坑内小学设施简陋
状况，广开门路筹集捐款资金，打造
全新的操场跑道和学习长廊，改善
午餐条件，建设午休场所。同时，还
帮助小学完善音乐室、美术室、体育
室和图书室，联合多家单位开展捐
书助学活动，筹备书籍1000多册与
办公设备多套，使乡村小学面貌焕
然一新。珠海驻电白区工作组指导
相关镇实施47个提升镇村公共基础
设施水平项目，提升群众的生活质
量。其中，树仔镇工作队邀请珠海
市妇幼保健院多科医生举办义诊活
动，驻岭门镇、霞洞镇工作队筹措资
金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场所，
驻林头镇工作队完善党群服务中心

“办事不出村”云端服务设备，有效
改善了基层公共服务。由省科院、
省烟草专卖局组成的驻化州市文楼
镇工作队，先后投入资金150万元改
造文楼旧街，铺设水泥路700米；投
入32万元对东方村道路进行硬底化
改造；投入53万元进行集中供水和
污水处理；投入80万元为那播小学
建设图书馆；投入560万元建设标准
工业厂房引入制衣厂等企业，让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极大改善了乡村
生产和生活环境。可见，找到民意

“小切口”，做实民生大文章，是驻镇
帮镇扶村机制为民惠民的精准之
策。从推动乡村“四小园”建设，到
落实村庄清洁措施；从发展乡村“微
工厂”到倡导文明乡风建设，驻镇帮
镇扶村机制给村民带来福祉，让乡
村发生深刻变化，体现了赋能乡村
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的功效，也
为城乡协调发展注入生机活力。

用好驻镇帮镇扶村机制,激发镇村内生活力
特约评论员 蔡湛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茂名市民政
局近日联合中国人寿保险在茂南区乙烯北
社区开展了以“提高防骗识骗能力，严厉打
击非法诈骗”为主题的老年人防范诈骗知识
宣传活动，为老年人讲解防诈骗知识与常见
的新型网络诈骗案例。

相对年轻人来说，老年人通常反应不够
快、交际范围不够广、信息获取渠道有限。
面对新型诈骗术，很多老年人既没听说过也
没接触过，更缺乏防范意识，很容易不知不
觉陷入诈骗圈套。老年人的财富往往是毕
生积蓄，一旦被诈骗，心灵会受到极大伤害。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当下
流行的新型诈骗手段，向老年人揭露了熟人
诈骗、购物好评返钱、兼职诈骗、点击链接等
诈骗套路。同时，叮嘱老人在日常生活中不
轻信、不盲目、不转账，遇到可疑人员或事情
要保持冷静，多与家人沟通，切勿贪图小便
宜，守好自己的“钱袋子”。笔者认为，这种
做法值得点赞，应大力推广。各个社区、村
落都应专门召开此类防诈宣传会，让老年人
认识到防诈的重要性，识别常见诈骗手段，
尤其要对冒充公检法诈骗、保健品诈骗、养
老诈骗、免费领鸡蛋诈骗等提高警惕。只要
老年人掌握防诈基本常识和技巧，牢牢捂住
自己的口袋，不让骗子有可乘之机，就能远
离诈骗，过上幸福平静的晚年。

此次活动是一堂生动新颖的助老防诈
课，能有效提升老年人的风险防范意识，增
强他们的识骗防骗能力，是一项惠及民心的
有益活动。参加活动的老年人对新型养老
诈骗手段有了新的认识，以后遇到此类事件
就会提高警惕，同时也会向身边的老年朋友
们宣传防诈知识。

防诈宣传
助力幸福养老

吴征远(高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