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报道，为提高
老年人防骗识骗能力，最近茂
南区河东街道西粤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开展以“提高防骗识
骗能力严厉打击非法诈骗”
为主题的老年人防诈骗知识
宣传活动，笔者认为这十分
必要。

我们知道诈骗对家庭、对
社会危害极大，但社会上五花
八门、以假乱真的骗术让人们
防不胜防。这次老年人防诈
骗知识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通过现场讲解真实案
例，重点分析当今社会不法分
子针对老年人的一系列新型
网络诈骗手段和作案特点，
手把手传授防范和辨识诈骗
的方法，提醒老人切勿贪图
蝇头小利、切勿轻易相信陌
生人的电话和信息，不透露
自己及家人的个人身份信息
和银行账号等，守护自己的

“钱袋子”。开展这样的活动
十分有意义，可提高老年人
防骗识骗能力，让老年人能
够安享幸福晚年。

守好“钱袋
子”提高
防骗能力

刘广荣（信宜）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
察时强调，要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深化革命史料和革命文物研究阐
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
不懈做好以文化人工作，积极推进
移风易俗。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
支柱产业。茂名具有深厚的红色
文化底蕴以及丰富的红色旅游资
源，近年来，我市立足本地红色文
化资源，不断加大对红色革命遗址
和革命老区的保护及开发力度，推
动相关配套设施不断升级完善，打
造了经典红色文化旅游线路，以红
色资源有效助推乡村振兴。在推
进“百千万工程”的过程中，我们要
探索“红色+”多元融合发展之路，
进一步开发利用好茂名本地红色
资源禀赋，助推实现乡村经济、文
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振兴。

坚持红色文旅融合发展，助力
乡村产业振兴。要依托红色文化
资源整合旅游、文化、农业等各种
资源，实现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
展，推动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一是要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对化州市柑村村、茂南烧酒村等本

地红色教育基地，紧扣“吃、住、
行、游、购”等环节持续完善红色文
旅、研学教育等相关配套设施，进
一步优化内部道路、标识、停车场、
充电桩、消防安防、游客中心等配
套设施。如化州市柑村村依托化
州党校柑村分校，通过政府支持、
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着力解决教
育培训基地餐饮、住宿配套问题，
提升承接大型研学教育活动能力，
推动构建“红色培训”全产业链
条。二是要提升产业协调发展力
度。加大红色文旅与绿色康养、农
村观光、研学教育等旅游业态融合
发展力度，推动各地将本地红色文
化旅游与乡村振兴示范样板墟、冼
太历史文化游、滨海旅游、森林生
态旅游等景点串联起来，打造融合

“红色、古色、绿色”的旅游路径。
依托“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等特
色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特产”经济，通过创建富民强村公
司、小微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方式，
推动特色农业、食品加工等基础工
业和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等服务
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形成产业布局
合理、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三是

要提升智能技术支撑和应用。依
托大数据、物联网、AI、VR 等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对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进行大数据分析，因地制宜打造
数字化展馆、文创商城、互动体验
游戏、智能服务、安防管理等智能
化、信息化平台，进一步提高红色
文旅互动性、趣味性的服务体验和
智能化管理水平，推动传统红色文
旅产业转型升级。

立足红色资源开发利用，打造
生态宜居乡村。要将红色资源保
护开发利用和绿色生态发展有机
结合起来，加强乡村整体规划和部
署，进一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一
是要突出红色文化元素，做好空间
规划。针对红色村庄或革命老区
编制保护开发整体规划，融合本地
乡村风俗人情文化、地理生态文化
等特点，通过串联村庄公共活动场
所、道路、农房建筑和滨水资源，将
乡村打造成为红色元素突出、宜居
宜游的美丽村庄。在公共空间、文
化广场、景观步道置入名人雕塑、
文化景墙以及文化小品等集中展
示村庄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体现
村庄文化底蕴和特色。对农村新

建房要严格执行“二十四字”工作
机制，强化风貌管控，对老旧建筑
要修旧如旧，让农房建筑风格与乡
村风貌保持一致。对临水村庄加
强河道生态治理与修复，通过河道
整治、河道驳岸和岸线生态修复、
岛屿绿化美化工程等，提升村庄的
生态价值和景观价值。二是要聚
焦绿色生态底色，加大整治力度。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走好“红色+美丽乡村”发展道
路，持续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和
绿美茂名生态建设，切实抓好红色
文化与绿色生态建设的宣传教育，
用红色文化的传承激发党员群众
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通过抓好农村环境“三大革
命”、墟镇“六乱”整治、“美丽庭院”
创建等行动，进一步改善村容村
貌。把乡村绿化美化与人居环境
整治相结合起来，利用“四旁”“五
边”空白地带“见缝插绿”、打造乡
村公园“借景活绿”等举措，助推乡
村绿色生态发展。三是要突出农
民主体作用，健全保障机制。构建
以村民为主体的村庄发展长效机
制，发挥村民对于村庄资源的主导

与熟悉作用，通过上级政府支持、
社会力量参与和村民自主筹资筹
劳的方式，对村庄进行净化、硬化、
绿化、美化、亮化，建立健全乡村道
路、公共场所卫生清洁、垃圾处理
以及绿化管护长效机制，有效激发
农民群众内生动力，形成共建共管
共享的生动局面。

推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着力
培育文明乡风。红色文化资源蕴
含丰富的红色故事和革命精神，能
够起到思想教化作用，对培育文明
乡风有着重要作用。一是要持续
发掘红色文化内涵。要立足新时
代、新形势，与时俱进为红色文化
注入新的生命力，打造红色文化产
品，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从镇村干
部、学校教师、农村“五老”人员、党
员志愿者中选出一批熟悉村情村
史、擅长宣讲的同志组建红色宣讲
队，推动红色作品、红色宣讲、红色
活动进校园、进工厂、进农村，帮助
村民自觉成为本村红色文化的学
习者、宣传者、践行者和传承者，涵
养乡村文明新风尚。二要开展乡
风文明创建活动。依托红色革命
教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综

合文化广场、党群服务中心等资
源，定期举行红色文化教育活动，
通过纪录片、话剧、戏剧、歌曲、电
影、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纪念革命
英烈，让广大村民在喜闻乐见的文
化活动中自觉地接受红色文化熏
陶，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助力“百千
万工程”和乡村振兴建设。三是要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以传承红色
基因为切入点，按照“红色文化+社
会治理”的模式，不断健全村级治
理机制，把红色文化传承、党史教
育等纳入村规民约，提升乡村治理
效能。依托“积分超市”制定移风
易俗、孝亲敬老、乡村绿化、基层治
理等重点任务的积分细则，同时通
过开展“文明家庭”“身边好人”“道
德模范”等选树活动，激发群众参
与基层治理共建和美乡村的内生
动力。如化州市笪桥镇充分用足
用活用好本地红色文化资源，抓实
做好基层治理领域工作，该镇柑村
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瑶埇村、
大沙田村获评省乡村治理示范村，
让红色美丽乡村既安定有序又充
满生机活力。

用好红色资源推进“百千万工程”
梁媛婷（化州）

我市自启动“以旧换新”活动
以来，全市消费市场因“以旧换新”
政府补贴这一惠民政策而屡掀热
潮。连日来，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
道了我市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以
旧换新”活动相关情况，众多市民
积极参与，在活动中受惠。

“以旧换新”活动涉及到社会
各阶层，影响面大，关联到的商家
也很多。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好
此活动，让活动产生更好的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呢？窃以为，监督也
是关键。

监督政策是否落实到位。“以
旧换新”是一项惠民政策，必须让
广大市民知晓，明白活动的细节，
清楚活动政策的范围、内容、额度、
标准等。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监
督商家向消费者公开政策的内容，
明晰参与活动的事项与流程，让政
策活动全部在阳光下开展，让消费
者明明白白消费，高高兴兴参与，

开开心心享受活动带来的福利。
监督活动商品质量是否有保

证。质量是市场的生命，也是提高
消费者参与活动的信心保证。“以
旧换新”活动，宗旨是惠民、便民、
利民。若活动中出现产品问题，会
对消费者的信心造成打击，会对
消费市场的信誉造成打击，从而
影响到活动政策落实到位。因
此，相关部门需制定好措施，加
大日常监督力度，督导商家完善提

高质量服务方案，一旦出现产品质
量问题，能够迅速、及时、有效处
置，消除负面影响，提振消费者的
参与信心。

监 督 商 家 售 后 服 务 是 否 保
障。产品售出去了，售后也得同步
跟上。良好的售后服务不仅是产
品本身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保证，也
是商家吸引更多消费者的保证。
因此，售后服务不能是仅仅设立了
就行，还得是有人、有位、有定点，

收到消费者合理诉求能及时处理，
让消费者买得高兴、用得安心。所
以就需要我们做好售后服务的监
督工作。

我市“以旧换新”活动开展以
来取得良好的效果。随着活动的
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要通过加强
监督，完善落实相关措施，提高活
动质量，让全社会广泛参与，共推
共建共享，定能取得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双赢。

加强监督促进“以旧换新”活动开展
朱尧（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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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轻人开始用“老人机”一事引发广大网友的关
注。面对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巨量信息涌入带来的“手机
焦虑”，年轻人开始尝试和倡导“手机戒断”，通过使用“老
人机”逃离“手机依赖”。（新闻来源：新黄河客户端）

现在工作和生活，智能手机给我们作带来许多便利，
但人们花在手机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手机依赖和手机焦
虑成为群体现象。年轻人抢购“老人机”就是挣脱网络束
缚的一种觉醒，它不是对新技术的抵制，而是代表一种积
极的态度：要夺回生活自主权，减少对电子屏幕的依赖，回
归简单和纯粹的生活。不过大家也要明白，“老人机”并不
是万能，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电子屏幕的依赖，但并不
能解决所有问题。要解决“手机焦虑”还须从多个方面入
手，如加强体育锻炼、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建立健康的人
际关系等，从而真正实现生活的本真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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