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2024年11月1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杜燕盛 责编 版式：杜燕盛 吴彤彤

论丛论丛MAOMING DAILY

今年 7 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
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全
会高度赞誉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
革的成功实践与伟大成就，深入研究
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问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乃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总部署，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与深远的历史
意义。要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的重大意义，可从历史、实践和
世界这三个维度来理解。

从历史维度来看，改革开放是
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
要法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乃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
史进程中，我们党共召开了 10 次三
中全会。历届三中全会聚焦改革议
题，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及面
临的主要任务作出相应的决策和部

署，其中有三个关键节点尤为重要：
第一个关键节点是 1978 年召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
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
史关头召开的，它重新确立了党的
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
路线，作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
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第二个关键
节点是 2013 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
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描绘了全面深
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和新目标，
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
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征程。第三
个关键节点便是今年的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它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深入
剖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
形势新要求，提出了涉及体制、机
制、制度层面的 300 多项重要改革
举措，科学谋划了围绕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体部署。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辉煌
历史有力地证明，是改革让我们党
和人民的事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
机；是改革开放让我们大踏步赶上
了时代的步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我国
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历史逻
辑，都深刻地表明，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我们必须继续按照更加注重系
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
重改革实效的要求，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
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
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从实践维度来看，应对前进道
路上的风险挑战，要求我们必须自
觉地将全面深化改革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坚
持问题导向是一个重要内容。目
标越宏伟、任务越艰巨，我们面临
的风险挑战可能就越大，对我们党

自身的要求也就越高。40 多年的
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举世
瞩目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全面深化
改革，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
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
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等各个领域。但与此同时，我
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改
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
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
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
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
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
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基
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
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民生保障、生
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等等。归结
起来，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要矛盾
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
推动解决。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关键当口，容不得任何停
留、迟疑、观望。我们要把全面深
化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眼
于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要目标，紧紧
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党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加
强总体设计、系统布局和协同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要按照党中央关于
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宏观
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外贸
新动能，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
供根本动力。

从世界维度看，只有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才能不断在日趋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当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
境和各种条件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
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

化，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西方
反华势力见不得中国好，更不会让
我们轻轻松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
沆瀣一气，毫无政治道德底线，无
所不用其极，什么阴招、损招、毒招
都用上了，妄图用各种围追堵截来
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与此同时，局部冲突和动荡频
发，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各种事
件加剧全球动荡；逆全球化思潮抬
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
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
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严
峻。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
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
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
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应
对这些风险挑战，我们必须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
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
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从而不断在日趋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从三个维度深刻领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梁辉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茂名四大古荔园中，根子古
荔园早已声名远扬，且正与周边
景区共同打造 5A 景区荔博园；
泗水滩底古荔园近期热度很高，
庭院经济和短剧经济使其成功破
圈出彩；而霞洞上河古荔园和羊
角禄段古荔园却仍有待开发。本
文以羊角禄段古荔园为例，分析
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让古老荔
园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一、禄段区域农文旅融合发
展优势

（一）区位条件优越
茂名市茂南区羊角镇禄段村

位于羊角镇北部，地处茂名浮山
岭余脉坡地，东倚马头岭，小东江
蜿蜒流经。禄段村由“六墩”谐
音演变而来，距离茂名市区仅 15
公里，附近有分界高速出口，交通
十分便利。

（二）资源禀赋优异
1.古荔园。禄段村拥有百

年古荔树 2000 多棵，古荔园面
积达 33.33 公顷，由车田园、龟
尾园、武馆园 3 个园区构成，是
茂名市四大古荔园之一。古荔
园内有 468 棵古荔树，树龄都
在百年至千年以上，其中包含
7 棵国家一级保护树，还有 1 棵
是 目 前 发 现 的 最 古 老 的 荔 枝
树。园内荔枝树树龄古老、数
量众多、分布集中、历史悠久且
形态各异。

2.横山灵王古庙。古庙始建
于明朝正德年间，至今已有五百
多年历史，是禄段何氏六世开始
祖为纪念明朝牺牲将领所建。据
传说，何氏祖上世代尚武，六世迁
居禄段后，在荔枝贡园设立武馆
弘扬国术，教育子孙为国效力。
庙内存有明朝用黄铜冷煅加工制
成的五虎山茶壶、白铜大灯盏，以
及民国时期广东省长陈济棠赠送
的汉白玉香炉等文物。

3.绿美生态建设。近年来，
茂南区围绕古荔树群精心打造
禄段古荔园，新建了生态科普广
场、生态科普宣教廊、游客观赏
步道，道路两旁种植了黄花风
铃、科枫、凤凰木等；同时开展水
美乡村建设、精彩 100 里等项目
建设，为乡村农文旅产业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持。

（三）产业融合初显成效
禄段村主要经济作物包括

2300 多亩荔枝，农业冬种生产北
运菜、红烟约 2300 亩，同时种植
水稻、花生等。近年来，禄段村依
托古荔园，连续三年成功举办荔
枝定制活动。

村集体与企业合作成立强村

公司，厂房面积约 2800 平方米，
主要从事参茸、药材、保健品和农
产品的电商销售等业务。强村公
司现有员工约 100 人，公司负责
人是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周边
村民参与电商工作，鼓励群众扩
大农产品种植规模。强村公司目
前已推出 8 个市面品牌、73 种初
级农产品，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有力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

二、禄段村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不足

（一）季节限制需突破
禄段荔枝的销售旺季在每年

4 - 6 月，从开花到结果期间，旅
游旺季仅有短短 3 个月，而旅游
淡季长达 9 个月。在荔枝销售
季，各地游客蜂拥而至，赏花摘
果，人山人海，服务设施不堪重
负。荔枝采摘结束后，游客数量
锐减，农产品商业街也变得冷冷
清清。

（二）资源开发需强化
外地游客前来禄段，大多是

冲着禄段古荔园而来，禄段著名
的横山灵庙、绕村而过的小东江
禄段红色码头、精彩 100 里、禄段
水美乡村、茂名市荔枝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智慧果园（花果世界）
等旅游资源尚未整合形成一体化
旅游线路；与周边的中国荔枝博
览馆等景点也未能有效联动，旅
游资源的拓展空间还很大。

（三）融合发展链条需完善
农产品生产出来后，如何实

现顺利销售并获得好价钱，是当
前农户面临的难题。目前，禄段
在强村公司的带领下发展电商，
将村民的农产品推向市场，村中
每月快件吞吐量达数千件，但村
中农产品冷链物流所需的运输仓
储配套设施尚不完善。

（四）公共服务存在欠缺
游客游玩疲惫后，禄段没有

可供休闲阅读的书吧、品茶休憩
的茶吧，也没有供孩子和游客娱
乐的设施，很难让游客长时间停
留。游客留不住，消费欲望就会
降低。在旅游旺季，停车场、旅游
厕所、旅游服务等配套设施也需
要进一步优化。

三、禄段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乡村要实现振兴，必须对现
有的农业、文化、旅游产业进行强
链、延链、补链，实现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

（一）发展林下经济
在荔枝销售淡季，可依托禄

段丰富的荔枝、龙眼资源优势，采
用“龙头企业 + 专业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在农业专
家指导下，在不影响古荔生长的
前提下，因地制宜种植食用菌、中
草药材等；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养
殖家禽、家畜、蜜蜂等；充分利用
林下经济发展林边农产品加工
业，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充分发挥
古荔园优势，发展休闲度假旅游、
康养、体育 + 等新业态，通过“林
上采、林下种、林中养、林边产、林
间游”的新业态模式，既能解决
禄段及周边村民的就业与增收问
题，又能为乡村振兴筑牢基础。

（二）延伸产业链条
要积极对接资源，在禄段配

套建设完善物流中心、电商直播
间、农产品展厅。物流中心涵盖
仓储、冷库、深加工、运输、流通、
分拨配送等功能，物流中心要与
电商直播紧密结合，以此推动禄
段乃至周边农产品销售升级，为
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物流、商贸等
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三）开展研学活动
禄段村拥有最大且最古老的

古荔园，还有优质的国家级现代
荔枝产业园。在荔枝销售淡季，
禄段可依托古荔园，沿着小东江
禄段一河两岸打造“从古到今”
精品旅游线路，从荔枝起源、进化
到现代化管理，让游客深入了解
禄段荔枝的文化底蕴和智慧化种
植技术。在荔枝旅游淡季，可以
联合旅游公司、学校，组织开展产
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参观产业园
荔枝生长、嫁接、栽培等技术，领
略科技改变农业的神奇之处，体
验农事乐趣，推动禄段经济高质
量发展，促进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四）发展庭院经济
禄段可以充分利用已建好的

旅游文化街，依托古荔园大力发
展庭院经济。比如在荔林旁建设
小型书吧、茶馆或酒吧，丰富本地
村民的精神生活，也让外地游客
能有一处惬意的休息场所，品尝
本地人酿造的荔枝酒，享用本地
特色农家菜，体验乡村游的乐
趣。还可以建设儿童游乐场，为
孩子们提供安全的玩耍空间。此
外，还可依托禄段码头做好“水
文章”等。

禄段旅游资源丰富，要科学
合理地布局，将古荔园大田景观、
人文风貌等节点相互连通，形成
村庄发展的精品环线。而且要进
一步与周边的精彩 100 里、荔博
园、浮山岭等景区协同发展，如
此，游客才会愿意停留、消费、住
宿，从而增加村民收入。
（作者单位：茂南区农业农村局）

禄段古荔园如何实现
农文旅融合发展

邹玉芳

清同治帝敕赐冼夫人“慈佑”
匾额挂在长坡旧城村的冼庙里，这
是有一定的历史缘由的。

首先，要弄清楚清廷敕赐冼夫
人“慈佑”封号的历史背景。我们
知道，清廷到了道光末咸丰初，已
是到了末期，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十分尖锐，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
下，1851 年1月11 日（道光三十年
十二月十日）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
起义，咸丰三年占领南京，至1864
年（同治三年）7月天京失陷而告失
败，坚持了十四年之久。在太平天
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广东尤其是
粤西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较
大规模的有陈金釭所领导的农民
起义，这是太平国起义的分支。咸
丰四年（1854年）夏，广东天地会众
举行起义，陈金釭是这次起义的首
领之一。咸丰七年（1857年）八月，
陈金釭在怀集称南兴王，建立“大
洪”政权。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
月十五日，陈金釭率军从广西岑溪
进入信宜县境，直下东镇，二月初
四日占领信宜县城（镇隆），建立

“大洪国”。接着进攻茂名、化州、
电白等县，同治元年占领茂名，化
州部分地区。同治二年（1863 年）
八月，义军在节节胜利之时，由于
义军将领郑金妒功忌能，怀有异

谋，在义军内部制造分裂，九月八
日谋杀陈金釭，致使义军不断失
利，轰轰烈烈的“大洪国”农民起义
最终失败。不久，太平天国也因内
讧而告失败。

其次，此赦封是广东封建统治
者出于以神道设教，麻醉人民，镇
压农民革命运动，挽救清廷危亡命
运的动机。他们大力宣扬陈金釭
大洪国等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
去归于失败，是冼太夫人“显灵”神
力相助的结果，是冼夫人的功德，
以冼夫人的威名恐吓和麻醉人民
要安分守己不要反抗。为了把此
事做强做大，同治三年（1864年）五
月，广东省巡抚（省级地方长官，总
揽一省军事、吏治、刑狱、民政等）郭
嵩焘向清廷奏请加封冼夫人封号，
清廷礼部于五月二十六日抄送郭嵩
涛关于敕赐冼夫人暨部将封号的奏
疏呈同治皇帝恩准。六月十九日，
同治帝批“依议，钦此。”“当经抄录
原奏移会内阁典籍所议封号字样，
奉旨钤出慈佑，钦此。”正式敕赐冼
夫人“慈佑”封号，并令“择冯宝嫡裔
承充奉祀生以答神庥”（见光绪《高
州府志》卷九“建置”、光绪《茂名县
志》卷二“建置”）。

其三，“慈佑”赐匾挂点选定的
理由。按清廷同治帝“择冯宝嫡裔

承充奉祀”的旨令，清同治高州府
官员认为电白堡（长坡旧城村）有
冯姓居民，拟是冯宝后裔，而且有
一座冼庙是隋时建的古庙，此地又
曾是高州府治所在地，其他史载冼
夫人故里又无冯氏居民。因此就
选定将御赐“慈佑”匾额挂在旧城
（电白堡）的冼太庙里。

自清末以来，茂名县境尤其是
电白堡长坡一带地区祀冼之风特
盛，立庙特多，事缘起同治“敕赐”
冼夫人“慈佑”封号，这都是封建统
治者大力提倡的结果，这与冼夫人
出生地无关。如清同治礼部奏疏
所云：“臣等复查则例内阁各直省
庙祀正神，能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
者，由各省督抚题请各加封号，由
内阁撰拟”。即是说各省的庙祀正
神，如有对民众能御灾，消患之功
德的，都可以由各省主官奏请朝廷
各加封号。并非仅指广东的正神
冼夫人，更无涉及正神的籍贯因
素。因此说，冼夫人的“慈佑”封号
挂在哪里与其出生地不相关。至
于各种传说，虽有参考价值，但不
能等同于事实（见王兴瑞《冼夫人
与冯氏家庭》）。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
员、茂名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

同治帝敕赐“慈佑”匾额
为何挂在长坡旧城村冼庙里？

郑显国

近日，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办公室通报了 2023 年度环境
保护责任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成效考核结果，我市再次荣
获优秀等次，全省排名从 2022 年
的第 12 名跃升至第 8 名，成绩显
著提升。

2023 年以来，我市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实
施“百千万工程”，以绿美茂名生
态建设为引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推动生态环境质量不断
改善，以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保障茂
名的高质量发展。

我市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
念，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
持走绿色发展之路，追求绿色环
保。这一理念已深度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
我市秉持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思维，大力推动绿色发展转
型，促进绿色经济蓬勃发展。在文

化领域，我市积极培育并树立绿色
价值观，倡导尊重生命、敬畏自然，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在科技领域，
我市积极研发并应用绿色、节能、
低碳、循环、环保、生态技术，为绿
色产业和绿色产品的发展筑牢坚
实的技术根基。

我市在植绿增绿方面持之以
恒，为建设绿美茂名筑牢了根基。
通过全民义务植树等活动，提升市
民植树造林、爱树护绿、保护环境
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市民树立
了良好的环保意识，积极践行绿色
出行、光盘行动，减少或拒绝使用
一次性筷子，共同为美好环境建设
出力。

多种树、种好树、护好树，保护
生态环境已成为我市每一位公民
的自觉行动、共识和实践。通过宣
传教育、参与植树活动等途径，培
养青少年的环保意识，让他们长大
后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

我市在植绿增绿的同时，加强
了城镇建设。增设了广东绿道和
乡村绿道，将矿坑油页岩开采区改

造为清新宜游的矿坑公园，把电白
水东湾的海洋滩涂打造成万亩红
树林，形成独特的海岸绿色长城美
景。此外，我市还建设了众多大小
公园，使全市城乡逐步向公园城市
和园林城镇迈进。

我市坚持绿色发展，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协同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同时，构建绿色技术创
新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推进能
源绿色革命和水土污染治理，促
进绿色技术、绿色资本、绿色产业
有效对接。

我市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
作用，建设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
新时代生态文明典范城镇，探索出
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发展路径。这一系列的努力和成
果，不仅为我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也为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开辟了新路径、积累了新经验。

(作者单位：电白一中)

追新逐绿，建设绿美茂名
王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