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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李秋遗失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号为：

D44202326611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新垌镇良坑村民委员会旱地村黄永钊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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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40981MF50281547-0031,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 艳 梅 遗 失 身 份 证 一 个 ，证 号 为 ：

44092219710102726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潘俊保遗失粤茂滨渔46798船的海洋渔业船舶所
有权登记证书 , 证书编号：（粤茂滨）船登（权）（2021）
HY一200029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大川遗失海洋渔业船员证书, 职务: 普通船员 ,

证书编号：440923199801055X2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柳松遗失海洋渔业船员证书,职务: 一级船长 ,
证书编号：440923197010085X1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潘俊保遗失粤茂滨渔46798船的海洋渔业捕捞许

可证书 ,证书编号：（粤）船捕（权）（2021）HY一200205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宝光街道丁堂村丁堂经济合作社何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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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40981MF42759897-0099,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高州市大坡镇贺口村委会中田经济合作

社葛芝亮遗失高州市农业农村局印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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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40981MF3539583D-004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炳明遗失海洋渔业船员证书,职务:二级船副,

证书编号：440923197109175X6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潘俊保遗失粤茂滨渔46798船的海洋渔业船舶国
籍证书, 证书编号：（粤茂滨）船登（籍）（2021）HY 一
200031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潘俊保遗失粤茂滨渔 46798 船海洋渔船检验证

书, 证书编号：440900A21030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根子镇根子村民委员会袁屋村袁建文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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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40981MF5006561P—0031，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日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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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440981MF6640302J-003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帆帆于 2025 年 2 月 5 日遗失身份证, 证号:

44090219950730042X，现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陈熠祺，男，2021年 11月 29日出生，于 2021年 12

月1日在信宜市朱砂镇里五路口（包茂高速入口）旁边
捡到，当时身穿花色衣服，外包一张粉红色毛巾被，请
亲生父母见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来认领，电话：
13613089411。

公告人：陈庆林
2025年1月27日

遗失声明
化州市丽岗镇丽岗村地並头经济

合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副
本，核准号：J5924001549203，现声
明作废。

2025年2月7日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梁彩轻
通讯员赖绮航李景能

本报讯 随着 2025 年春节的
余韵渐散，高州迎来了热闹非凡
的年例季。今年的年例，高州不
仅保留了“轻宴席重文化”的主
旋律，更增添了一抹绿色的新意
——“做年例，齐种树”。高州 44
条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积极
动员党员、干部、群众响应“做年
例，齐种树”植树活动，以典型示
范引领该市乡村绿化工作掀起
新热潮。

日前，高州市发出了“做年
例，齐种树”植树活动的倡议。
倡议发出以来，高州市委组织部
积极响应，发动领导干部带头参
与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高州市委统战部
充分发挥其优势，积极发动乡
贤、商会等社会各界人士捐资捐
苗，为植树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物

资保障。
高州市农业农村局向该市44

条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发出倡
议书，各典型村积极响应、率先开
展“做年例，齐种树”植树活动，带
动各村积极参与、全民参与，把绿
美生态建设、绿美乡村建设与年例
习俗结合起来，弘扬“轻宴席重文
化办年例”的文明新风，为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各典型村提前布局，召开板
凳会、动员会，联系热心乡贤捐资
捐树，发动镇村干部、群众加入到
植树造林的行列中来，共同为高
州的绿色发展贡献力量。其中，
根子镇发动乡贤捐资12000元，捐
树 150株。根子镇柏桥村镇村干
部联合根子镇商会、柏桥乡贤群
众 60 余人开展“年例林”植树活
动；分界镇储良村、东方村、学福
村、丰林村、飞马村、谢宵村发动
党员干部、热心乡贤开展植树活
动，同时在沙地路口、储良岭岗

村、东方田头屋村、谢宵大氹坑村
共设置了4个植树点，共种植储良
龙眼等各类树苗180余棵；大坡镇
发动乡贤捐资树苗48棵，并在高
州碧臣矿泉饮料有限公司投产开
业当日在“喜事林”种植了30棵紫
花风铃；新垌镇在大年初二组织
党员干部、商会成员、乡贤群众在
长流村开展以“年例林”联合植树
为主题的植树活动；东岸镇东坡
村在各自然村小组四旁五边种植
油茶苗共计110株；长坡镇旧城村
委会发动乡贤捐款11000元，在燕
子岭“年例林”累计植树30棵；谢
鸡镇罗迪坑村、保黎村组织乡贤
群众村干部在自家空地种树共60
株；南塘镇大塘笃村、彭村村、谷
篢村共植树101棵……

据统计，截至2月4日，该市邀
请19位名人，发动465名乡贤及镇
村干部、群众共计约 2000人一同
参与到“做年例，齐种树”活动中，
收到捐资约19万元、捐苗647棵，

合计植树 3233株。目前，各典型
村已建成至少一个“年例林”，推动
了“做年例，齐种树”观念深入人
心，助力环境和经济双发展。

在典型村带动下，越来越多
的镇村干部、群众加入到植树造
林的行列中来，共同为高州的绿

色发展贡献力量。下一步，高州
将持续深化“做年例，齐种树”品
牌，推动绿美生态建设与乡村文
化振兴同频共振，让文明新风尚
与绿水青山共同滋养高州大地，
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家园书写新篇章。

高州44条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响应“做年例，齐种树”新风尚

以典型示范掀起乡村绿化工作新热潮
■记者 黄月华 通讯员 茂健

本报讯 岁末年初，各类安全风险交
织叠加，为确保我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
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市住建局于日前全
面开展了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大检查。

为切实推动检查工作深入开展，市
住建局领导班子亲自带队，前往全市各
区（经济功能区）、县级市进行实地督
导。检查范围涵盖了建筑施工、城镇燃
气、自建房、玻璃幕墙、物业管理区域等
多个领域，旨在督促各有关单位全面排
查隐患、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此外，市
住建局还组织召开了全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部署了 2025
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确保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

在房屋市政工程方面，市住建局深刻
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督促各地住建
主管部门和安全监督机构对在建项目进行
全面检查。通过“逐企业、逐项目、逐设备”
的方式，严格监管高风险施工环节，压实推
进一般事故隐患专项治理。

在城镇燃气方面，市住建局部署开展
2025 年第一轮城镇燃气安全交叉检查，组
织各区（县级市）燃气专班在春节前后进
行跨地区安全检查，督促各地各燃气企业
加强燃气装卸充装环节安全核查和站场
出入安全管理。

在自建房安全方面，市住建局组织
了 9 个检查组，全面开展了自建房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回头看”行动。共抽查了
4069 栋自建房，对存在隐患或信息错误
的自建房，按照程序要求相关镇街进行
整改。

在物业管理区域方面，市住建局制
定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检
查工作方案，并成立了检查工作组。共
出动了 280 多人次开展物业管理区域电
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检查，同时开展了物
业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检查了 68 个物业
管理小区。

在消防安全方面，市住建局紧盯重点
部位，开展了消防安全检查。通过落实消
防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协作机制，形成了建
设工程消防监管合力。完成了市本级消防
设计审查 26 宗，组织消防验收 17 宗，消防
备案 11宗。同时，联合市消防救援支队共
开展了 7 次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安全
形势稳定。

我市开展全市住建
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俊明
钟舒 通讯员吴晓东

本报讯 春风拂绿，万物竞
发。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助力
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2月5
日，电白区岭门镇党委政府组织
镇村党员干部、乡贤、党员志愿
者、村民群众等100余人，在石港、
海港等行政村开展了一场热火朝
天的植树造林活动，为岭门大地
再添一抹盎然生机（如右图）。

春节假期后第一天，岭门镇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组织各村
（社区）开展 2025 年第一轮乡村
绿化义务植树活动。活动现场，

镇村党员干部、村民小组长、志愿
者和热心群众三五人一组，分工
协作、干劲十足。挥锹培土、扶苗
浇水、覆土压实……每一道工序
都认真细致，乡村“四旁”“五边”
很快竖起一排排整齐的树苗，脆
嫩的绿叶迎风摇曳。

此次活动坚持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并重，科学选种适应当地
气候的樟树 500 余株，规划打造
典型点、精品路、示范带等绿美示
范点。该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
全程指导，确保树苗成活率。“樟
树树冠广展、枝叶茂密，且四季常
青，利于水土保持；且樟树全体均
有樟脑香气，可用于提制樟脑和
提取樟油，为村民增收。”岭门镇

农办负责人介绍，樟树是优良的
绿化树，后期将定期养护，跟进树
苗生长情况，确保绿美生态和绿
美经济取得成效。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树
树成林。”岭门镇此次植树活动不
仅是一次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
更架起了党群连心桥，绘就了共
建共治共享的美丽乡村新图景。
近年来，岭门镇积极动员党员干
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开展绿美岭
门行动；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通过镇、村两级党组织开展植
树养护认领、主题党日等活动，激
发全民参与植绿增绿热情，让绿
色成为乡村振兴最亮丽的底色。

干群携手植新绿 共筑美丽新家园
电白区岭门镇开展春季植树造林活动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梁郁文
通讯员 梁绍聂

本报讯 化州市合江镇高步
村委会积极响应该市“年例来种
树”的倡议，精心策划了一场“年
例来植树，新春共培绿”的植树活
动(如右图)。此次活动旨在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为传统年例注入
新的时代活力，推动乡村生态环
境建设。珠海帮扶工作组、合江
镇农业农村办领导及高步村党
员、群众积极参与，共同为村庄增
添了一抹生机勃勃的绿色。

活动现场，参与人员热情洋
溢，干劲十足。珠海帮扶工作组
的成员们积极投身植树，用实际
行动支持当地生态环境建设。合
江镇农业农村办领导亲临现场指
导，确保植树活动有序进行。高
步村的党员、群众分工明确，搬运
树苗、挖坑、扶苗、填土、浇水，每
个环节都一丝不苟，确保树苗茁
壮成长。最终，约百株秋枫树苗
整齐栽种在指定区域。

此次植树活动是高步村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生动写照，也是对化州市“绿美年

例”倡议的积极响应。活动不仅改
善了村庄生态环境，还营造了人人
参与植树造林、共建美丽家园的氛
围。村民们摒弃了攀比、排场等不
良风气，文明节俭办“绿美年例”，
将年例从传统的吃喝盛宴转变为
绿色环保的公益活动。

村民们纷纷表示，将年例与
植树相结合非常有意义，既能传
承民俗文化，又能为家乡添绿，改
善生活环境。大家期待未来能有
更多类似活动，让高步村更加美
丽宜居。

高步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加强新栽种秋枫树苗
的管护，确保成活率。同时，将探
索更多生态环保活动，提升村民

环保意识，为建设绿色、美丽、宜
居的乡村环境贡献力量，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

年例来植树 新春共培绿
化州市合江镇高步村种下百株秋枫添绿意

■通讯员 苏万里

本报讯 近日，茂南区镇盛镇白沙第
二届“村 BA”篮球赛在白沙小学运动场
闭幕。

来自该镇的 140 名青年村民参与赛
事，前来观看的村民近1000人次。经过激
烈、有序的竞赛，茅塱自然村队获得冠军、
龙舟坡队获得亚军、白沙队获得季军，并相
应获得猪、羊、鹅、鱼等优质农产品奖品。
通过此次具有农耕农趣农味的群众性文化
体育活动，镇盛镇（白沙村）农民群众进一
步增强凝聚力、战斗力，营造文明和谐、团
结活力的村风。

茂南区镇盛镇

白沙第二届“村BA”
篮球赛闭幕

曹江镇干群开展植树活动。

◀上接01版 吸引了不少回乡过年
的乡贤主动加入到年例植树的活
动中来，“年例”季全民参与植树的
氛围也越来越浓，一片片“年例林”
正在崛起。

将“年例”与“植树”相结合，意
义深远。“绿美年例”生动诠释文明
新风尚，越来越多的村民意识到，
与其大操大办年例，不如文明节俭
办“绿美年例”，为家乡增添一抹新
绿。随着年例季到来，我市越来越
多的村庄正积极筹备开展活动，绿

美年例的氛围愈加浓厚。

“体育+”为年例添彩
新春氛围“燃”起来

随着体育过年变成新年俗，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以体育健身的方
式，丰富自己的春节假期。

1 月 26 日晚，化州市第二季
“村 BA”男子篮球联赛决赛落下
帷幕。在历时 16 天的赛程中，来
自该市 23 个镇(街道)参赛队伍以
体育赋能，以篮球为媒，以“土文

章”为名，实现文旅惠民和“夜经
济 ”双 向 拉 动 ，也 让“ 百 千 万 工
程”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下的乡
村经济、文化新貌焕发出别样的
色彩。

年初一至年初五，2025 年霞
洞镇“怀兰杯”春节篮球赛以及
上河典型村篮球赛在霞洞坡塘
村怀兰公园及上河新河文化广
场火热开赛。来自各村（社区）
的 8 支代表队激烈角逐，现场观
众热情高涨，加油声此起彼伏。

每个运动员都在赛场上尽情挥
洒汗水，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又
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此次
篮球赛事不仅展现了运动员的
拼 搏 精 神 ，更 成 为 村 民 交 流 情
感、凝聚乡情的重要平台。一位
参赛村民表示：“篮球赛是每年
春节的‘保留节目’，过年回家看
到霞洞镇村环境变得这么好，心
中感慨万千，大家聚在一起，年
味也更浓了！”

在这方球场上，大人们从五湖

四海中返乡，孩子们从手机世界中
走出，与家人、邻居一起共同沉浸
在比赛的兴奋中。

“ 村 BA”，不 仅 燃 起 村 民 们
对体育运动的激情，还助推了乡
村经济的发展。在篮球场外围，
烧烤、甜品等各式各样的小摊支
棱了起来。“这几年村里变化很
大，春节期间在这里摆摊，还能
挣点零花钱呢。”一摊贩乐呵呵
地说道。

民俗表演和地方美食延伸出

越来越多的文旅产品，“村 BA”也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了“体
育+”为年例添彩，茂名的新春氛围

“燃”起来。
茂名年例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承载着乡村历史记忆与精
神 寄 托 ，是 宝 贵 的 岭 南 文 化 遗
产。如今，年例在传统宴席基础
上还有了一道道新时代“硬菜”，
展示了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
传承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成就，
用“新”烹出茂名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