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紫风铃的道路进去，路
两侧一口口鱼塘集中连片，水面
如一面面锃亮的镜子，映照出蓝
天白云，向着远方绵延。每口塘
里都安装了多个增氧机，雪白的
水花欢快跳跃着。铺着砼、能通
行大货车的塘堤上，智能散料塔、
液氧罐、溶氧锥等数字化设施有
序排列，搭配 5G 水质监测系统
——这优雅的环境，让人几乎不
会察觉这里竟是个罗非鱼标准化
示范养殖场。这片养殖场是广
东、广西粤桥新材料化工公司董
事长、华南钛谷项目投资人李吕
华返乡与乡贤共同创建的。

李吕华是茂南区公馆镇荔枝
塘村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华
南农业大学。2022年，出于对农业
的热忱，他将年产值近37亿元的化

工公司交给儿子打理，邀请高校、
农科院专家深入调研后，创建广东
京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京塘
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发展现代农
业，计划与乡贤五年内投资十亿元
打造罗非鱼全产业链。为确保研
发投入和品牌建设，李吕华个人持
股 51%以上并承诺五年内只投入
不分红。全产业链涵盖标准化养
殖示范基地、水产品加工车间、共
享冷库、生物发酵基地、保种育种
中心等十二大板块，目前已完成
120亩标准化示范鱼塘改造。

突 破 土 地 制 约 成 为 首 要 课
题。在耕地保护政策下，京塘农
业 通 过 流 转 鱼 塘 实 施“ 立 体 扩
容”：将原深 1.5 米的鱼塘挖深至
3-4.5 米，使水容量增加 3 倍；创新

“标粗+速养”模式，将鱼苗培育至

2-3 两再入塘养殖，养殖周期由年
2 造提升至 3 造，亩产量从传统 0.5
万斤跃升至3万斤。

破 解 成 本 困 局 彰 显 科 技 力
量。面对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
60%的行业痛点，企业引进 2 座 25
吨级智能饲料塔。该设备搭载的
称重系统采用先进传感技术，可
精确至克级投喂，管理人员通过
手机即可实时监控用料，使料肉
比下降 18%，综合养殖成本降低
25%。生物技术的应用同样关键：
通过微生物调节系统分解鱼粪污
染物，配合专业机械将塘底淤泥
转化为生物肥料，实现尾水零排
放和资源循环利用。

共 建 共 享 机 制 激 活 乡 村 动
能。企业创新采用“公司+强村公
司+合作社+农户”四维模式：强村

公司负责土地流转并收取 10%服
务费，合作社提供种苗、技术、保
底收购等全流程服务，农户通过
参与集体经济实现户均增收 2.3
万元。这种机制使生产要素向乡
村逆向流动，形成“产业升级-集
体增收-农民致富”的良性循环。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践行者。李吕
华这类兼具情怀、能力与实力的
新乡贤，正将城市积累的资本、技
术和管理经验反哺乡土，通过“百
千万工程”推动产业振兴与基层
治理深度融合，为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了鲜活样本。他们的实践
表明，当工业化思维遇见农业根
基，当数字技术嫁接传统养殖，绿
水青山完全能够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的金山银山。

乡村振兴需更多乡贤回归
邹玉芳（茂南）

据茂名日报报道，电城镇抢抓
“百千万工程”发展机遇，开拓进取、
真抓实干，深入挖掘镇村特色优势，
奋力开创镇村协同一体发展新局
面，推动“百千万工程”出新出彩。
抓住特色和优势，确实是各地推动

“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
茂名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祖祖

辈辈通过辛劳耕耘，为子孙后代留
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既积淀了深
厚的文化底蕴，也塑造了独特的山
水风貌。这些传承千年的文化瑰
宝，正是我们发展特色产业的优势
所在。我们应当因地制宜挖掘新思
路，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发展壮大地方特色产品，丰富我
市高质量发展元素，打造特色品牌，
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力。

目前，我市已有化橘红、荔枝、
龙眼等农产品通过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定，产品附加值显著提
升。这些特色产品凭借独特影响
力，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
头产业。以化橘红为例，化州多个
镇区建立生产基地，配套加工企业，
通过举办文化节推动产业升级，产
品不仅畅销省内外，更远销海外市
场。这颗“南方人参”近期在北京市
场引发关注，“药食同源”的新定位
更拓展了发展空间。高州则通过多

年实践，在香蕉、荔枝、龙眼等水果
产业中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
服务体系，显著提升果农积极性与
经济效益。信宜三华李、电白沉香、
茂南罗非鱼等“一乡一品”项目，同
样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作为粤西农业大市，我市农产
品品类丰富、各具特色。农村发展
需立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思
路，通过打造特色品牌、提升产品
竞争力，在激烈市场环境中占据优
势。实践证明，“一乡一品”战略已
催生多条特色致富路径。若能进
一步挖掘产品文化内涵，在花期举
办赏花节、丰收季组织采摘活动，

依托加工企业开展工业旅游，将形
成“农业+文化+旅游”的叠加效
应。如化州连续举办多届化橘红
赏花节，高州在荔枝龙眼成熟期推
出采摘体验，这些创新举措既提升
产品知名度，又延伸产业链条。相
关部门若能结合产业特点策划特
色活动，必将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
新活力。

相信，我市通过持续培育特色
农产品、提升产品内涵与质量，以特
色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定能为

“百千万工程”提供坚实支撑。期待
各地立足资源优势，走出一条独具
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发展壮大特色产业
助力“百千万工程”

朱尧(化州)

“减肥神药”
图/文 王怀申 杜燕盛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5 天瘦 7 斤、7 天
瘦 10 斤……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间，500
多万粉丝的女网红带货“减肥神药”，不
少消费者心动下单，服用后却出现腹泻
呕吐等症状。原来，该“减肥神药”中非
法添加了处方药“苄氟噻嗪”。从委托生
产到直播带货、饥饿营销，一条非法添加
黑色链条环环相扣。网售减肥食品已成
为不法分子非法添加“重灾区”，且添加
物种类迭代迅速，增加了检测鉴定和侦
办打击难度。

“5 天瘦 7 斤”的承诺之所以能收割
百万订单，根源在于社会对快速瘦身的
集体焦虑。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周减
重 0.5-1 公斤标准，在短视频平台的“闪
电瘦身”神话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在

“瘦即是美”的审美霸权下催生出来的畸
形的市场需求。除了相关部门要对此加
强监管，进行全链条治理外，消费者也要
明白：真正的美丽，从来不是通过透支健
康换取的体重数字，而是源自科学认知
与对生命敬畏的从容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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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新春的热闹氛围虽逐渐远
去，但我市各地紧紧抓住年例前后
的黄金契机，以节日为引擎，推动城
市与乡村的文旅消费蓬勃发展。城
市的烟火气愈发浓郁，农村的年味
也愈发醇厚，年例、元宵节等传统节
日更是热闹非凡，到处呈现出一片
繁荣景象：酒店茶楼里烟火升腾，热
闹非凡；城乡景区中人头攒动，游客
如潮；剧场影院内座无虚席，观众沉
浸其中；街市江畔灯火辉煌，宛如白
昼。尤其是 2025 茂名年例嘉年华
盛大举办，高凉预制菜密集上市，还
有茂名各大墟提供的美食、游玩一
条龙服务，将我市新春游玩的热度
推向了高潮，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
的游客纷至沓来，尽情享受游玩、美

食与住宿的欢乐时光，成功翻开了
茂名文旅消费的崭新篇章。

茂名新春为何能迎来如此火爆
的烟火盛景与文旅热潮？在我看
来，深厚的文化底蕴、惠民利民的举
措、提振人心的发展态势以及践行

“好心精神”是关键所在，这些都值
得我们深入总结并发扬光大。

茂名的年例文化底蕴深厚，独
具特色，在全国范围内都堪称独一
无二。每年农历正月、二月是茂名
最为热闹的年例期，这也是粤西地
区尤其是茂名最隆重的民俗活动。
2021年，茂名年例被评为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还被列为茂名十大文
化名片，它是冼夫人“好心精神”的
延续与生动呈现。信宜六双、高州

旧城、沙田忠平社、化州莞塘、旺利、
电白水东彭村、电城庄春、茂南羊角
鸡公口、鳌头飞马等地的十大年例，
场面盛大，万人欢庆。活动期间，舞
狮舞龙、花船花灯、飘色巡游、烟花
爆竹、粤剧、轻音乐、电影、木偶戏等
节目轮番上演，丰富多彩，令人目不
暇接。远方的来客、亲朋好友纷纷
齐聚乡村，到处车水马龙，家家户户
高朋满座，主宾同享年例之乐。客
人既能大饱眼福欣赏民俗表演，又
能品尝丰盛美食，离后依然回味无
穷。年例所蕴含的消费观念、营造
的节日氛围以及擦亮的文化名片，
通过各类媒体平台传遍大江南北。

城市的烟火气最能温暖人心。
新春期间，城乡茶楼酒馆、商场小店

各展所能，运用多样化消费模式抓
住新春商机，全力盘活消费经济。
市区的温德姆、熹龙、高品味、国际
大酒店等知名场所常常一座难求。
各大商场精心打造蛇年主题造景吸
引孩童，夜间消费主打沉浸式体验
迎合年轻人，潮流文创产品满足文
化追求。迎春花市姹紫嫣红生意兴
旺，官渡榕园烧烤香气四溢，小东江
边潮玩长街华灯璀璨，年轻男女穿
梭其间，夜经济活力通宵达旦。

新年之际，市场经济回暖叠加
消费观念转变，外出经商务工人员
返乡置业购车、呼朋相聚，催生新商
机。春节期间楼盘车行生意兴隆，
二手车因款式多样、价格亲民备受
年轻群体青睐。各市场商品琳琅满

目，销售额大幅增长，海鲜产品在年
例期间更是供不应求，商家虽忙碌
却满心欢喜。

全市旅游景区人气鼎盛，积压
的消费意愿在春节集中释放。从云
开大山到海滨绿城，处处车水马龙，
信宜马鞍岭、高州凤凰园、化州国家
热带农业公园、中国第一滩、茂南油
城墟等景点人山人海，呈现扶老携
幼、万众欢腾的祥和画面。

多样化、个性化消费趋势同样
亮眼。围炉煮茶、密室体验、闻香品
茗、音乐发烧、野外露营等新兴活
动，受到年轻群体和文化人士热烈
追捧，发展势头强劲。

短期来看，政府高度重视、提前
布局，商家积极让利，成功带动文旅

餐饮市场繁荣，值得肯定。但必须
清醒认识到，城市烟火气的持续升
腾和文旅市场的长久繁荣非一蹴而
就。当前全市上下，尤其是相关行
业，亟需树立消费信心、优化消费环
境，将信心转化为长期拉动消费的
动力。同时要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和
服务水平，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竞争
力强的文化产业集群，让更多景点
酒店成为游客信赖的“金字招牌”。

随着“年例文化一条龙”“五棵
树一条鱼一桌菜”产业壮大，高凉预
制菜规模质量双提升，各商场酒店
景区不断完善升级，我们有理由相
信，茂名必将迎来餐饮文旅消费的
又一个春天。让我们满怀信心期待
这一美好时刻的到来。

城乡烟火旺 蛇年开门红
王如晓（市区）

“向雷锋同志学习”，是毛主席
在1963年3月5日亲笔给雷锋同志
的题词。毛主席这一题词，在全国
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

雷锋是湖南长沙市人。他的父
母兄弟在解放前相继离世。他七岁
成了孤儿，是食百家饭长大。解放
后，当地党委政府送他入学读书，
1956 年小学毕业，在乡政府工作，
1957年加入共青团被评为先进生产
者和劳动模范。他在 1960 年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二次，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
范共青团员，1961年荣任班长。雷
锋在1962年因公殉职，年仅22岁。

为什么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因
为雷锋有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
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
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
斗志，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
义战士。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人的
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
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是这样
想，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是全国人
民学习的好榜样。

进入新时代，雷锋精神不断被赋
予新的内涵，实现了三大重要转向。
它从单纯的政治叙事转化为全民的
价值共识，“憎爱分明”升华为家国
情怀，“公而忘私”融入共同富裕的
伟大实践。从个体奉献迈向制度创
新，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和创新的志
愿服务机制，让善行得以持续传
递。雷锋也从道德楷模转变为文化

符号，新时代“雷锋群体”的涌现，
让雷锋精神成为文化自信的坚实支
撑。我市对好心精神的传承发扬，
正是雷锋精神在地方的生动实践。
茂名大地有着深厚的好心文化底
蕴，从古代的冼夫人维护国家统一、
保境安民，到如今茂名人民积极践
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在扶贫帮困、环境保护、社区
服务等诸多领域发光发热 。他们将
好心精神融入日常生活，通过成立各
类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

愿活动，让雷锋精神在茂名这片土地
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展现出新时
代雷锋精神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活力。

然而，在当前现实中，“扶不
扶”的道德困境、“精致利己主义”
同样对雷锋精神的传承构成挑战。
要让雷锋精神在当代社会落地生
根，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教育
是基础，要将雷锋事迹融入教材，运
用新媒体手段让雷锋精神深入青少
年内心。法治是保障，要完善见义
勇为法规，为善行保驾护航。党员

干部要发挥先锋引领作用，以“我
将无我”的境界为人民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雷锋精神
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生动体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
乡村振兴的田野、“一带一路”的建
设现场，无数新时代的“雷锋”正以
实际行动续写着雷锋精神的壮丽史
诗。当 14 亿中华儿女共同传承这
份精神血脉，我们坚信，民族复兴的
伟大梦想必将在这股磅礴力量的推
动下早日实现。

雷锋精神：民族复兴征程中的永恒灯塔
梁寿禄（滨海新区）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